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纵观今年上映的这几部影片， 可以看到国产电影对类型运

用的进步与成功， 但与此同时也仍然要有对文学性和人物深度的

挖掘、 艺术的独特和精神价值的提升。 类型面向市场， 但也可以

成为电影通向艺术杰出， 而不仅仅是实现趣味性的路径之一。
■ “主旋律” 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 而是在不断向前发

展， 一步步地适应市场， 一步步地拥抱类型片， 也在一步步地寻

找自身的自主性。 我们可以从产品内涵的角度来谈这个趋势， 但

更大的原因来自于当前文化娱乐消费者的外延的不断延展。

今年春节档的几部影片，集中显示

了国产电影在类型片上的进步和追求。
其中《红海行动》继《战狼 2》之后再次呈

现出情节式军事类型片表现主流价值

的成功和感染力，《唐人街探案 2》和《捉
妖记 2》 则在加强性的娱乐狂欢中作出

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艺术表达，显示

了奇幻、喜剧 、悬疑等类型新的创作追

求。 三部影片都有类型的进步与探索，
同时也表现出形式追求与内容表达是

否完美统一对类型水平的影响。

类型片一方面有比
较通俗的感染力，同时也
容易陷入模式化，最大问
题是情节容易压过人物
刻画或人物流于平面化

类型的含意更多体现在影片的形式

元素和套路， 更具有大众文化通俗的艺

术特征， 相比艺术片往往有更强的视觉

影响和强烈的主题表现力。 《红海行动》
广泛运用军事类型片的形式， 将家国情

怀、人民至上、英雄主义、民族精神、新时

代人民军队崭新形象等主流价值细密编

织于引人入胜的情节、场面、人物中，让

观众在真实、密集、流畅、富有冲击力的

情节和画面中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凝聚

力， 呈现了类型片表现主流价值的特长

和成功。其中故事容量的饱满，情节紧凑

而丰富，惊险套路的升级，战斗惨烈的逼

真，工业、军事和科技力量营造的场面真

实与奇观，都达到同类影片的新水准。更
重要的是， 影片拍出了新时代中国军队

的英雄气质。不畏牺牲的勇敢，战之能胜

的信念和能力， 救助中国公民的义不容

辞，对所有战乱受害者的同情，军事与信

息技术带来的大开眼界， 呈现出感动人

心的新时代英雄群像， 为主流价值的艺

术化表现提供了新经验。
类型片一方面有比较通俗的感染

力，同时也容易陷入模式化 ，最大问题

是情节容易压过人物刻画或人物流于

平面化。 类型片有固定套路，如警匪片

的飚车追逐 、枪战格斗 ，很多时候会导

致场面的展现和人物的刻画出现失衡。
《捉妖记 2》在奇幻类型上继续新的

开发，一方面继续了《捉妖记》将计算机

动漫创作与演员表演无缝结合的制作，
一方面融入大量荒诞 、解构 、闹剧等艺

术和文化的元素，形成一种狂欢式的叙

述。 但在人物与动漫的人机结合上没有

超出《捉妖记》的难度，演员与动漫对接

的合演远少于演员、动漫的各演。 最主

要的问题是，类型片的基本特征本应是

情节性，而《捉妖记 2》的故事性却多有

流失，叙事让位于大量碎片化、狂欢的、
噱头的场面，并造成主要人物性格并不

鲜明。 寻妖亭主（大鹏饰）对小岚的追求

示意 ， 徒有酸意而与故事主线相距较

远。 而对赌徒屠四谷（梁朝伟饰）的挠痒

威吓， 显得笑料低质甚至有粗鄙意味。
故事弱化反映出文学性的薄弱，进而看

出影片精神内涵的苍白。 影片试图表达

家庭团圆与人妖和处的主题，但大量夸

张的、狂欢的场面淹没了故事 ，绕开了

人文主题的展开。 虽然一些荒诞解构式

的搞笑蕴含了善恶区分，如小岚得到的

炮筒装满了制痒之类的“弹药”，貌似藐

小可笑，而在善良一方却成了对付妖怪

的制胜武器。 胡巴的造型更接近于白萝

卜，萌态中带来更多善意。 但更多夸张

喧闹的画面却难以说明人妖何以能够

同处的精神深度，即具体掩盖了整体。
情节压过人物的现象，在技术性场

面中尤其显得突出。 《红海行动》与《战

狼 2》 都是类型片塑造中国英雄的成功

影片。 而略有差别的是，在主人公英雄

塑造上， 前者显得不如后者更有厚度。
冷锋（吴京饰）要比杨锐 （张译饰 ）多一

些立体感和性格长度，他们不只是孤胆

英雄与团队英雄的区别，还有人物的性

格历史、内心世界多与少等艺术想象的

不同 。 冷锋的经历与前女友的惨烈遭

遇，更丰富了英雄性格的多样与历练成

长。 而《红海行动》更多是在激战场面、
集体行动中塑造英雄 ，多有成熟 ，少了

一点多样。 而在集体性中应该同样可以

