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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艺术，已足够支撑一个巨无霸

的电影业了。我们有 14 亿人口，争

取到某一类观众，也有几千万人，

就可以创造几十亿的票房，这还不

够吗？当然资本觉得不够，但对我

来说足够了，足以让这个产业运行

下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应该观念清醒，应该真正认识

电影是什么，而不是娱乐至死，不

是你给观众看一个苦情戏，哭成狗，

他被娱乐到了，却不是真正地爽，

毕竟电影不是提供快感的最佳介质

和艺术种类。

张英：现在，比较流行一部电

影里放几个主题相同的故事。比如

说《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

家乡》这类电影，很多个导演、很

多演员，群体联合去拍摄一部电影。

也有人说，这种小视频式的组合电

影尝试，是在适应互联网和碎片化

时代。

戴锦华：这种电影形式一直存

在的，通常都是用作一种庆典性、

纪念性的表达，它想让这样一种拼

盘，一种风格的组合体，来形成一

种观众不同的观影体验。但是它就

只是用于特定的时刻、特定场合的

一种电影，不可能成为一种主流的

制作方式。

小视频和电影，还不是一回事。

像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可能放映

电影片段，那是一种形态，服务于

教育的一种需求，但总体说来那不

是电影。现在的短视频，10 秒钟，

15 秒钟，或者 3 分钟，不说它是否

能够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电影

必须是有别于短视频的，才能作为

电影的存在。

我为什么不看短视频要去看电

影？是因为电影是另外一种体验，

是另外一种文本，是另外一种获取

的路径，那才是电影。我觉得电影

要生存下去，在今天，它要重新认

识自己和重新定位自己，而不是盲

目追随，更不是模仿。

电影史上每一次电影人想去取

悦观众的时候，都是他们遭到惨败

的时候。因为当单纯地想去追随、

讨好观众迷恋的样态的时候，就会

迷失，我觉得这是电影需要回避的

地方。

张英：中国电影“走出去”，

中国的文化输出，障碍在哪里？

戴锦华：这个障碍，可完全不

是电影的障碍。当然，要从电影的

角度上去说呢，好莱坞的电影市场

是好莱坞百年养育出来的。在一战

期间，世界电影的重心从法国转到

了美国，当时法国正在打仗。美国

政府采取了极大的扶持力度，当时

还没有好莱坞，政府的扶持政策是：

电影公司每出品每出口一英尺胶片，

美国政府就资助一美元。美国政府

扶持的力度之大，从一开始就有意

识地养育美国电影的全球市场。

电影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好

莱坞的全球霸权是和美国的全球霸

权紧密连接的。那么我们中国电影，

一个是我们是太新的一种电影，太

年轻的一种电影，而另外一边就是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也想建立

我们的世界霸权吗？如果我们不建

立我们的世界霸权的话，那么我们

的电影是经由什么路径被他人获知，

被他人了解？

我们在认知自己的文化主体的

时候，我们怎么去思考和创造，中

国曾经独有的价值观念，或者是如

何可能为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人

们所分享，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大

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复杂，不是一

个简单的中国电影对外输出，就能

解决和回答的，这不是我们的主观

意愿就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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