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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苏联电影的美学标准，有欧洲艺

术电影的美学标准，那么中国有没

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电影美学标准，

这些也是必须用作品来说话的。

未来，我觉得中国电影如果能

够临近这个目标，那就太幸福了。

张英：要达到你说的状态，中

国电影创作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戴锦华：电影是一种集体制作

的工业产品，投资、导演、编剧、演员，

后期制作，它每一个环节，都要求

高质量的合作。今天影响到中国电

影质量的因素，不是某一个部门，

不是某一个行当，不是某一种角色，

恰恰是我们整体的工业水准还不够，

这是一个影响中国电影的重要因素。

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我们想

象的天空不够辽阔。我不喜欢参与

讨论一部新片的创作会，大家老是

不断在使用一个词叫“对标”，这

个电影是对标哪部好莱坞大片，或

者这个电影对标哪一部印度电影。

我们为什么要对标一个既有的作

品？

如果我们的电影，现在先去复

制，那你大概只能复制出等而下之

的作品。

电影人在创作上
应有足够的真诚

张英：怎么看这几年主旋律电

影的变化？质量在上升吗？

戴锦华：主旋律的概念，其实

是一个挺宽泛的概念，至少有三种

理解。一种理解是主旋律是带有价

值导向和思想导向，带有实现官方

意图的这样一种电影；另一种指向

就是它是大制作的电影，携带着真

善美正能量大制作的电影；第三种

就是只突出价值宣传，所谓正能量、

制作规模不在它的考量范围之内。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电影不

是那些另类、试验性、先锋性的电影，

整体的中国电影，都应该是中国的

主旋律的电影。这个主旋律不是一

个对既定价值的传达，而是对一个

价值系统建构的参与，它同时必须

有一个前提：就是和我们现实生活

非常自然地水乳交融。

现在，我们对主旋律有一个误

解：主旋律电影的成功，它一定和

大制作联系在一起。我就不点名了。

甚至我觉得有些影片，因为资本总

量及其大制作，其实是损害了电影

的艺术表达，而不是成就了艺术表

达。对于大制作主旋律影片，操作

路径和想象也不必单一，电影不一

定是以大规模取景和造型取胜的，

它也不一定是靠全明星阵容来取胜

的。我们谈主旋律电影，不是在讨

论一个特殊的片种，而是在讨论要

制作什么电影，和怎样与观众联系。

它只是一种电影的路径，一种电影

的风格。

张英：换言之，除了工业化，

中国电影人还要更关注和社会之间

的关系，而非停留在娱乐层面？

戴锦华：这也是工业化的一个

组成部分，电影工业是文化工业。

而文化产品需要与人对话并深入人

心。过去 100 年，我们都在救亡图存，

紧追赶超，可能从来没像现在这样，

有了一点心理空间，能够从容地来

看自己。伴随中国崛起，产生认同

和自信，是必然的。

我觉得，不需要刻意，过去我

们必须召唤主旋律，现在则可以让

它在我们的文化中自然生长，我们

需要一种亲和与对话，即在中国电

影和中国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

系。这种对话关系会成为一个让社

会成长的力量，我更关注这样的东

西。

我总说，逆定理不成真，不是

高票房电影就一定意味着价值传输、

与社会对话等是成功的，太多的偶

然因素会影响到票房。相反，一种

水乳交融的对话状态，到今天为止，

是我们与好莱坞的真正差距。

我昨天上制作课，学生下课后

围住我，说我比较肯定的电影，如

果用它当剧情梗概，马上会被毙掉，

因为大家要求有戏剧性和事件。讲

故事，作为编剧技巧训练无可厚非，

但不言自明，故事是有前提的，在

于你是不是真实地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因为你也是普通人，那你要自

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是否有足够的

体认、真诚度，然后我们再谈艺术

创作。有足够真诚度和体认的东西，

至少能唤起同代人的共鸣。

要有真诚度，这也包含了对整

个产业的定位。中国的人口基数足

够大，即使电影萎缩为一种相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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