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电影： 本土性的坚守与突破

亚洲电影曾一度被看作是属于

“第三世界” 的作品， 但如今， 这个

作为 “一带一路” 起点的地域， 似

乎已经成为了最具可能性的电影土

壤 。 在近几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上 ，

亚洲各国的影片都时有出现， 也屡

屡引发讨论。 与制造国际化商品的

美国电影和创造国际化艺术的欧洲

电影相比， 亚洲作品往往更具本土

性， 不同的国家往往会依循自身的

传统文化， 使之与电影这种新媒介

的形式与风格相结合。

在这一点上， 印度电影显得尤

为突出， 正像著名印度电影剪辑师

比娜·保罗指出的那样， 本土性始终

是印度电影的悠久传统。 印度拥有

复杂的地域划分与繁多的语言， 而

国内观众熟知的 、 采用印地语的宝

莱坞电影 ， 仅仅是印度电影里非

常有限的一部分 。 属于不同地域 、

使用不同语言的印度人 ， 都会用

自己的方式讲述属于自己的 “印

度故事 ”。

印度电影工业的多样性， 建立

在极为惊人的体量之上。 它拥有世

界上最庞大的制片工业之一， 它在

2013 年就制作了 1724 部影片 （与

之相比 ， 美国为 738 部 ， 中国为

638 部）， 2019 年更是逼近 2000 部。

在这些作品里， 不仅仅只有属于宝

莱坞的类型片， 也有许多探讨不同

议题、 尝试不同形式的作品。

在这次的上影节上 ， 无论是

“一带一路” 电影周还是专属的 “印

度电影周”， 都体现了印度电影的多

样性与丰富度 。 拉贾特·卡普尔的

《RK 还是 R KAY》 处理着颇为前沿

的 “元电影 ” 议题 ； 哥泰·高斯的

《过客》 聚焦于贾坎德邦贫困、 艰辛

的生活； 英德拉尼尔·罗伊乔德胡里

的 《欲望碎片》 则涉及了印度的孟

加拉国移民。

顺道一提 ， 同属 “一带一路 ”

