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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理论评论是在与电

影发展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创

新、不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的互动，才能够推动话语体

系、研究体系的良性发展。在

电影理论批评发展历史上，电

影理论批评只有面对电影实

践的变化，提出真问题、研究

真问题，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

和繁荣的局面。蒙太奇学派、

新现实主义、新浪潮、新好莱

坞、巴赞、布莱希特、克拉考尔

是这样，即便是麦茨的符号

学，德勒兹对影像的运动、时

间、空间的重新定义，也都体

现了对电影实践中的真问题

的应对、回应和阐释。

电影理论批评有不同维度

和方向，有做基础理论研究

的，通常学术上叫做“无用之

用”的研究，看起来是没有具

体作用，但是为研究打下了历

史、理论和概念基础；第二类

研究是对过去、现在正在进行

中或者已经发生的创作现象、

生产现象、行业现象的研究，

这个研究在理论批评中是最

活跃的，为基础研究提供鲜活

的材料，反之又为面向未来的

研究提供前瞻基础。只有对

现实对历史有充分理解，才能

更好地预测未来。理论批评

三个维度都存在，无论哪个维

度，研究真问题、提出真问题

都是其核心要素。

现在从事影视理论批评工

作的人非常多，全国高校有几

百个与影视有关的学科点、数

以千计的研究者和学者，而从

研究方法来看，大致有四种：

一是把电影当做“文本”，更多

的是做文化研究，把电影作为

社会文本，看它与社会之间关

系的研究，这种方法在文学研

究、历史研究、人类学、社会学

研究中都是常见的。二是把

电影当做“作品”进行研究，就

是所谓的电影艺术批评。曾

经在 80 年代非常活跃，现在这

些年反而见得少了，有艺术鉴

赏力和分析力的批评不多。

三是把电影当做“产品”的研

究，这 20 年把电影作为一个产

品，从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的

角度进行研究，比较普遍。四

是把电影作为“媒介”，从传播

介质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其

传播规律、传播效果、观众接

受和反映等等。

但总体而言，从中国有电

影开始，电影理论批评就与电

影创作实践相向而行。如刚

开始的“影戏理论”，确立了电

影与戏剧的本体关系；到后来

关于电影“沙发”、“冰淇淋”功

能的争论，对电影娱乐性的理

解；再到后来关于国防电影的

讨论，电影与全民族抗战的关

系等。新中国成立以后，钟惦

棐先生的《电影的锣鼓》，理论

批评的焦点也在电影领域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夏衍先

生关于电影剧本的问题，关注

的 也 是 电 影 创 作 的 具 体 问

题。改革开放以来，电影理论

批评更是与电影创作同舟共

济。如最早的纪实美学的讨

论，对“第四代”推动电影语言

转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随后

的电影与戏剧、文学的关系，

提出“丢掉戏剧的拐杖”，“第

五代”对影像的重视与这个理

论批评的热潮密切联系；再随

后，关于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关

系，究竟电影首先是艺术还是

首先是商品，论证的过程中确

立了电影的双重属性；后来的

代际电影研究，出现了“第四

代”、“第五代”、“第六代”电影

的文化研究，扩展了电影与现

实、历史和时代的关系，特别

是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有

了许多新的认识；关于娱乐片

的大讨论，80 年代末期究竟电

影是否应该有娱乐性，如何看

待娱乐性，对当时中国电影创

作的类型化探索起到了重要

推动作用；新世纪之后，产业

化研究，包括产业集中度、产

业链条、产业改革路径的种种

研究，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改

革、“电影促进法”的制定以及

各种政策的落实都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商业美学、引入好

