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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的国产电影一如往年

一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品力

作，也有质量低劣的残次品。各

大电影院的出口处，男男女女们

七 嘴 八 舌 地 讨 论 着 刚 看 完 的 影

片，是好是坏自有评说。然而，如

果你登陆一些网站，或许会看到

国产电影的另外一副光景：满篇

的溢美之词，层出不穷的吹捧文

章，其中不少还出自一些知名影评

人之手。这一反差总让人有种错

觉——难道我的审美有问题？

在 国 产 电 影 品 类 繁 多 的 当

下，一些观众习惯于先在网络或

报刊上浏览影评再决定是否购票

观看，电影上映前的口碑似乎与

影片的票房有着某种联系，这自

然引起了影片宣传方的注意。据

许多报道和网帖揭露，电影宣传

方往往在影片上映之前会组织特

别放映会，邀请一些知名影评人

来看片做枪手，以便吸引更多的

网民。甚至有文章称，影评人“开

口费”和“封口费”都是明码标价

的。影评人，这一在许多电影发

达国家有极高地位的称呼，为何

在中国背上了恶名？中国有没有

真正的独立影评人？

有偿影评
是在透支影评人的公信力

实际上，所谓的内部看片会

早已不是奇闻，而且已经成为一

部影片宣传链条上的一环。北京

师范大学电影学教授周星对记者

表示：“也许是教师身份，片方不

好意思让我们直接干这种事，但

知道这类事情已经不是罕见而是

常态。电影宣传方利用影评人进

行宣传推广，也许已经是市场化

背景中日渐明显的约定俗成的营

销手段了。”记者走访了一些电影

宣 传 人 员，也 证 实 了 这 种 说 法。

一位宣传人员告诉记者，在看片

会上，片方的宣传总监会主动向

影评人提宣传要求，比如这部影

片主要是为了推哪个演员，或这

部影片的主要宣传点在哪里，引

导影评人去写评论文章。对于一

些可能会带来争议的影片，还会

引导影评人有意从反方面撰文，

在网上能形成辩论话题的影片往

往比评论一边倒的影片更能吸引

观众去看，也显得更加真实。

影评人张小北认为，影评和

宣传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现在国

内很多电影发行方恰恰混淆了这

两个不同的概念。影评一定是基

于影评人立场或媒体立场对影片

做出的独立判断，而宣传则是要

服从影片整体营销方向和利益。

影片公映前找影评人看片是一种

行业惯例，即使北美地区也是这

样的。但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影评

人 能 够 独 立 于 电 影 宣 传 体 系 之

外，依 托 媒 体 平 台 而 进 行 评 论。

他们所代表的是媒体立场而非片

方立场。张小北认为，电影宣传

方通过组织看片活动以及正常的

推广活动来影响影评人，是一种

合理的现象，但如果这种活动涉

及现金酬劳或重大利益回报，就

明显属于需要回避的举动。“这是

在透支影评人的公信力，透支中

国电影的公信力，是一种急功近

利的行为。”

《看电影》专栏作家、广州社

科院副研究员周黎明指出，这样

的问题不在于宣传方，做宣传行

销总是要找各种途径，问题出在

影评人。“影评人必须弄清楚，自

己究竟是片商的宣传人员，还是

独立影评人。他们可以选择拿了

钱为影片说好话，但不能佯装是

独立影评，长此以往，影评就跌价

了。如果片商及其宣传团队意识

到这一点，并且充分尊重影评人

的独立人格和观点，最终他们也

会是受益者。独立的影评有利于

电影业整体的健康发展。”

电影票房
并非与影评紧密相连

影评人的评论是否与影片质

量落差过大 ？ 纵 观 2010 年 上 映

的几部较为瞩目的影片，尽管在

之 前 或 多 或 少 都 有 明 显 夸 耀 的

舆论，但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广

泛 参 与 性，在 影 片 上 映 之 后，影

片 的 评 价 大 多 趋 于 客 观 。 在 国

内几个主要的影评网站上，普通

网友的评论和参与得到了更多的

重视，知名影评人的影响力变得

相 对 有 限 ，影 片 宣 传 部 门 雇 用

的“ 网 络 水 军”撰 写 的 软 文 更 是

很 容 易 就 被 网 友 识 别 并 斥 责 。

而 在 2010 年 新 崛 起 的 网 络 传 播

平台——微博中，一些带有实名

认证的影评人和知名博主，由于

拥 有 数 量 可 观 的“ 粉 丝”和 微 博

被转发数量，成为电影宣传方新

的争取对象。

谈到影片评论与影片票房的

关系，周黎明打趣地说：“据说有

一个中国影评人名叫‘交口’，因

为影片上映前总能听到‘交口称

赞’。有些影片本身还不错，但似

乎没到‘交口’那一步。再好的影

片也不可能人人喜欢。其实，片

商无需担心负面影评影响电影票

房，据我所知，影评对票房的影响

并不大，只是制造口碑而已。”

