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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

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

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

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

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

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

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

文章。”如何通过创作出好影片去

确证电影强国目标和地位呢？不

妨首先回望中国电影近年来刚刚

走过的路，仔细辨识自身留下的

足迹，看看其中哪些足迹有可能

成为继续推进电影强国建设目标

的主要路径或路径的基础。

为此，这里想看看近年来国产

片影像美学范式的构型状况。这

里的影像美学范式，是指电影所

据以建构人物、景物、场景、背景

等影像系统及其表意方式的基本

价值理念构架，正是这些基本价

值理念构架成为影像系统所据以

构型的意义来源。一般说来，从

近年来的国产片可以见到以下六

种影像美学范式（它们相互交融

而难以分开）。

第一种为国族美学范式。这

是基于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

意识而建构起来的确证和宣示中

国国家主权的正义性和认同感的

影像模型，它通过观众的观看而

起到强化国家主权和确认民族独

立的美学作用。《红海行动》叙述

我海军蛟龙突击队登陆中东某战

区护送华侨撤离的过程，杨锐等

八名蛟龙队员的故事惊险激烈、

可歌可泣，他们用信念和鲜血共

同铸成中国军人顽强不屈的丰

碑。《我和我的祖国》以《前夜》、

《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

好》、《白昼流星》、《护航》等七个

小故事，串联起新中国建国 70 周

年历程中的七大时间节点，分别

突出普通个人对统一的新中国的

无边忠诚和深厚大爱。《中国机

长》以川航航班备降成都的真实

事件为原型，传达了当代中国社

会生命至上、一心为民、全国一盘

棋等主流价值观。《流浪地球》通

过未来世界地球遭遇毁灭危险之

时中国航天员带着地球流浪太空

而另觅生机的故事，彰显中国在

未来世界的国际责任和大国担

当。《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

通过第七穿插连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的英雄故事，有力地起到宣示

中国国家主权的正义性和展现人

民 的 国 家 认 同 力 量 的 作 用 。

《1921》在现代世界格局中重新讲

述党的一大召开的感人过程，特

别是通过对毛泽东等创建者的群

像塑造，重构建党运动的深远的

现代性价值及其人民性意义。《悬

崖之上》通过悬疑类型的故事，刻

画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作出的独特贡

献。最近上映的《独行月球》也通

过一则想象的未来故事，体现出

中国公民在未来全球公共事务中

勇敢无畏的个体担当。这些影片

在全球化格局中建构和确证中华

民族共同体主权的正义性，体现

家国同构关系及其与观众的共鸣

效果。

第二种为家庭美学范式。这

是以现代家庭和家族关系为中心

而建构的个体据以认同的影像模

型。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

胞，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石，而中

国古往今来都是特别注重家庭关

系的国度，有着丰厚的家庭文化

传统。《你好，李焕英》叙述大学生

贾晓玲在偶然情绪失控下穿越回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与未婚时的母

亲李焕英神奇地相遇，得以重温

母女纯真亲情，体现了家庭关系

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

值。《守岛人》叙述王继才和王仕

花夫妻克服诸多困难、舍小家而

顾大家、坚守小岛三十余年的平

凡而不凡的事迹，刻画出由一个

平凡家庭的平凡行为的长期持守

而叠加成的不平凡的家庭形象，

属于一种平凡叠加式不凡家庭形

象。《我的父亲焦裕禄》凸显出中

国古代家族传统在当代基层干部

中传承和光大的力量，展现共产

主义道德与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代