塑造英雄成长的多侧面、 不同与波折，
在多种关系中创造出新的独特性格和

英雄。

类型更容易与流行
和市场相结合，这一方面
带来电影市场的扩大，但
也面临电影艺术水平提
升的问题

偏离人的塑造的形式追求，反映的

是电影的文学性薄弱，导致影片缺乏艺

术高度。 回顾近年国产类型片的创作路

程，可以看到 ，在主流文化吸收类型创

作的同时，流行文化和市场取向仍然是

类型创作的主要方面。 类型更容易与流

行和市场相结合，这一方面带来电影市

场的扩大，但也面临电影艺术水平提升

的问题。 年初，《前任 3：再见前任》的票

房走高和影片中浓重的物欲品位，典型

地反映了这一问题。 提高的关键是在重

视类型的艺术形式对内容的艺术呈现

作用时，仍然要坚持电影对文学性和艺

术高度的重视。 文学性出思想出精神。
具体就是类型片同样要重视人的塑造，
有了鲜明独特的性格 、 人物的精神层

次，才有类型片的艺术高度。
在类型片的发展中，比较好的影片

早已不是单纯的类型，而是多种艺术形

式、风格的融合 。 去年上映的 《敦克尔

刻》 可以看到军事片和艺术片融合，影

片中多处着眼于性格、意境的描写都不

是单纯的类型样式。 《唐人街探案 2》也
是在艺术形式的融合上比较成功的类

型片。 它将喜剧、悬疑、荒诞、解构等艺

术和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狂欢式的风

格与悬疑解迷的紧张严密完美统一在

一起，多样的艺术融合没有削弱 ，而是

强化了故事性和人物塑造，并且表现出

民众生活中蕴含的中华文化深厚活力

和民族精神力量。 影片完全虚构了一个

中外民间破案迷们聚集纽约，七天内破

解一桩凶杀案的比赛。 故事与夸张的叙

事风格一开始就带给观众鲜明的间离

感，但情节发展循着悬疑解迷的路径始

终扣人心弦。 来自中国的两个小人物，
亦庄亦谐， 在滑稽与青葱的外表下，凭

借专业和中国文化知识，推断出凶手是

按照阴阳五行的排列作案，最后借助众

多华人和美国民众帮助完成大破案。 高

潮中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普通民众力

量和中美人民友谊 ，并告诉凶手 ，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 ，不要为神性 ，而要尊重

人性。 积极的人文精神油然而生。 影片

同时还有案中案的设计，捎带揭露了美

国社会问题，使故事的悬疑推理本性更

加丰满。 《唐人街探案 2》在多样艺术形

式的融合中，让强调真实冷酷的悬疑侦

探片走向夸张喧闹的极致，并且没有损

害故事和人物。 王宝强的夸张谐谑和刘

昊然的庄严智慧，以及一些美国朋友的

“其貌不扬”，都亦“丑”亦美，相映成辉，
融汇于彰显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大

道中，成就了艺术效果赏心悦目的一部

娱乐类型片。 这种类型融合的效果也超

过了《捉妖记 2》。

纵观春节档这几部影片，可以看到

国产电影对类型运用的进步与成功，类

型对主流电影表达的积极作用，类型对

多样融合的不懈追求，类型追求与文学

性、人物塑造的关系疏密对电影品质的

影响。 在主流内容的电影表达上，需要

借鉴包括类型在内的各种艺术融合，也

仍然要有对文学性和人物深度的挖掘、
艺术的独特和精神价值的提升。 类型的

一切套路 、炫技 、奇观都应为人物塑造

服务，创造与艺术片不同风格 、但同样

鲜明动人的人物性格。 类型面向市场，
但也可以成为电影通向艺术杰出，而不

仅仅是实现趣味性的路径之一。 面对世

界众多的类型经典杰作，中国类型片仍

需努力。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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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成功与艺术的追求
——— 从今年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看“类型化”得失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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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
而是在不断向前发展。 1987 年以来，“主
旋律”走到今天已经过去了 30 年，在这

