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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 2035

年要建成文化强国，电影强国是文

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应该

说占最大的分量。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电影产业必须走质量型、内涵

式的发展道路，要更加注重以深化

改革来增强内生动力，推动产业链

更加完善、行业结构更加均衡、利益

分配更加公平，从而提升电影产业

的整体效益。这其中，以标准化为

抓手，推进电影工业化转型升级，是

建成电影强国的必由之路。

自产业化改革以来，我国电影产

业超高速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两位数，并从 2012 年开始，票房稳居

世界第二，被海外誉为中国奇迹。

与此同时，我国电影在国际上不断

发出声音，在主流的三大国际电影

节获奖不断，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

稳步增长。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

电影产业仍有较大差距。一是美国

电影票房不仅位居世界第一，而且

其海外票房超过本土市场票房，2017

年 美 国 电 影 海 外 票 房 占 比 达

72.66%。相较而言，2017 年我国海外

票房和销售收入仅相当于国内票房

的 9%。二是我国电影的国际艺术影

响力与世界票房第二的地位不匹

配。以奥斯卡金像奖为例，我国自

2003 年至今，每年选送电影参与角

逐，但均未有所斩获。即便是“金砖

五国”之一的南非，电影年产量只有

20 多部，人口规模与我国贵州省相

当，但南非电影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比如，《卢旺达饭店》奥斯卡奖提名 3

项；《黑帮暴徒》获第 78 届奥斯卡最

佳外语片奖；《第九区》获得第 82 届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

美国占据世界电影头把交椅，乃

至南非在世界电影占据一席之地，

关键在于其电影工业化体系完备、

工业化程度高，工业化生产方式是

其核心竞争力。而众所周知，工业

化的核心是标准化。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产品类型化。好莱坞

发展出的所谓“类型片”（Genre），其

特征是，影片符合类型的标准化规

范，且从剧本构思到发行首映，都可

像商品一样进行“流水线”式的生产

和包装，以期收获最大化的票房回

报。这些类型发生在特定场景和时

间中，有着清晰可辨的情节、惯例和

人物，充满视觉上突出、重复使用的

物品。

二是制作与放映标准。美国基

本上主导了国际电影制作标准。由

美国好莱坞主要电影制片公司成立

的数字电影倡导组织（DCI），制定了

《数字电影系统规范》，成为全球数

字电影标准体系发展的框架和引领

性技术规范。全球所有的影院放映

系统的安全加密体系，必须要经过

由美国好莱坞主导的 DCI 组织的认

证才能进入市场。

三是管理标准。美国电影工业

有成熟的“绿灯系统”，预演系统、制

片项目管理标准、摄影棚管理标准、

影视基地管理标准、完片担保系统

等非常完备和高效。从世界范围

看，凡是采用工业化的国家，电影竞

争力在短期内获得快速提升。比如

南非电影，之所以享誉，是因为引入

了好莱坞先进的工业体系，采用成

熟的标准化制作模式，并建造好莱

坞标准的电影制片厂（如开普敦电

影制片厂），大力发展本土特色的类

型电影，从而构建了从产品类型、管

理标准、制作标准等完整的电影工

业体系，一些业内人士称开普敦为

“开莱坞”（Callywood），即南非的好

莱坞（Hollywood）。

与好莱坞相比，我国的电影产业

化程度很高，工业化程度却很低。

一是产品尚未充分类型化。我国类

型片市场尚不成熟，影片在取得票

房成功后，评论界才照搬好莱坞类

型片的定义套向这些电影。事实

上，这些影片的创作者在开始的时

候 ，并 没 有 一 个 确 切 的 类 型 片 定

义。二是制作与放映标准欠缺，核

心技术受制于人。中国电影制作还

未形成成熟的制作流程体系，在很

大程度上仍是以各大导演为中心形

成一个个手工作坊式的制作团队。

我国银幕数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

一，但是放映设备的核心构件大部

分采用国外进口设备或部件。三是

管理标准上的差距很大。我们电影

制作中基本上不存在“绿灯系统”，

制片项目管理、摄影棚管理、影视基

地管理等相关标准非常缺乏。在学

术界，相关研究主要表现为寥寥数

篇论文，且与实践有较大脱节。

中国电影要实现转型升级，成为

世界电影强国，当务之急是以标准

化为抓手，尽快形成电影工业化生

产方式。一是成立协调机制，推进

电影标准的制定。目前，负责标准

的主管部门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建议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制定影