生活中交融共生的力量。这些影

片围绕家庭和家族等基本社会关

系，展现出当代中国社会在分散、

零乱、失范等境遇中向着家庭和

家族关系同一性回归的大趋势。

第三种为地缘美学范式。这

是体现中国当代城市和乡镇的地

缘内生力和地缘美学密码的影像

模型，其中可以细分为都市地缘

美学范式和乡村民间地缘美学范

式两种。都市地缘美学范式展示

当代都市的地缘生活景观。《我不

是药神》和《奇迹·笨小孩》分别把

镜头对准长三角和深圳这样的发

达地区，叙述南方小老板程勇和

深圳的大学生景浩的传奇性故

事，揭示当代市民所经历的理想

性与现实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普

遍性与特殊性等激烈的矛盾缠

绕。《路边野餐》、《塔洛》、《长江

图》、《冈仁波齐》等分别展示当代

中国乡村民间社会的奇异而坚韧

的力量。它们共同展现出蕴藏于

中国社会城乡间的地缘内生力和

地缘美学密码的魅力。

第 四 种 为 深 层 心 理 美 学 范

式。这是探索当代特殊个体或群

体的深层心理现实的影像模型。

《亲爱的》、《少年的你》、《送你一

朵小红花》、《我的姐姐》等分别以

失独者田文军和鲁晓娟、孤独的

中学生陈念和底层小混混小北、

抗癌男孩韦一航和女孩马小远、

失去父母的安然和安子恒姐弟为

中心，叙述他们各自的人生困窘

体验和寻求人生转机的强烈愿

望，披露出当代社会的特殊个体

或群体的特定生存境遇状况及其

旺盛的人生价值诉求。

第五种为传统美学范式。这

是基于中国艺术传统的当代传承

意向而创造的影像模型。《大圣归

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呈现出中

国 风 格 动 画 片 新 作 的 感 染 力 。

《影》以中国式水墨风格讲述三国

时代替身境州在权谋游戏的夹缝

中痛苦生存的故事，突出了中国

传统的现代影响力。它们以各自

不同方式向人们展现中国艺术传

统中蕴藏的丰厚生命力及其多种

可能性。

第六种为公共法理情理美学

范式。这是指较为显著地表达公

共法律和公共情理、呈现其人类

共同价值的影像模型。《滚蛋吧！

肿瘤君》叙述癌症患者熊顿以漫

画方式化解内心恐惧、笑对人生

的故事，体现了生命的脆弱与坚

韧。《唐人街探案》系列、《误杀》系

列分别通过推理意味浓厚的剧情

设计，将观众导入一种理智与情

感交织的虚构世界。《人生大事》

以落魄殡葬师莫三妹与孤女小文

的奇遇为中心，一击多鸣般地揭

示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真与

假、忠诚与背叛等多种人类共同

价值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也揭示

了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市井小人物

之积极向好的可能性。这是一条

更容易在当代多元化世界激发各

国观众共鸣的影像范式。

上述六种范式只是一种大体

的列举，而它们之间也还存在相

互交叉和渗透的关系，但就目前

所提及的六种影像美学范式来

说，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有成功的

代表作，从而都可以成为通向未

来电影强国的路径。但相比而

言，第一种范式所显示的路径较

为成功、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已经形成迄今为止最为成熟的民

族美学范式及路径；其他五种范

式影响力稍弱，而第六种更为势

单力薄。中国电影要想如期建成

电影强国，需要在所有六种影像

美学范式或六条影像美学路径上

继续发力和增值，争取取得更丰

硕的和高质量的成果。

有鉴于此，着眼于如期实现建

成电影强国的令人激动的宏大目

标，特提出以下几点初步建议。

一是更深地扎根中国大地，从十

四亿多人民奔向美好生活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活巨流中吸

取养料，特别是下沉到城乡民众

生活激流的底层去悉心体验，大

力发掘中国城乡蕴藏的地缘内生

力和地缘美学密码的表现力，调

动非凡的想象力去加工和改造，

讲述昂扬奋进、动人心魄的中国

故事。二是应当坚定世界视域中

的中国国族主体意识构型。一定

要坚持世界视域，不能只有中国

自己而没有世界各国的整体视

角，既不能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和

自我陶醉，也不能盲目崇拜他人

而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应当努力

在世界视域中建构和强化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民族国家主体意识和

人民当家作主人的主权意识。三

是力求在世界视域中强化人类共