的孟加拉国的电影文化， 也与印度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 ， 这

也与印度、 孟加拉与巴基斯坦的历

史纠葛有关。 在漫长的变迁中， 孟

加拉电影也试图寻找自己的主体性，

其首都达卡甚至模仿好莱坞形成了

“达莱坞” 的产业中心。 这次上影节

展映的 《孟加拉制造》， 或许可以让

我们一窥孟加拉电影的魅力。

提到本土性， 当代泰国电影的

表现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它早已

凭借动作片、 恐怖片、 爱情片等极

富代表性的类型， 在世界电影市场

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 《冬荫功 》

《鬼妻》 《初恋这件小事》 等影片，

早已成为这些类型爱好者们心中的经

典。 而在艺术电影领域， 以 《能召回

前世的布米叔叔》 斩获金棕榈奖的阿

彼察邦·韦拉斯哈古， 也已经成为了

最具影响力的当代电影大师之一。 无

论是上述的类型片还是阿彼察邦的艺

术电影， 都与泰国的自然风光、 宗教

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获得国际

观众关注的新锐导演纳瓦彭·坦荣瓜

塔纳利， 可以说是商业与艺术的调和

者。 他不仅创作了诸多票房成功的爱

情电影， 也导演了一系列在国际电影

节获奖的作品 。 而在他的许多影片

里， 都浸染着泰国宗教文化的色彩 ，

探讨着死亡、 时间与记忆等牵涉哲学

思考的议题———他将在上影节展映的

《时光机》， 同样是一部思考往事与过

去的作品。

不过， 也有亚洲国家试图超越本

土性 ， 书写更具国际性的形式与风

格———韩国电影正是其中的代表。 即

将在 “影像万花筒” 单元放映的、 李

元泰导演的 《恶人传 》， 无疑是一部

颇具好莱坞色彩的动作电影 。 不过 ，

在艺术电影领域， 韩国的电影作者与

其他地域的导演一样， 充满了原创的

热情。 洪常秀、 李沧东、 金基德等人

都在国际电影节屡屡获奖。

韩国电影的崛起 ， 与政府的扶

持、 助推关系密切。 无论是釜山国际

电影节的推行， 还是一系列政策的施

行， 都为韩国本土电影创作者提供了

更多的可能性。

如今， 韩国电影的影响力已经逐

渐足以与中国、 日本并驾齐驱， 尤其

是在奉俊昊凭借 《寄生虫》 同时斩获

金棕榈奖与奥斯卡最佳影片之后。 这

两大嘉奖足以证明， 韩国电影无论是

在好莱坞， 还是在欧洲艺术电影节系

统， 都已经成为了获得认可的高峰。

当然， 除了上述的国家之外， 仍

有许多的亚洲 “电影小国 ”， 推出令

人亮眼的作品。 无论是获得今年金熊

奖的伊朗艺术片 《无邪 》， 还是此前

上线网飞的越南商业动作片 《二凤》，

以及此次展映的土耳其电影 《你认识

他》， 都让我们看到了一抹独特的亚

洲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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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电影大