莱坞的高概念等等，影响到许

多重要的电影创作；最近这些

年新主流电影的探讨、电影工

业美学的讨论，也都有新的

启发。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是在与

中国电影发展实践相向而行

中获得生命力、获得有效性

的。当前，中国电影批评提出

了一些新概念，这些概念有启

发性，可以促使我们研究更多

的真问题。从当下比较流行

的一些概念中，我们要讲问题

落到实处、问到实处、研究到

实处。例如在“电影强国”背

景下，什么是电影强国，电影

强国的指标是什么、路径是什

么，怎么去界定强国，电影强

国除了电影自身的指标，是否

有电影对经济社会带动作用

的指标，建设电影强国是否有

国际可参照指标、这些指标是

什么……很多真问题值得研

究，电影强国指标体系之间是

什么关系，建成了两个、三个

是否就是强国了，这些问题都

值得研究。又如“电影工业

（Industry）体系”指的是产业还

是工业，电影工业与产业是怎

样的关系，如果是工业体系，

是一套技术体系、流程体系、

分工体系，还是什么其他体

系？这个体系如何建构？中

国 现 在 缺 什 么 ？ 该 怎 么 建

设？靠谁来建设？好莱坞的

体系建立在大工业时代背景

下，今天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则

是建立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也

许可以找到不完全相同于好

莱坞的电影工业体系建构方

法，值得我们更真实地提出问

题进而做研究。

还有新技术对电影美学带

来哪些影响，创作者如何思考

改变；在当下媒介多样性时

代，电影多样性是否会出现变

化，多样性的同时又如何能够

体现电影本身的特性；什么是

电影的共同体美学，电影的文

化共同体与文化多样性是怎

样的关系；究竟什么是中国电

影学派，中国电影学派与共同

体是怎样的关系；如何用作为

解释过去的工具的大数据，来

帮助分析未来趋势；如何科学

认识电影类型的假定性体系，

避免泛类型化、过度类型化的

现象；如何找到电影评估体系

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统一

性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关

系；我们的电影教育体系、人

才培养体系当中存在什么问

题，该怎么解决才能与电影教

育强国相匹配；好莱坞电影在

中国的市场效果为什么越来

越差，如何准确认识中国电影

市场和观众……都值得认真

去研究。

总体来说，当前的电影理

论批评现象上很繁荣，但是许

多 真 实 问 题 并 没 有 得 到 解

决。问题问得更加真实，变得

更是问题的问题，我们的研究

才能进步。提出真实问题、研

究真实问题，我们就有一寸一

寸的发现和进步。面对行业

要超越行业，但是只有首先面

对才能最终超越，不能拽着头

发上天，我们只能站在创作实

践肩膀上去思考和发展。所

以，对于我们这些电影理论批

评者来说，首先要建构完善我

们自己的三大体系：

首先是知识体系。对电影

艺术、电影技术、电影经济、电

影产业要有历史和理论的系

统知识，对电影相关的领域要

有系统的知识。很多业余研

究者，实际上他们在某一方面

专业研究非常有功夫，可以找

出作品中每一个细小的历史

毛病，甚至武器装备的不对劲

都可以找出来。知识体系是

专业化的基础，没有较为深入

和完备的知识体系，理论批评

就只能是老生常谈、浅尝辄

止。现在面面俱到的文章比

较多，泛泛而谈的文章比较

多，建构在知识体系之上的专

业性文章相对少。知识体系

地基越牢固，价值体系的建构

才会不随风飘摇。

其次是价值体系。电影理

论批评者首先得有艺术鉴赏

力、电影鉴赏力。很多评论文

章洋洋洒洒，甚至把电影艺术

的一些短板、硬伤都能够分析

得“艳若桃李”，缺乏整体的电

影艺术价值判断的标准、能

力。电影艺术鉴赏虽然各有

差异，但是依然有一些共同的

价值判断，比如艺术的完整

性、完成度、创新性、感染力、

精致度，创作体系和制作体系

都有电影本体的价值尺度，如

果研究批评者不知道对电影

如何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就

像美食家不能品鉴食品好坏

一样，很难做出符合实际的电

影理论批评。

第三，是方法体系。任何

理论批评，都有自己的分析方

法。从整体上看，大概是两种

走向，一种是偏人文学科的阐

释方法，通过对电影文本、作

品的细读，通过对文献的引

证，通过对文本与社会关系的

勾连，完成对电影现象的分