同价值理念的中国式表达。中国

要成为世界电影强国，就不能仅

仅局限于满足国内观众的鉴赏需

求，更需要致力于人类共同价值

的中国式表达，在外国观众和居

民中找到更多的知音。而在外国

观众中寻找知音的最恰当方式，

正是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中国式

表达。四是坚持化理为情、情理

交融、小中见大和平中见奇等电

影美学手法和创作策略的运用。

越是重大主题影片，越是需要舍

弃大话、空话和套话，转而寻求情

中见理、化大为小、变崇高为平

凡，从而贴近观众，增强中国电影

的艺术公赏力。五是自觉传承中

国式兴味蕴藉传统。按照中国艺

术传统，好作品总是具有“言外之

意”、“余意”、“余兴”、“余味”、“余

音”或“余香”等，可以让观众投入

其中去品评和回味。如此来看，

中式好影片就应当不能一下子把

话说满、说圆和说绝了，而是要尽

力在影像系统中预留出观众可以

在其中纵情地贴心共情的开阔天

地和长久回味的悠长余兴。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

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根据在北京

国际电影节主题论坛上的发言修改

和增补而成，编者有删节）

电影工业美学是在一系列电影

观念的变革和观念决定下，在观念

理念的层面、生产制作层面、作品本

题风格形态的层面、受众和传播的

主体层面等的体系性思考，与系列

电影关系最密切，或者说发生了某

种“遇合”。像是电影工业美学关于

生产制作层面上的重要观念和原

则，如生产制作的有序规范，不要天

才式的随性创作、运作，尊重工业规

律市场规律和要求，认同电影的集

体协作性，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之

间形成互相制约的张力关系，电影

生产的长链运作要有规划性科学

性，进行规范的工业化运行。生产

制作层面的这些重要观念和原则暗

合或必然指向系列电影，也就是“特

许权电影”的生产。

电影工业美学追求双重实践品

格，一方面与电影实践相关，另一方

面能够把理论转化为批评，实施一

种“理论批评化”。从电影生产的角

度而言，电影工业美学是对新力量

导演，网生代、游生代导演的总结，

是对他们创作美学追求的提升和引

领。“理论批评化”尤其需要学院派

理论批评工作者思考。只有贯彻

“理论批评化”，才能够使理论接地

气，面对问题、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

问题。另外“理论批评化”也能使批

评有理论的依据，不是印象式、感官

化、“口水化”的批评，而是有自己立

场、标准、浓度和厚度的批评。

近年来中国系列电影蓬勃向上，

《我和我的祖国》系列三部票房近 75
亿、《唐人街探案》系列票房超 87 亿

元，这也使得电影产业中的“可持续

发展”问题成为关注焦点，成为中国

由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重要台

阶。在此对系列电影做几点阐释。

首先，系列电影是一种“特许权电

影”，就是说，有了一个 IP 之后，拥有

者“特许”其他人经营开发。系列电

影从属于类型生产，是类型电影的内

涵扩充和外延拓展，也可以说是类型

电影采用系列化手段进行生产，是类

型电影中限定规范更为严格的一种

“亚类型”，是电影工业化机制和商品

化市场化的产物，具有可复制性、连

续性、批量化生产的电影产品。第

二，系列电影在文化上的定位，可以

归纳为商业文化性，受众上的青少年

主体性，美学上的偏虚拟性、超现实

想象力消费性等。第三，系列电影生

产有强大产业优势，有 IP 品牌可以

利用，有跨媒介之后原来媒介的粉丝

受众忠诚度的强大保障，大众文化心

理共鸣度的保障，风险可控，可以产

业集群，可以风险分担，可以形成跨

时空、跨媒介的品牌。

电影工业美学与系列电影在品

牌战略观念上有“遇合”。电影工业

美学主张工业化类型化生产，追求

品牌效应最大化，可持续再生产。

系列电影制作流程和营销理念上追

求品牌最大化，与电影工业美学类

型化、规范化、高效性、可持续发展

等核心理念、美学原则完全一致，这

是电影产业化运行当中的品牌化战

略的问题。实际上，今天我们的电

影工作者对品牌化运作重要性是心

知肚明的，也有一些成功案例，但整

体而言系列电影如何可持续发展已

经成为瓶颈问题。

我们把国外一些较成功的系列

电影运作来做一参照参照，1977 年

《星球大战》出品，获 7.7 亿美元票

房，赢得 7 项奥斯卡奖。母片的成功

赋予《星球大战》极高的品牌价值，该

系列八部累计票房收益达到 73 亿美

元。另外还有《007》、《指环王》等，特

别是“漫威宇宙”，已经有了 23 部电

影，更有不计其数的衍生品，是一个

非常大的产业集群。中国目前做得

相对成功得还不多，对国产系列电影

生产，我有四个反思和建言：

一是以系列形成文化产业品牌，