国 ， 似乎早已凭借自己的新浪潮 、

新现实主义等电影运动， 定义了艺

术电影的方向。 而戛纳、 威尼斯和

柏林建构的电影节系统， 在当代艺

术电影界几乎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

权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 欧洲小

国电影要想生存 ， 不仅要依赖本

国政府的扶持 ， 也需要依靠电影

节的认可 。

电影节系统的固化， 似乎也形

成了某种艺术场， 容易引来 “审美

趣味僵化” 的批判。 不过， 从属不

同地域、 不同文化的导演， 总能带

来某些全新的影像体验 。 有时候 ，

来自北欧、 中欧、 东欧小国的作品，

或许要比西欧的艺术巨制少一分精

炼， 多一分新奇。

“希腊怪异浪潮” 或许是小国

电影中最重要的电影运动之一。 21

世纪初希腊电影部门的失败、 数字

电影技术的发展以及文化层面的困

惑， 引发了这场风格独特、 内涵繁

复的电影运动。 这一批希腊电影以

过度的表演、 平面化的空间与紧缩、

重复的美学为代表， 呈现出一种诡

奇的、 极富象征意味的观感。

在怪异浪潮的创作者中， 欧格

斯·兰斯莫斯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

位。 他的 《狗牙》 《龙虾》 《圣鹿

之死》 等作品， 已经凭借怪奇的风

格、 另辟蹊径的叙事， 成为许多艺

术片影迷心中的经典。 而在这次的

“一带一路 ” 电影周中 ， 希腊影片

《如何变成鸟》 的导演， 同样是归属

于怪异浪潮的名将。 这部作品戏仿

了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影片，

这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本土性的戏

谑化尝试。

罗马尼亚新浪潮也是一场不亚

于怪异浪潮的电影运动。 与执着于

形式的希腊导演不同， 罗马尼亚影

人对于社会议题更加关注。

克里斯蒂安·蒙吉、克里斯提·普

优、 柯内流·波蓝波宇等导演的作

品 ， 帮助罗马尼亚在新世纪的电

影节上收获颇丰 ，也创造了 《四月

三周两天 》等经典 。 其中 ，蒙吉也在

2017年担任过上影节的评委会主席。不

过，罗马尼亚影人的创作在近年来似乎

出现了转向，有学者将2018年的《不要

碰我》看作是新浪潮的终结。

或许我们很难预测， 下一场震惊

世界电影界的运动， 究竟会出现在哪

个国家。 但毋庸置疑， 此次电影周那

些来自欧洲小国的影片， 都会带领我

们投身于不同的世界。 立陶宛的影片

《母亲的土地 》 似乎具有一系列东欧

影片的共同特征， 呈现了一个洋溢着

浓浓 “东愁 ” 的故事 ； 《栗树林故

事 》 则植根于斯洛文尼亚的本土情

境 ， 书写着散落在栗树林的怀旧与

忧郁 。

除了上述的小国电影之外， 如今

的俄罗斯电影似乎也处于一种值得玩

味的境地。 曾经的俄罗斯可谓是艺术

电影的神域， 除了爱森斯坦等蒙太奇

学派之外， 还有塔可夫斯基这样现代

主义时期的电影大师 。 但在 “后大

师” 时代， 多有论者探讨俄罗斯电影

的衰颓。

但在近年以来， 俄罗斯电影似乎

又在电影节系统掀起一阵风浪。 安德

烈·萨金塞夫打造了 《回归 》 《利维

坦》 这样的经典之作； 老牌导演安德

烈·康查洛夫斯基也凭借 《邮差的白

夜》 《战争天堂》 等作品， 多次获得

威尼斯电影节的提名。

在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 俄罗斯

电影再次掀起了惊涛骇浪 。 伊利亚·

赫尔扎诺夫斯基在一部系列影片中重

建了一套封闭式的置景， 以真实的方

式记录了一系列残酷的活动， 让观众

们重新思考电影的伦理， 乃至电影的

意义。

欧洲电影一度是艺术电影的代名

词， 但不断的重复与致敬只会让它僵

化。 那些曾经见证过繁荣的国家， 仍

在不断地推陈出新； 而那些仍未浮出

水面的小国， 也在不断地输入新鲜的

血液。 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 希腊电

影和罗马尼亚电影也与法国电影一样

重要，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 看到这些

作品的机会。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片土地都蕴

藏着属于自己的电影潜能， 它们也都

有可能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在非洲

的大地上， 在大洋洲的群岛中， 在拉

丁美洲的丛林里， 仍旧隐藏着数不尽

的故事。 或许来自这些地域的影片，

并没有等同于北美、 欧洲和亚洲作品

的影响力， 但它们却能带来完全不同

的观影体验。

对古埃及感兴趣的人来说， 这次

“一带一路”电影周的埃及影片《卢克

索》无疑是一个不能错过的选择。在这

部作品里， 爱情故事与埃及古城融合

在一起，类型片与本土神话纵横交错，

建构了一座穿越时空的迷宫。

对于看惯欧美影片的人来说， 非

洲电影时常会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

获得去年金棕榈提名的 《大西洋》 就

讲述了一个来自塞内加尔达喀尔的迷

人故事。 这部影片以非洲传说作为基

座， 牵涉着亡灵、 爱情与迁徙等诸多

元素， 创造了某种魔幻现实的场域。

曾遭受过殖民史的非洲， 试图在