析、归纳、总结、阐释，而符号

学、结构主义、叙事学也构成

了其方法论基础，历史、美学、

艺术学以及相关的哲学和人

文学科理论构成了其方法论

的理论背景。另外一种是偏

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无论

是质化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

需要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来完成，例如内容分析法、访

谈法、调查法、观察法、计量法

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文献分

析、田野考察、量化统计，构成

相对实证的研究基础。这两

种方法，都有自己的科学规

律，不是随便用概念就能替

代的。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多一

些脚踏实地的真问题的研究，

少一些叠床架屋的概念堆砌；

多一些小而专的知识建构，少

一些杂而泛的泛泛之论；多一

点“专家”，少一点“杂家”；多

一点不可替代性的研究，少一

点人云亦云的跟风……虽然

电影理论批评没有什么一定

之规，但是电影理论批评的真

正生命力，一定在于问题要

真、知识要专、认识要深。钻

研钻研，钻得进去才能研究出

来。保持中国电影理论批评

与中国电影相向而行的优良

传统，是我们和更年轻一代学

者、评论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中

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根据在北

京国际电影节主题论坛上的发

言整理，编者有删节）

由国家电影局制定的《“十四

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提出了

2035 年建成电影强国的发展目

标，旨在推动中国电影在世界电

影的大格局当中拥有更多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面对打造电影强

国、影视强国的远景目标，新时

代的中国影视评论应当着力于提

升以下三种品格，这就是人民性

品格、实践性品格、开放性品格。

第一种是人民性品格，这是

从影视评论与社会百姓的关系来

看的。人民性品格从内涵上，体

现为以下三种“情”：

一是“情怀”，影视评论在目

的上要以人民情怀更好地为人民

服务。广大影视评论作者要发自

内心地把人民装在心中，以人民

作为服务的对象、讴歌的对象、

表达倾诉的对象。影视评论是写

给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的，要让他

们感受到影视评论作品是表达老

百姓心声的，影视评论作者的心

中有没有装着人民，有没有这样

的人民情怀，是衡量影视评论人

民性品格的关键。二是“情感”，

影视评论在渠道上要找到与人民

共情的情感表达。影视评论中表

达出来的情感，不应该仅仅局限

在一己之私情，而是应当努力地

去寻找人民的共情。一己之情我

们每个人都有，但是影视评论是

一种公共行为，它应当努力地去

找寻和表达人民群众的共同情

感，找到与人民群众相通的情感

共鸣。三是“情态”，影视评论在

方式上要努力寻找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表达，要用质朴的语言来

进行深入浅出的表达，用老百姓

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书写新时代影

视评论。

与影视评论的人民性品格相

对的，是我们应当警惕的贵族化

倾向。所谓贵族化倾向，指的是

评论者更多地考虑个人化的表

达，无论是目的、渠道还是方式，

专注于自我表达，陶醉于自我欣

赏。当然，影视评论应当是多样

化的，我们也允许那些非常个性

化、个人化的内容，允许那些按

照个人兴趣去创作和表达的影视

评论。但是优秀的影视评论不应

该是高高在上的，也不应当在面

对作品或读者时是一种冷漠孤傲

的状态，同时在表达上不应当是

晦涩难懂的，不能只是按照自己

的兴趣去表达。人民性品格的总

体特点体现为有高度、有温度，

这就是站在时代与历史发展的高

度，和为人民而书写的温度。从

中国优秀影视评论支撑电影强国

目标来看，未来更应该努力提升

影视评论的人民性品格。

第二种是实践性品格，这是

从影视评论与行业实践的关系上

来看的。具体说来，影视评论的

实践性品格在内涵上体现为以下

三个“有”：

一是“有理”，就是要让行业