视行业标准。二是对于好莱坞成熟

的标准化生产体系，应尽快引进、吸

收、二次创新，构建中国电影工业标

准体系，在制作流程、产业标准、核

心技术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三是

建立完善的电影标准化发展政策体

系。各地尽快按照《电影产业促进

法》，将电影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

发展规划之中，并构筑以促进电影

标准化发展为重点的电影教育、财

税、金融、土地等综合政策体系。四

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电影

产业“西进”之路逐渐展开，除了参

与好莱坞主导的电影国际分工、适

应好莱坞式的电影标准之外，应积

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提升国际话

语权。

（作者单位：中影股份北京电影制

片分公司）

2023 年是中国电影复苏的关键

之年，由张艺谋执导，雷佳音、张国

立、于和伟、周冬雨、孙艺洲主演的

扫黑反腐题材影片《坚如磐石》上

映。《坚如磐石》接续近年的“扫黑热

潮”，尽管在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略

有欠缺，却以真实事件的现实主义

内核和创新性的视听语言，拓展了

扫黑题材电影类型风格，以“霓虹美

学”延续了导演的作者性，构筑出扫

黑电影别具一格的影像奇观。

作者性延续：

霓虹美学的影像表现

张艺谋出身摄影专业，长于用丰

富、曼妙、创意的色彩风格呈现影

像，《坚如磐石》以流光溢彩的赛博

都市影像，以五彩的暗调来呈现出

整个影片人性的模糊和风格的暧

昧，不断完成影像美学的拓展。

用影像色彩进行隐喻。张艺谋

在影片中对光影颜色的创造展现是

其作者性的体现。以一色隐喻一人

一事是张艺谋以往作品的特色，他

长于用色表意、以色喻人、借色转

情，色彩是他的拿手好戏。《坚如磐

石》中对色彩的应用延续和传承了

他以往作品中的突出特色，并在光

影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影片从一而

终地以霓虹光色进行影像风格包

装，突破了犯罪类型片的黑色暗调

的单一画面影调，完成了电影形式

美学的创新。统一的影像风格与出

格的缤纷色彩搭配在一起，构筑起

视觉上的奇观。色彩于张艺谋而

言，可以用来传达影片内涵，通过大

片的色彩将情感击入人心；色彩可

以喻人，不同的人物身披不同的光

彩；色彩可以转情，通过色彩的变化

交代情节和情感的变化。在他早期

作品中，张艺谋将画幅巨大的艳丽

颜色与民俗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传

统文化与惊人的气势。然而这部影

片却用霓虹灯的斑斓隐喻都市中位

高权重人的人性贪欲，那些迷离和

暧昧色彩隐喻，尤其是大量的玻璃

反射彩色光影的前景，映在人物面

部，或穿插人物身上，或成为黢黑城

市的漂亮底色，显然这是他的大胆

创新。

《坚如磐石》的色彩风格运用是

对黑色犯罪类型片颜色和影调的突

破，影片以大胆的“五颜六色”“五光

十色”“流光溢彩”的赛博电子感和

霓虹色彩，并前后统一完整呈现。

《坚如磐石》中光怪陆离的灯光成为

暗潮汹涌的权力斗争的隐喻，在灯

光的渲染下，现实主义披上了魔幻

色彩的外衣，这份色彩与片中人物

的出奇行为、无尽贪欲相对应。流

光溢彩的后景中，是繁华的都市，是

美丽的夜色，隐藏其中的却是深不

可看、无法直视的“黑暗”，就像一个

黑洞，可以吸纳所有的光影和美丽，

也包含着人类所有的贪婪和欲望。