30 年中，它大致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在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

这一阶段的“主旋律”影片以《大决战》系
列、《开国大典》为代表。这类影片基本保

持着对历史相对正统的叙述方式。 由于

当时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只是初始阶段，
好莱坞等外国电影还没有大量涌入，因
此那个阶段的“主旋律”影片反而在不太

繁荣的市场环境中都有着非常不错的票

房表现。 1996 年的《孔繁森》、1997 年的

《鸦片战争》、1998 年的 《周恩来外交风

云》 等的票房 都 名 列 前 茅 ，1997 年 的

《鸦片战争》更是以 7200 万元票房成为

当年全国票房的亚军，仅次于《侏罗纪

公园 4》的 7210 万元。 那一阶段的“主

旋律”影片，大多完全由国家出资制作，
在发行、放映等环节也大都有体制性的

保障。当下对于“主旋律”的很多认知也

依然停留在那个阶段。
第二阶段则是在世纪之交，既包括

一系列“长征”题材等影片，也包括《红

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等一些具有艺

术电影特征的作品。 在 1997 年冯小刚

的《甲方乙方》以贺岁片的样貌拉开内

地电影市场的类型化探索的大幕之后，
“主旋律” 影片也开始逐渐向市场化靠

拢。 例如一系列“长征”题材影片，就充

分吸收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细说乾

隆》、《宰相刘罗锅》 等在事实上刚刚新

兴的大众文化市场中方兴未艾的电视

剧作品中的成熟商业类型，开始将长征

题材的 “主旋律” 进行市场化艺术化创

作，也暗合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的社会文

化心理。在这一阶段，“主旋律”影片在投

资意义上， 开始尝试摸索市场化的运作

路径。
而第三阶段虽然仅有 《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等寥寥几部代表影片，但却

表现出了足够的关注性。 这一阶段的

“主旋律” 不仅在资金投入意义上已经

找到了非常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在内容

制作上也开始在局部大胆调用好莱坞

等主流大片的制作手法，试图在“主旋

律”之中完成其中国本土化的“嫁接”，
这在“主旋律”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很大