以系列的效力延续到各行各业，甚至

延续到日常生活，从电影走向大文化

产业。要做好第一部电影，品牌性要

奠定好，有了品牌才能继续开发。很

多想做系列电影的人对第一部电影

没有信心，就不敢整体性布局，不敢

打造续集型、混合型系列电影。系列

电影运作必然是互联网化生存、全媒

介化生存、大电影产业生存，不能仅

仅是银幕电影、网络电影系列。

二是要拓展想象力消费型的电

影。我认为系列电影的总体定位是

大众文化和青年文化。虽然好莱坞

的一些系列电影被称为“爆米花电

影”，情节简单、人物简单、性格扁

平，视觉奇观消费，更多的是青少年

的“菜”，但今天青少年是电影受众

的主力军，我们要尊重网络时代青

少年主体受众，尊重他们的想象力

消费需求。另外，玄幻、魔幻、影游

融合类的电影是最适合于做系列电

影的，更容易打造“电影宇宙”，包括

玄幻、魔幻、科幻的混杂，比如《复仇

者联盟》、《哈利·波特》、《指环王》、

《星球大战》、“木乃伊”、“侏罗纪”

等，我们在提倡现实主义创作外，也

应该拓展想象力消费类的电影。

三是要视野开放，要“拿来主

义”，为国内电影打造系列电影服

务。但要讲中国故事，营造中国想

象，多多开掘中国文化原型。我最

近进行系列电影的研究文献检索，

发现此类电影的研究论文就很少。

看来“学院派”瞧不上，有点蔑视。

我认为系列电影实际上是有文化

的，也许不是成人文化、老年文化、

精英问题，但它是通俗文化、大众文

化、青年文化。著名心理学家荣格

说，大众文化使我们最不受阻挡地

看到神话和原型，而精英文化则把

原型一层一层隐藏在细节里。美国

电影理论家奥尔森用“透明叙事理

论”来解释好莱坞大片为什么畅销

全球，他说“透明叙事”就是将神话

原型用于影视文本的叙事，满足人

类普遍具有的心理需求。

电影，尤其是系列电影，就是这

样的典型的大众文化。我们要大力

开掘和拓展中国文化原型，像孙悟

空、哪吒、女娲、伏羲、神农、大禹、共

工、夸父等等这些英雄远远没有开

掘，虽然我们有一部分关于妖、仙、

蛇、神等非主流的文化，但是科幻、

玄幻类电影对这些亚文化的开掘远

远不够。我们对自身传统文化原

型、精神、英雄的开掘远远不够，有

很多潜力可以无限挖掘。

从产业角度，又该如何做呢？

有两个原则我觉得很重要。一是制

片人中心制。做系列电影，制片人

比导演、编剧重要，体制上“制片人

中心制”就更重要了。制片人不是

只管一部电影，而是要管一系列的

电影。这不是一个导演、一个编剧

可以完成的。《复仇者联盟》编剧是

大团队，导演也不断更换，品牌稳定

之后演员也不断更换。系列电影有

不同的聚焦点，品牌有时候是形象

符号，如“007”、“雷神”、美国队长、

蜘蛛侠、钢铁侠等等，有时是明星，

如“阿汤哥”、马特·达蒙，但几乎不

是某个导演。二是导演要做“体制

内作者”。中国电影界很长时间观

念上是“导演中心制”，代际导演划

分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我觉得做

艺术电影是可以的，因为要保持导

演的作者风格，但是做商业化电影、

类型电影、系列电影，导演应该自觉

服从于制片人，甘心于做好“体制内

作者”。这是电影工业美学特别提

倡、特别呼吁的。

在电影强国的路程上，“系列电

影”称得上是众望所归。系列电影能

否成功运作事关中国电影能否真正

跨入强国行列，也关系到文化建设问

题，关系到培育青少年的文化素养、

想象力、道德价值观念。我们要转换

观念，不要以学院派的清高姿态鄙视

这类电影，要有更多的研究。我们还

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品牌性的系列

电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

制片人、导演、编剧，大量员工、工种

的长时间协同配合，需要大批具有工

匠精神、工作伦理精神的人。

对于品牌，我们一定要珍惜，绝

不能饮鸩止渴、杀鸡取卵、过度消

费。品牌是电影人与受众之间长期

的严肃的约定，一定要信守尊重观众

和投资人的原则，要对得起观众的期

待。只有这样，中国系列电影的生产

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才能“双赢”，“通

吃”、“合家欢”、皆大欢喜，电影工业

才能不断实现“可持续发展”。归根

到底，是否有品牌性的系列电影大产

业是电影强国的重要标准之一。

（作者为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

中心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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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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