光怪陆离的灯光中，人物丑态百出，

勾结与算计、色情与暴力彼此缠绕

共生，在灯光构筑的世界里，欲望膨

胀成为怪物将人吞噬。艳丽灯光的

背后是深不可见的夜色，正义于无

言中。色彩与片名遥相呼应，黑暗

中不可知的一切坚如磐石，但最终

必然消逝在光中。

以影像空间模糊表意。从《影》

《满江红》两部影片开始，张艺谋有

意使用前景屏风、阴影隐喻，创造出

影片中大都督子虞、假秦桧的精明、

老谋深算、身份“暧昧”幕后人物形

象，前景的美学创造便成为张艺谋

影片光影形式创新的重要举措。《坚

如磐石》通过对色彩的“暧昧”处理，

创造出挤压、偪仄的物理空间和复

杂、含混的心理空间，双重空间表达

使影片意味丰富。绚烂的色彩与重

庆的地形地势相结合，给电影空间

留出更多探索、尝试的机会。影片

中有大量狭长的镜头，镜头中的布

景同样拥挤，无形之中增强了画面

的压迫感。片尾的高潮部分，苏见

明和李惠琳被困在狭长的船舱中，

暗绿色的色调配合场景搭建出压迫、

急促的氛围。拥挤的空间下，流光溢

彩的灯光晃得人烦躁不安，影片笼罩

在压抑、悬疑的迷雾中。影片于多个

场景使用了反光意象。山城索道、船

上长廊、餐桌游船、玻璃前景、技术科

室……反光在不同的场景和环境中

营造出欲语还休的氛围，折射出的光

在观众心头轻轻一荡，未曾直言却勾

起了观众的注意，于无声间扩展了影

片的空间，“暧昧”的灯光处理表达了

难以直言的内涵。

类型片创新：

形式创新与类型拓展

从霓虹美学影像形式创新，到类

型风格的叙事拓展，再到人物设计

的偏好，导演张艺谋以色彩斑斓的

夜景喻事喻人，创新性地拓展了中

国犯罪类型片，使其成为别有意味

的形式美。

霓虹美学的形式创新。电灯作

为 20 世纪伊始最伟大的发明和工业

革命的产物，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巨大改变，从此夜文化开始兴起。

电灯作为都市夜文化的代表产物，

被广泛运用于小说、绘画、广告、电

视、电影等通俗娱乐文艺。评论学

者论及霓虹美学大多与新黑色电影

联系，电影《坚如磐石》显然希望把

重庆塑造成另一个如同“美国洛杉

矶”一样的繁华“黑色城市”，这种塑

造是成功的。

影片对黑白色调犯罪片和霓虹

美学的拓展使用，不仅仅是影调色

彩的模仿借鉴，还有创造性运用霓

虹前景遮挡和玻璃反光。《坚如磐

石》更多次将玻璃、霓虹反光进行任

务前景设计，为影片主人公郑刚的

人物设计进行美学包装，以示都市

繁华和人物光鲜下尽是黑暗。影片

更具特色的是，将公安监控管理的

技术办公室，设计成绿色数码环绕

的高科技“暗房”，显然是一种基于

现实又偏向写意的形式美学表现手

法。这些对“霓虹美学”和现实场景

的大胆创新，形成影片独具特色的

形式意味，并拓展了中国扫黑题材

影片和中国犯罪片的美学特质。

类型风格的拓展创新。按照类

型片的传统模式进行创作，可以让

艺术作品用最直白的方式触达观众

内心，而突破类型电影旧有的模式，

用新颖、陌生的创作方法推陈出新，

可以实现类型片的反类型化，使其

更具感染力。《坚如磐石》在类型风

格上进行了在多层面的创新，展现

了错综复杂的官商勾结形态，揭露

了官场中阴暗的一面。在风格上，

《坚如磐石》以类型片的手法加强了

节奏，用悬疑片的方式推动剧情发

展，增强了影片的吸引力。在叙事

上，《坚如磐石》借用香港黑帮片的

设定完成了叙事，增强了人物的感

染力，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在表意上，张艺谋没有聚焦于辨析

善与恶的界限，而是真实地展现了

权力之间的制衡与对抗，完成了“坚

如磐石”的双重表意。

首先，《坚如磐石》基本在类型

片的框架下，以强悬疑的方式推动