的从业者认为影视评论的内容是

言之有理的，将深刻的道理深入

浅出地讲明白，真正地以理服

人，说出能够让从事影视行业的

人服气的道理，评论的内容是科

学的、合理的，并且指出那些可

能大多数人感受到了却没说出来

的深刻内容。二是“有用”，好的

影视评论应当让读者，包括影视

行业从业者能够从中得到启发，

感到有用，影视评论表达的内容

和给出的结论，应当对影视行业

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也就是

说，影视评论应当言之有物，而

不是泛泛而谈。三是“有度”，影

视评论要有独立性，不去简单地

捧杀或是骂杀，不能只是情绪化

的评论，对那些熟悉的、喜欢的

就叫好，对那些陌生的、不符合

个人品味的就冷嘲热讽。影视评

论一定要跟行业保持比较客观的

距离，其内容应当实事求是，是

真实的、中肯的，这样客观理性

的 影 视 评 论 内 容 才 能 让 行 业

服气。

与影视评论实践性品格相对

的，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影视评论

的悬空化倾向。很多影视评论自

觉或不自觉地为了所谓的“创

新”，可能有时候忽略了行业自

身的客观存在，从而表现出了脱

离实际的虚浮的、浮夸的风气，

甚至生造一些词汇和概念，令人

捉摸不透、不知所云，这样的悬

空化倾向会使影视行业得不到有

效的启发、指导和引领，让影视

评论与影视实践渐行渐远。影视

评论的实践性品格的特点是有力

度、有锐度，影视评论要让行业

服气，一针见血地说到行业从业

者的心坎里。

第三种是开放性品格，这是

从影视评论与相关行业和领域的

关系上来看的。影视评论的开放

性 品 格 至 少 体 现 为 以 下 三 个

关系：

一是与国际的关系，中国影

视评论是世界影视评论中用中文

书写的影视评论，那么在规律和

特点上应当与世界影视评论具有

共性，都是对影视现象、景观的

分析、解读和思考。国际影视评

论应当成为中国影视评论借鉴的

参照对象，中国影视评论应当打

开世界格局与全球视野，从广泛

的优秀国际影视评论当中获得滋

养，要打开国门多学、多看、多借

鉴，从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各

种各样的影视评论的理念方法当

中去找寻借鉴与启发。二是与其

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影视评论不

能局限在影视本身，而是要打开

学科视野，向文学、史学、哲学、

法学、教育学等等各种各样的学

科去学习，甚至自然科学当中的

很多方法也值得学习。影视评论

打开大门，开放性地向其他学科

学习，这将会给影视评论带来很

宝贵且厚实的他山之石的启示。

三是与业界的关系，影视评论作

者要同从事一线影视行业的人多

接触、多沟通，他们在实践经验

中的深刻体验和切身体会，虽然

不见得会形成具有科学性、理论

性的文字和表达，但是对于研究

者和评论者而言，这些都是最鲜

活的素材和最宝贵的资源。

与影视评论开放性品格相对

的，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影视评论

的封闭化倾向。所谓封闭，意味

着影视评论唯我独尊、自以为

是。我们尊重每一个评论家的直

觉，也相信每个评论者的能力和

才华，但是影视评论不能是简单

化、封闭化的自我感受的表达，

还是应当要以开放性的姿态向国

际学习、向其他学科学习、向业

界学习。影视评论的开放性品格

的特点是有广度、有深度，就是

在广阔的视野与深入的交流当中

不断提升中国影视评论的能力和

水平。

面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影视

评论肩负着支撑起中国从电影大

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宏伟目标，因

此，新时代中国影视评论要努力

提升人民性品格、实践性品格、

开放性品格这三种品格，同时也

要警惕贵族化倾向、悬空化倾

向、封闭化倾向，努力打造有高

度、有温度、有力度、有锐度、有

广度、有深度的优秀的中国影视

评论，不断为中国电影贡献中国

影 视 评 论 应 有 的 重 要 智 慧 与

力量。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

书记、副院长，根据在北京国际电影

节主题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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