张小北也持同样看法，他认

为，影评对某部电影的评价好坏

和票房之间其实并无直接关系。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电影票房

更多取决于电影发行方的资源掌

控能力，如硬广告投放、影院排片

量等。特别是对于大片来说，口

碑所能带动的票房数字其实是微

乎其微的。他认为：“国内电影的

宣传和发行需要的是整体的营销

概念，而不是像卖白菜那样比赛

吆喝。”

没有形成独立影评人群体

因为缺少准入制度、门槛低，

国 内 的 影 评 人 群 体 水 平 良 莠 不

齐。在愈演愈烈的影片宣传争夺

战中，影评人独立性也受到了质

疑。相比较而言，美国有着相对

成熟的影评人群体，他们在报纸

和杂志上撰写的评论与美国电影

的发展同行，对电影业有重要贡

献。目前，纽约影评人协会和全

国影评人协会是影响力最大的两

个影评人团体，由知名影评人参

与评选的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

则被誉为奥斯卡奖的风向标。

周黎明认为，中国缺乏独立

影 评 人 ，至 少 没 有 形 成 一 个 群

体。“独立影评人是需要靠媒体等

独 立 于 电 影 业 之 外 的 单 位 来 养

的，而中国媒体只培养编辑记者，

不培养专业影评人。独立影评人

并不表示只会骂人不唱赞歌，关

键是，说好说坏都必须出于自己

的真心。”

针对网络时代的电影评论，

周星认为，“无主”和“去魅”日渐

明显，过去意义上的评论大大改

观，参与就是评论的“泛评论”无

可避免。对于国产电影来说，影

评人成分复杂，没有权威，引导减

弱，从而造成众语喧哗、莫衷一是

的情形。

张小北则认为：“中国没有职

业影评人，这和中国电影的产业

现状倒是符合的，虽然看着数字

挺热闹，但实际上全是虚的。”但

他也同时表示，在几家影评网站

上也存在许多既独立客观又有较

高水平的影评人，网友心中都有

数。对于普通观众，张小北的建

议是，不要通过影评来决定自己

的消费，看电影就是放松心态，不

过是个娱乐而已。

本报讯 （记者张婷）2010 年

12月29日，第五届腾讯网星光大典

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冯小刚、

赵雅芝、高希希、甄子丹、吴君如、黄

磊等影视界导演及演员参加典礼。

此次星光大典颁出了电影类、

电视类、音乐类共计24个奖项。《唐

山大地震》一举拿下“年度内地电

影女演员奖”“年度电影导演”两项

大奖；《让子弹飞》囊括“最佳电影剧

本”“年度电影”等 4 项大奖。韩庚

当选“年度最佳男歌手”奖。莫文

蔚的《宝贝》获封“年度最佳唱片”