了剧情发展，影片分为上、下两个部

份，上半部份聚焦于公交车爆炸案

的破解，在爆炸案的证人死去的下

一刻，影片的下半部份随即展开，露

出 了 墙 后 的 女 尸 ，第 二 个 谜 团 出

现。用两个谜团推进影片情节，使

影片充满悬疑、紧张的氛围，将观众

的注意力牢牢抓住。

其次，《坚如磐石》借用了香港

黑帮片的叙述手法。黎志田和郑刚

用权力构筑造出独立的空间，他们

以钱、权为基，超越了现实评判。同

时，二人亦敌亦友的关系完成了香

港黑帮片中对“侠”字的诠释，他们

为了权、钱相斗，又在斗争中相互依

存。在前路未卜的关键时刻，黎志

田担心手下人抢手机的时候伤害苏

见明，没有贸然动手而是听取了郑

刚的意见，这一细节体现出黎志田

与郑刚之前的“兄弟之情”。

再次，《坚如磐石》突破了以往

扫黑片中底层英雄的设定，打破明

暗恶势力的并不是心怀理想的底层

小人物，而是“官外有官”的未曾出

现的人，权力制衡的局面被更大的

权力打破，更大的权力拥有更贪婪

的心，贪婪的水面荡起波纹，泛起爆

炸案件的波。影片结尾，黎志田交

代 U 盘里有更多的人，这些人是否

指向“坚如磐石”背后的意涵，影片

于留白中营造出深远意蕴。

张艺谋新作《坚如磐石》突破了

以往扫黑片的类型框架，成为新主

流电影的重要代表。随着时代的发

展与创作的成熟，越来越多的新主

流电影体现出人文性，在完成主旋

律表达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艺术性

的追求和对人性的剖析。扫黑题材

影视作品在当代应和潮流，迅猛发

展，电影《坚如磐石》便可作为一次

有价值的探索。

（李昕婕系北京师范大学戏剧与

影视学博士研究生，侯亚轩系北京师

范大学广播电视专业硕士）

以标准化为抓手推进中国电影转型升级

《坚如磐石》：

作者性延续与类型片创新

第一次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

看到《白塔之光》，作为在这个城

市 已 经 生 活 20 年 的 观 众 很 是 欣

喜，当时就写下了 300 多字的微影

评：“太喜欢《白塔之光》了，看上

去漫不经心的散文诗电影，实则

处处细节，步步精心，日式灯笼上

的‘柳川’，宾馆阁楼天窗的‘白塔’，

水中的倒影，女儿读的诗，上官云珠

的海报，废墟上的‘北花儿’……喜

欢夜间胡同的漫步，遇到‘鲁迅’谈

文 学 ，遇 到 下 棋 的 北 京 大 爷 瞎

侃。导演总能呈现出一个城市细

微生动的日常人文之美，银幕上

出现的北京既熟悉又陌生，让我

想 起 在 梅 兰 芳 故 居 遇 到 的 那 场

雨，没带伞，就坐在长廊听雨。更

可贵的是人物并不单薄，皆有来

处和归处，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

身边的事，吐露心里的秘密和忧

伤，时时妙语连珠，迸发出举重若

轻的小幽默，这就是我们原本的

生活啊。更激动的是看到自家的

资料馆，还有影院里脸熟的‘观众

们’，很奇妙的时空连接，因为此

刻，我就坐在资料馆看电影。”

影片在 10 月 27 日公映，上映

三天票房只有 200 多万，似乎也在

意料之中。这本来就是一部充满

文人趣味的作者电影，“老文青”

拍给“小文青”看正合拍，与只是

寻求娱乐放松的大众终究还是隔

了一层。

张律是中国电影导演中的另

类，虽然拍片 20 余年，也拍了数十

部电影，但从去年公映的《漫长的

告白》开始，他和他的电影才进入

公 众 的 视 野 。 细 数 他 过 往 的 电

影，大部分都是以地名为片名，他

自己也坦白了创作的初衷：“我所

有的电影，都是从空间出发开始

创作的，也没有什么计划性，遇到

一个空间恰好有了感觉就拍了。”