当代电影中建构一组真实的、 可感的

非洲人群像， 创造一种极富本土性的

影像叙事。 毫无疑问， 非洲拥有完全

不同于其他大洲的风土与文化， 非洲

影人理解时间、 情感等电影核心议题

的方式， 当然也是不同的。

拉丁美洲拥有悠久的 “战斗电

影” 传统， 这意味着某种政治性与社

会性的倾向 ， 纪录片与纪实性的手

法， 也一度是拉丁美洲影人进行社会

评论的重要手段。 不过， 近年的拉丁

美洲影片， 似乎有着偏爱悬疑类型的

倾向 ， 这或许与政治形势的改变以及

拉美文学扑朔迷离的叙事有关。

《指环王 》 这样的奇幻叙事似乎

一直是大洋洲电影的代表， 但事实上，

贴合全球多元文化的潮流 ， 也是当下

大洋洲电影的倾向 。 有学者认为 ， 新

西兰影人对于本土毛利人 、 各种族人

群以及性少数群体的观照 ， 在世界电

影中也是非常突出的 。 今年的上影节

也将放映多部新西兰影片， 萨姆·凯利

导演的 《萨维奇 》 聚焦于新西兰黑帮

的真实故事 ， 它的纪实色彩无疑会为

黑帮片类型赋予几分不同的神韵。

“一带一路 ” 不仅仅是宏大的倡

议， 它也是推动世界文化交流的方式。

在这个影像无处不在的全媒体时代 ，

电影无疑是一种新锐的语言 ， 它也是

一种消解巴别塔谜题的方式 。 或许我

们听不懂其他国家的语言 ， 或许我们

未曾体认过其他国家的文化 ， 但好的

电影无疑是超越语言的 。 我们知道特

写镜头 、 运动镜头与构图的意义 ， 我

们也知道对视 、 拥抱与奔跑的意义 。

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 但我们仍处

于同一个世界———这就是电影的迷人

之处。

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曾在自

己的影片里探讨过语言与影像的差异，

他指出影像或许是比语言更贴近 “自

由 ” 的存在 ， 因为争吵 、 禁令与许多

数不尽的苦难都与语言有关 ， 而影像

更像是纯粹的见证者 。 看到这些国家

的电影 ， 见证这些国家的故事 ， 或许

也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完整的方式。

（作者为影评人）

沿着“一带一路”，
探访那些独树一帜的电影文化

从 2016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将 “一带一路 ”

作为国际展映板块的常设单元， 它便以国际化的
视野， 带领观众遍览了多国的风土地貌与人间故
事 。 今年的 “一带一路 ” 电影周单元自国产片
《白云之下》 启程， 它将带领我们前往不同地域的
影像世界： 哈萨克斯坦的 《偷马贼》、 希腊的 《如
何变成鸟 》、 印度的 《RK 还是 R KAY》、 埃及的
《卢克索》 ……

一系列来自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作品 ，

呈现了该倡议本身具有的文化交流意义 。 同时 ，

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看， 这场展映也具有不同的价
值： 如果没有这样的电影周， 或许观众很少能够
看到哈萨克斯坦、 罗马尼亚、 拉脱维亚等国的作
品。 人们总是将美国电影用作商业电影的代名词，

将法国、 意大利看作是艺术电影的聚集地， 而许
多其他国家的作品， 在公众的视野里， 处于长期
匮乏的状态。 但是， 在 “一带一路” 沿线的众多
国家里， 其实潜藏着许多独树一帜的电影文化。

与其他大洲国家的影片相比，对于欧洲“小国电
影”的研究与讨论，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体系。 当
然，亚洲“小国电影”也以各自的方式，在世界电影版
图上涂抹了属于自己的色彩。 而从这次上海国际电
影节的片单中也可以发现，来自拉丁美洲、非洲与大

洋洲的“小国作品”，也构成了一组不亚于亚欧的群像。

常有人谈及美国好莱坞对于商业电影形态的侵
蚀 ， 但其实欧洲大国的艺术电影 ， 也以各种方式
“锻造” 着所谓 “艺术电影” 的语法与套路。 因此，

对于 “小国电影” 的思考， 帮我们打开的不仅是文
化视野， 还有电影视野。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电影
创作者， 无疑会创造出内容与形式独树一帜的作品。

从主观上来说 ， 他们汲取了来自本国的文化土壤 ；

从客观上来说， 美国等 “电影大国” 的作品对商业市
场的侵占 ， 也让他们不得不寻求自己的方式来维
生———要么寻求更为极端、 更具本土性的类型； 要么
秉持一以贯之的作者性， 在国际电影节上取得承认。

值得一提的是， 在 “一带一路” 沿线上也有许
多国家， 早已形成了颇为完备、 足以自产自销的电
影体系。 但即便如此， 我们的观众对这些国家的作
品仍旧知之甚少。 譬如， 印度电影拥有令人惊叹的
多样性， 绝不仅仅限于歌舞片与喜剧； 泰国电影在
商业、 艺术两个领域均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 俄
罗斯电影虽不及曾经那么辉煌， 但仍不时有引发争
议的巨大突破。 今天这篇文章， 就将沿着 “一带一
路” 的足迹， 从电影史的角度， 探访那些不为我们
所知的 “电影小国 ”， 以及那些不为我们所熟知的
“电影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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