奖。新版《三国》荣膺“内地年度电

视剧”奖。此外，作家余华和运动

员刘翔则分别收获“年度最具影响

力微博”“年度人气微博”大奖。

本届星光大典特邀知名导演、

剧作家、音乐人及媒体人等组成专

业评审团。作品类奖项由媒体和

专业人士组成评审团评判产生，

人物类提名则由网友线上支持、

微博加油投票的方式及其微博人

气的累加后得出。

本报讯 （记者张婷）2010 年

12 月 28 日，香 港 银 都 机 构 有 限

公 司 60 周 年 庆 典 宴 会 在 北 京

举行。

庆典上，导演王家卫携新作《一

代宗师》的主要演员梁朝伟、章子

怡、赵本山、张震、宋慧乔、小沈阳、

王庆祥等一同亮相。王家卫表示，

在银都60年庆典之际，这部戏将作

为献礼片面世。

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成立

于1950年，至今已经有 60 年的历

史，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公

司。《少林寺》、《屈原》、《画皮》、

《秋菊打官司》等多部影片都是由

银都机构制作或发行。

电影《一代宗师》献礼银都60周年

本报讯（记者成长）2010年12

月29日，“芬兰怪客——阿基·考里

斯马基电影展”在北京尤伦斯当代

艺术中心艺术影院开幕，芬兰驻华

大使岚涛出席开幕仪式并致辞。

此次影展精选了芬兰导演阿

基·考里斯马基的 8 部代表作品，

并以胶片形式放映。其中包括反

映社会底层生活的“失败者三部

曲”《浮 云 世 事》、《薄 暮 之 光》、

《没有过去的男人》，改编自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以及摇

滚 公 路 片《列 宁 格 勒 牛 仔 征 美

记》等，较为全面地回顾了这位

传奇导演的电影生涯。影展将持

续到1月6日。

阿基·考里斯马基被称为芬兰

国宝级导演。他于上世纪 80 年代

开始从事电影创作，身兼导演、编

剧、剪辑、演员等多重身份。他曾

多次获得各大国际电影奖项，其中

《没有过去的男人》曾获戛纳电影

节评审团大奖和奥斯卡金像奖最

佳外语片提名。

姜文的才气早已得到大家的

公认。《阳光灿烂的日子》显示出

导演对人物塑造与电影语言的娴

熟使用；《鬼子来了》让人看到超

真实语境下人的精神状态的捏拿

分寸；《太阳照常升起》则把人物

的极度情绪、丰富的想象与有效

的电影语言进行完美结合。可以

说，天马行空的想象、娴熟的电影

语言、夸张的表演以

及电影中表现出的强

大气场，所有这些都

被姜文表现得淋漓尽

致 。 电 影《让 子 弹

飞》，无疑把属于姜文

式的作者电影品质与

商业电影结合得非常

充分。

姜文以一种强势

力量进入了电影的叙

事，主宰着影片的发

展 ，显 得 十 分 霸 气 。

《让子弹飞》由一只鹰

入画和出画开始。一

个花钱买来的县长，

在其赴任的路上，受

到伏击，张牧之由此

进入故事，成为鹅城

斗法的主角，通过与

邪恶敌人的争斗展开

故事的一个个情节，

“鸿门宴”“堆金堆枪”

等等，不断地被逼入

困境，又不断地得以

化解，最终由英雄取

得胜利，却收获了孤

独。张牧之由姜文主

演，一个体制外的孤

独英雄，也是这只鹰

的隐喻。通过回环性

叙事，电影把张牧之

的悲哀表现得活灵活

现、意味深长。《让子

弹飞》中 6 个兄弟之

间的感觉，很像黑泽明的《七武

士》，各式各样的男性，不论是各

类事件的英雄还是卷入事件的普

通个体，他们都在各自价值链上

显示出存在的合理性。“七武士”