《漫长的告白》本名《柳川》，

女主人公的名字也设定为柳川，

把人和空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这次的《白塔之光》他终于从日韩

回到自己曾经生活最久的城市，

拍一部“北京”的电影。男主人公

依然由辛柏青饰演，虽然都是北

京土著，但很显然，张扬外露的哥

哥“立春”变成了内敛闷骚的弟弟

“立冬”，化身为住在妙应寺白塔

边的孤独中年文艺男谷文通，曾

经 的 诗 人 ，现 在 的 美 食 专 栏 写

手。影片根据主人公的生活轨迹

展现了老北京的人文风貌，胡同

街巷、胖子卤煮、跳海酒馆、月坛

公园、北大红楼、五四大街、鲁迅

纪念馆、福利院、电影资料馆、人

民医院……二环周边的建筑空间

一 一 划 过 ，有 特 色 美 食 、人 间 烟

火，也有历史渊源、名人典故。四

合院的金鱼缸，天空中的风筝，鸽

哨飞过，风铃响起，老北京的大爷

在 清 晨 甩 鞭 子 ，在 夜 色 中 下

棋……呈现出一种日常既熟悉又

陌生的人文景观。

在城市各个空间里也出现了

文学、电影、歌曲等可供辨识的知

识分子趣味。比如鲁迅的散文诗

《秋夜》、食指的诗歌《这是四点零

八分的北京》、罗兰·巴特的《恋人

絮语》、酒馆墙上写有李沧东《燃

烧》的放映消息，父亲 DVD 机里

是上官云珠演的《乌鸦与麻雀》，

电影院放映着上官云珠演的《一

江春水向东流》，儿童在福利院唱

起李叔同的诗词《秋柳》，同学在

日 料 馆“ 柳 川 ”唱 起《北 京 欢 迎

你》，乐 队 欢 快 唱 着《人 生 就 是

戏》，人们跳起舞互相抚慰……这

些互文和勾连使城市和城市里的

人都带上了流动性的诗意，这一

点与《爱情神话》中展现的上海徐

家汇风情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大城市包容了来自各个

地方的人，多元交汇在此地此刻，

又散发着远处的乡愁。黄尧饰演

的 欧 阳 文 慧 是 来 自 广 东 的 摄 影

师，会说粤语，前男友在巴黎；南

吉本色出演南吉，本名就叫斯琴

高娃，蒙古族，祖上参与过白塔寺

的建造；姐夫说河南话；宾馆服务

员是宜宾人；前妻的丈夫是教韩

语的教授；酒吧的歌手是来自法

国的安娜；老同学聚会，老穆在巴

黎和大家视频聊天；男模绝望地

喊着家乡话。特色的方言、混杂

的语言本来就是生活的原貌，还

原其本身丰富细腻的肌理，是将

艺术祛魅，交给生活，想起《永安

镇故事集》映后交流康春雷所说

的“元生活电影”。编导对语言的

敏感也来源于他本人的身份和经

历，作为出生在延边的朝鲜族，又

在韩国任教生活十年，常年游走

在东亚各地，自然对民族身份、离

散聚合的感悟又多了一层身在其

中的意味。

除了北京，另外一个被遥望的

主角是离北京约 300 公里的北戴

河。我在你的空间留下了我的气

息，北京和北戴河之间是剪不断

理还乱的情感，它潜藏着男女主

人公童年的秘密和忧伤。谷文通

的父亲因为“公共交通猥亵事件”

被放逐在北戴河，5 岁的时候父亲

就被妈妈赶出了家门，搬离了北

京；欧阳文慧自命“北花儿”，自认

家乡为北戴河，与青梅竹马的前

男友都是北戴河孤儿院的孤儿，5

岁的时候被广东的夫妇领养。在

孤儿院的废墟上，文慧站在一株

小花的窗口眺望大海，镜头跟随

文慧走过去，随后又转过来，谷文

通也出现在有小花的窗口。影片

运用一个运动的长镜头完成了男

女主人公和北戴河同一空间不同

时间的连接。二人在北戴河都有

放不下的心结，正因如此，二人产

生了若有若无、若即若离的爱情；

也因此，当文慧对谷文通说“你看

猫有影子，路灯有影子，我们却没

有。”谷文通回答道“也许我们的

影子留在了北戴河。”影片在视听

上做了技术处理，在白塔夜色中，

最初抹去了二人的影子，当二人

相拥时，影子与影子才合在一起。

文慧来了又去，谷文通还是孤

独一人。

影片的重心最终放到了父子

之情。在姐夫的讲述中，每年谷

文慧、谷文通姐弟俩生日，父亲都

会骑着自行车来北京，三四天的

行程，只为了远远探望子女。谷

文通先后两次来到北戴河探访父

亲，试图寻求真相。第一次独自

开车而来，在父亲的房间看 DVD，

放 倒 家 庭 合 影 的 相 框 ，留 下 烟

蒂。父亲心领神会，在小卖铺特

意买了烟。第二次和文慧一起开

车而来，和父亲当面对质“公共交

通 事 件 ”的 真 伪 ，转 而 父 亲 去 浇

花，镜头回来，谷文通却在父亲的

床上睡着了，醒来之后和父亲交

谈……影片依然运用了一个运动

的 长 镜 头 进 行 场 面 调 度 完 成 了

“现实”和梦境的连接。接下来，

儿子柔情地教父亲跳交谊舞，完

成了父子之间的和解。不知道这

场戏是真实发生，抑或依然是一

个梦境？这种朦朦胧胧、欲说还

休的情感都潜藏在舒缓慢调的镜

头之中了。

《白塔之光》虽然整体是流动

写实的白描，但也有许多这样虚

实交织的梦幻瞬间，象征着我们

不可言说的精神空间。秋天之后

就是冬天，雪花飘起，谷文通的身

影又一次出现在白塔红墙的胡同

里，他走上天台，坐在白塔之下点

起一支烟，镜头转向了白塔，当镜

头缓缓摇下来，出现了白发苍苍

的 父 亲 ，同 样 的 位 置 ，同 样 的 姿

势。这一刻，这座传说中没有影

子的白塔恰似一束光，照亮了你

我。

《白塔之光》：

城市漫游者的
失意和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