的转折意义。
所以第四阶段则从 2016 年的 《湄

公河行动 》开始 ，以 《建军大业 》《战狼

2》为代表，包括《非凡任务》和这个春节

档的《红海行动》等一系列作品。今天这

个阶段的“主旋律”比之前任何一个阶

段都要复杂，从叙事结构、人物设定、冲
突节奏到视觉效果层面上，都开始明显

具备了国际主流大片的基本特征。 而

且，由于投资结构、出品归属等多层次

的变革，今天的“主旋律”影视作品有了

相当的自主性，对于文化边界的“勘测”
也是在商业逻辑摸索的基础上完成的。

所以， 从上述发展脉络不难看出，
“主旋律”电影，确实是在一步步地适应

市场，一步步地拥抱类型片，也在一步

步地寻找自身的自主性。
确实很多人会从产品内涵的角度

来谈这个趋势，但我认为更大的原因来

自于当前文化娱乐消费者的外延的不

断延展。
在今天这个时代，影视产业的外延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既包括我们消费

者基数的暴增，即产品受众人口基数的

极大增加； 也包括媒介形态的变迁，即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媒介迭代效应。这些

来自于电影产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已经

剧烈到可以带来对于整个产业来说都

是颠覆级的文化挑战———不仅会颠覆

传统电影类型的市场格局，甚至“电影”
本身的定义都有可能会被改写，因为现

在的电影产品所面对的，是和之前任何

时代都几乎完全不一样的“消费者”。
因为 《前任 3》等有争议的影片的

不断热映，电影界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

词叫作“小镇青年”，那会儿的学界和媒

体都认定“小镇青年”就是中国电影市

场的真正增量， 这当然是不准确的，其
本身也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已。

从学理上讲，我更愿意把这些“小

镇青年”， 也就是构成增量的这些新观

众们，称为“不完美的消费者”。 这里说

的“不完美”并不是歧视性的贬义词，而
是一种特征区分性描述。 也就是说，中
国电影的这些新观众，这些新的文化娱

乐消费者，是由于商业地产在三四线城

市和广大县级城市的变化而聚合的，他
们走进电影院，和传统意义上的“影迷”
或中等收入人群消费者相比，有着明显

的个性。
比如，他们并没有传统“影迷”或中

等收入人群的受教育程度、 审美趣味、
经济收入，不是我们过去所熟悉和适应

的那一群文化娱乐消费者。但就是这些

海量的“小镇青年”、这些海量的“不完

美的消费者”， 恰恰构成了中国电影市

场的强大增量，他们改变了过去电影观

众的外延———进而开始改变过去我们

所习惯的电影观众的内涵，三四线城市

和广大县级市的新的电影观众，在票房

上至少已经能和一二线城市的传统观

众 “三分天下”———这自然会带来电影

生产和传播逻辑的改变，是那种想不改

变都不行。
他们是中国当代电影产业中节点

性的关键主体，他们是带领国内电影票

房冲锋的先锋队，也是国产电影内容品

质的认同者。 他们的存在，让中国电影

产业在当代语境下缺失了准确的理论

表述。
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因为

网民和电影观众重合度很高，我们就根

据工信部 CNNIC 每年公布两次的互

联网统计数据，做一个初步的画像。 在

我国现有的近八亿网民中，有近 90%未

受过本科及以上的高等教育，有 70%多

年龄未超过 40 岁， 农村网民的比例开

始接近 30%；而且超过绝大多数专业人

士想象的是，我国迄今为止仍然有 1.22
亿网民，也就是每六个网民当中还有一

个人依然在通过网吧上网，而这种状况

和局面显然是在大众的认知范围之外。
但就在过去的短短五六年时间里，他们

“突然”涌入到我们的主流视野，电影市

场只是其中之一。
对，这是从明星文化到偶像文化的

时代跃迁。这些作为“网生代”的粉丝文

化主体们的所见所想成为社会的关注，
这在既往的任何阶段也都没出现过。这
个粉丝群体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拨

在非常类似美式原子家庭结构里出生

的一代人。 因此，他们成长过程中有着

很多相当独特的文化经验，比如他们的

孤独感是我们很难能体会到的。 他们特

别强调偶像明星，跟自己个体成长的伴

生性，他们对那种有着几近完美形象的

传统明星则完全没有兴趣； 恰恰相反，
那些有缺点的、不完美的偶像，才是他

们文化娱乐消费的首选。
我们千万别小瞧这种从传统明星

到偶像明星的文化跃迁，其已经开始深

度影响电影受众。 就“主旋律”电影而

言，以前的电影观众看特型演员扮演的

角色，毫无疑问必须“演得像”才行，差

一点都是不及格；而现在年轻观众对于

流量明星们参演《建军大业》，和过去的

要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想这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流量明

星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 “主旋律”作
品中，而“主旋律”当然也有着这样的诉

求。 应该说，这是多重源流和脉络在这

个时代的合力的产物。
我甚至认为，这种结合的方式很可

能会成为中国电影产品找到适合自身

道路的关键节点。前面提到的“主旋律”

的前几个阶段所持续的时间一般都是

十年左右，而且某种程度上还是逐渐衰

减的 ；但在今天的这个 “主旋律 ”周期

内， 其热度可能将至少持续 20 年甚至

更久。
因为成熟的电影工业，就是应当处

理好“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关系。 比如好

莱坞，哪个片子没有美式“主旋律”的影

子。 在过去，我们讨论“主旋律”，只能从

题材的角度进入， 而不是一个类型化的

概念。
而在这一阶段，不管是《湄公河行

动》《建军大业》《战狼 2》《红海行动》等

等，还是《湄公河大案》等等，我们可以

说它们并没有全部都成功，但“主旋律”
正在逐步类型化，并且不断获得了市场

的反馈和互动，开始取得商业上和口碑

上的双重成功，这也是我们正在面对的

事实。 至于以后的发展路径，不能说现

在就一定有结论，但从我们全篇的分析

框架出发，这一周期的历史闸门已经打

开，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电影市场的庞大增量
推动了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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