的失落也就是张牧之的失落，一

个不为钱只为兄弟、为穷人的英

雄的悲凉，一个骑着马看着远去

的昔日的英雄，以及他的无奈与

容忍。在故事所设定的特定语

境下，他的魅力与吸引力无法抵

挡“上海”（或“浦东”）的诱惑。这

也让姜文在商业电影的诉求下，

还保持着自己的坚守，用张牧之

的话来说，就是“站着，能不能把

钱挣了”。这是最终捕获观众的

关键所在，也是姜文心理历程的

写照。

在姜文的叙述中，除故事的

正反双方，其余的人，包括卷入观

影活动的观众都是弱势的，他们

只能被动地接受缝合在影片里的

种种现实讽喻与男权暗示。伴随

电影强大气势的是姜文个人独特

的喜剧化风格，以及对故事的掌握

能力。不断制造的叙

事窘困与叙事动因的

合理化突围，使之成

为 近 年 国 产 电 影 中

少有的佳作。其实，

强 烈 的 叙 述 最 容 易

带来叙事的空泛化，

但导演弥补的方法是

反面英雄人物的类型

化 表 演 、语 以“ 言 子

儿”为内核的对白，以

及重点场景中精彩的

电影语言。当然，这

里面还包括商业电影

中对“性、暴力、笑”的

修 辞 。 周 润 发 的 表

演、葛优的冷幽默、各

种特写镜头的交叉使

用 ，特 别 是“ 袭 击 火

车”“鸿门宴”“城楼较

量”等，在特写镜头、

交 叉 叙 事 ，音 乐 、舞

蹈、动作等多方面，充

满想象力，表现得酣

畅 淋 漓 。 这 为 他 自

己 ，也 为“ 作 者 型 导

演 ”走 入 市 场 ，提 供

了范本。

在 姜 文 充 满 才

气的表现中，并不是

毫 无 缺 点 。 即 便 可

堪 称 亮 点 的 段 落 也

能 看 到 许 多 大 师 级

影 片 的 影 子 。 如 黑

泽 明 的《七 武 士》和

《影子武士》、北野武的《座头市》

等，英雄的悲凉、歌舞中的“堆金

堆枪”等关键段落都有他们的迹

痕。与他们相比，《让子弹飞》在

细节的构筑、镜头的运用、心理的

精细刻画乃至影像想象力，还有

提高的空间。

对于中国电影的当下情形来

说，姜文与《让子弹飞》的意义与

价值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把

眼光放得更远的话，笔者更关注

的是，孤独的姜文还能走多远。

《让子弹飞》已经成为姜文自己独

特风格的新坐标，而其类型化风

格是否能得到突破，将成为今后

观众对姜文电影的一大期待。

从陈凯歌开山之作《黄土地》

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走不出自

己建造的围城的导演。高高的城

墙是他对生活的思辨。我们经常

能听见他在城内阵阵高歌，但他却

不曾探出头来对我们施舍性地看

一眼。时隔26年，《赵氏孤儿》再次

印证了这个事实。

时代的围城

“……它的诉说方式是当浩荡

的洪流行走至转弯处，落叶在身不

由己，卷入旋涡时的感受。”——《我

的青春回忆录》序

陈凯歌在自传序言中的这句

话，没想到竟然成了他电影的谶

语。《黄土地》是这样，《赵氏孤儿》

还是这样。虽然陈凯歌说过，《赵

氏孤儿》在情节上的改编主要是迎

合现代人的口味，但整部影片依旧

沉浸在陈导自己的围城里。《赵氏

孤儿》表现的是一个被时代驱赶的

小人物的遭遇。程婴带着赵氏孤

儿投奔屠岸贾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就是让屠岸贾对赵氏孤儿产生疼

爱之情，然后再让赵氏孤儿替赵家

报仇雪恨。陈凯歌把程婴由赵家

门客变成了一个被莫名其妙卷入

赵家灭门惨案的医生。程婴身份

的转变不仅能体现出一个小人物

被时代倾轧的无力感，更能消除中

国式悲剧中的非人性色彩，让观众

对程婴这个人产生同情。这种转

变明显表达出陈凯歌对大时代中

个体的人文关怀。这就是陈凯歌

导演建造的时代的围城。

情感的围城

“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

叛自己的父亲……当一个孩子当众

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

仍然是笑声。”——《少年凯歌》

从《少年凯歌》这本书里我们

就不难看出，陈凯歌对于父子关系

含有很多复杂的理解。这些理解

直接投射到他的很多作品中。《荆

轲刺秦王》里的吕不韦和嬴政是剑

拔弩张的父子，而陈凯歌则亲自饰

演了吕不韦。《和你在一起》中，养

子锦绣的前程和养父卑微的身份

形成了矛盾。当养子放弃前程，站

在北京火车站为养父拉动小提琴

的瞬间，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泪流

满面的陈凯歌。《赵氏孤儿》把陈凯

歌 对 于 父 子 情 的 钟 情 进 行 了 放

大。成年后的赵氏孤儿——程勃

面对的是一个父子情的两难抉择：

一边是抚养自己成人、牺牲亲生儿

子性命保全自己的养父，一边是对

自己疼爱有加却和自己有着不共

戴天之仇的义父。程勃最后必须

要走进这个情感的围城，并且依照

陈凯歌导演的意图加强这个围城

城墙。所以，程勃必须为了未曾谋

面的赵氏家族拿起刀，并且深深地

刺入屠岸贾的身体。

故事的围城

“人家说我的作文写得就不

成，别的科目成绩还可以，他们还

纳闷我作文不好，干吗还考中文

系。其实，当时我自认作文写得是

不错的，很有文学性，已经忘了当

时的作文题目了……”——某次采

访中陈凯歌这样描述北大落榜的

经历。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充满了隐

喻，但世俗没有耐心去体会他的良

苦用心。在世俗的眼光看来，陈凯

歌是一个高傲的贵族——他电影

的场景是大气的，他的演员阵容是

豪华的，演员的戏服是华贵的，但

他的对白、情节是晦涩难懂的。比

如，陈凯歌自己视为“陈凯歌的精

神自传”的《边走边唱》，改编自史

铁生的《命若琴弦》，剧本由陈凯歌

自己操刀。其中一段主角唱的民歌

由原作的乡间小调改成了“古时候有

英雄，叫夸父，追日头，五百年……古

时候有女子，叫女娲，炼石头，五百

年”。《赵氏孤儿》仍然带有陈凯歌式

的隐喻风格。比如，庄姬托孤的时

候，对程婴叮嘱：“将来不要告诉他

父母是谁，也不要告诉他仇人是谁，

让他过老百姓的日子。”但是，程婴

却没能按照庄姬设定的剧情走下

去。他带着赵氏孤儿投奔了屠岸

贾。这样南辕北辙的设定体现了陈

凯歌对人性的深刻把握。

陈凯歌总是以电影言志，所以

他的作品都可以看做是“陈凯歌的

围城”的投射。如果一个人的精神

世界建筑在金钱、他人的称赞的基

础上，那么这个人的精神世界是不

能坚固且长久的。尽管陈凯歌对

于自己的世界有着超乎一般程度

的执着，但值得欣慰的是，他比一

般导演更坚持地死守着一座尚未

崩坏的围城。

岁末年初，《非诚勿扰 2》的出

现超越了一部电影，更成为一个文

化事件。这源于上世纪末国内文

学界的风云人物王朔与新世纪初

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国产导演冯小

刚的再次合作。除了冯小刚的因

素，有相当一部分观众是奔着王朔

进的影院。

今日的冯导并非草根时期的

“顽主”。资本、市场、广告商和对话

题的诉求原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影

片本身的表意。面对着某保险公司

的广告植入，观众无法得知这段情

节是突出秦奋对笑笑的爱，还是要

强调这一品牌。太多时候，观众不

知道自己看的是广告还是电影。这

就给对影片的理解带来了相当大的

模糊性。导演的诉求、观众的快感

都变得不那么清晰。由此看来，讨

论《非诚勿扰2》的意义并不大。

然而，《非诚勿扰 2》却依然是

一部“冯氏作品”。抛开《夜宴》、

《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类型片

不谈，冯导的视点从未离开过“婚

姻”。《甲方乙方》中的夫妻为了他

人牺牲自己的新房；《不见不散》中

的情侣有着甜而不腻的爱情；《没

完没了》则探讨了“钱”与“爱人”孰

轻孰重的问题；《一声叹息》则第一

次直白地讲述了周旋于“外遇”与

“婚姻”的无奈；《手机》把“出轨”刻

画为男人的本性；《天下无贼》认为

“孩子”可以拯救面临危机的爱情；

《非诚勿扰》则第一次站在第三者

的立场上看待婚姻；《非诚勿扰 2》

则认为“婚姻”是对抗死亡的一种

方式。细察冯导这几部影片中的

主人公，他们从草根变成了富足的

中产阶级，从青年顽主变成了壮年

苍孙，刻薄反讽、针砭时弊变成了

抖机灵、耍贫嘴。“冯氏品牌”简单

而不简约地只剩下不疼不痒的玩

笑和空洞的“婚姻”主题。

尽管影片中大量的场景都是

为广告商而设置，但是这些场景恰

恰可能是今日的冯导生活中最熟

悉的地方。它们与冯导的生活经

验并不隔。秦奋从某种程度上可

能是冯导的代言人。今天的秦奋

已经不再需要《大腕》中的公主爱

上灰小子的情节。《非诚勿扰 2》直

接抛出了一个“真爱”与“婚姻”该

如何二选其一的陈旧命题。在单

调甚至苍白的前半段之后，李香山

（孙红雷饰）的死把影片引入了另

一个走向——死亡。尽管冯、王两

位仍在想办法挠观众笑，但孙红雷

的煽情告别会夹杂着密集的人生

哲理段子扑面砸来，让观众无所适

从。影片中“897”涉及到的大院和

伪艺术，也让观众无法分清是因为

“798”的广告植入要求还是冯、王

二人的“大院意识”的集体无意识

怀旧。观众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是

该笑这个广告植入之硬，还是该配

合地移情感伤。《非诚勿扰 2》更像

是两位老苍孙自说自话的道场，完

全不顾及观众的感受。他们自怜

自恋地唠叨着对人生的所谓感悟，

但这也让冯导陷入了一个悖论。他

忘记了自己高调宣扬的娱乐大众的

信条，把影院当成了自己的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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