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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电影研究

由于世界经济的全面增长、冷战的结

束、国家广播体制的商业化等诸多因素 ,

⒛ 世纪 90年 代世界对电影的需求量急

增 ,好莱坞以其固有的优势和新一轮兼并

操作跨入了
“
全球化

”
时代。根据时代华

纳的解释 ,电影的全球化意味着这一行业

的佼佼者能够制订出长期有效的战略,一

方面稳固其国内市场,另
=方

面在国吓所

有重要市场保持举足轻重的影响力。①因

此,电影工业的全球化意味着好莱坞化 ,

各国民族电影工业遭遇了来自好莱坞的前

所未有的压力。纵观串影搴幂寞,好莱坞

过尽族影业的侵蚀早已是一个长期、不争

的事实。由于和美国共用同一种语言 ,英

国电影工业受到重创。尽管英国电影早已

举世瞩 目,且在过去的 ⒛ 年里 ,英 国演

员及电影制作人员赢得了
“
奥斯卡

”30%

的奖项 , 然而 ,研究英国电影 ,人们永

远无法忽视一个悲哀的事实 :在 ⒛ 世纪

的大部分时间里 ,它始终深陷危机之中 ,

被好莱坞垄断阴影所笼罩。与此同时,英

国政府、电影及文化界则为拯救和振*民
族电影付出了长期、艰苦的努力。本文旨

在通过探讨英国民族电影的困境、捍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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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族电影之历程、英国的电影文化传统、

弘扬民族电影的文化必要性以及英国电影

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定位来解析英国民

族电影的艰辛之旅。

一 英国民族电影之窘境

对民族电影的界定很难取得一致性和

准确性。传统的民族电影概念包括 :表达

清晰统一的民族特性、反映共同的民族情

趣、体现电影与观众的紧密联系等。英国

影评权威安德鲁·希格森在 《挥舞旗帜:构

建英国的民族电影》一书中,将 民族电影

小结为如下三个方面的内涵②
:

第一 ,民族电影可以以经济条件来界

定,考虑的是某个具体民族国家电影生产、

发行、放映的基础设施 ;电影工业资本化

及联营之规模 ,影业人员的数量及成分 ;

国内市场的大小和打人国外市场的力度 ;

受外国影业侵蚀的程度。第二 ,民族电影

的界定应涉及观众消费因素。即观众常看

什么样的影片?国 内有多少外国影片 ,尤

其是美国影片在发行?这些影片又会对观

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三 ,民族电影有

英国民族电影艰辛之旅 (上
)

囤

[作者简介]石 同云,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1000⒆ )



鳜 围B匿忌乏亵毳笳孽鞭昆泛蛰g已 aOOC。 6

赖于其内容的代表性。即电影是否共享相

同的风格主题、中心思想?他们如何展示

国民特性?又如何渲染国民特性的神韵 ?

他们在构建民族感情方面起什么作用?

有鉴于此 ,英国民族电影应指主要使

用英国资金、在英国制片厂、使用英国制

片和演艺人员、为国内和国际市场制作影

片;它还意味着所拍摄的影片中必须含有

一定量的民族特性,使这些影片能被货真

价实地称为英国影片,而不仅仅只是
“
产

于英国
”
,因为英国是个廉价和方便的电

影生产地。以此为参照,⒛ 世纪 佃 年代

的英国电影是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电

影。除此以外 ,英国电影始终被好莱坞阴

影所笼罩而深陷危机之中。

(一 )好莱坞对英国电影市场及制片、发

行、放映的垄断

好莱坞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确立了

在英国的电影霸主地位。好莱坞对英国电

影业的主宰随处可见。首先 ,好莱坞全面

占领了英国电影市场。1918年 ,英 国放

映的影片中至少有 gO%来 自好莱坞。③90

年代,好莱坞影片始终占去了英国市场份

额的9O%以 上,票房榜的头十名基本上被

美国影片稳稳占据 ;1992年 ,美 国影片

占叼.5%,而 英国影片只占 4%。 ④其次 ,

好莱坞控制了英国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

映。据英 国电影财政公司的统计 ,至
1966年 ,乃%的生产资金源自美国。⑤90

年代 ,美国对英国的电影生产的投资总额

更是剧增。1991年第一季度 ,只有两部 ,

影片纯粹是由英国投资的,直到 ⒇ 年代

中后期政府财政挟持后情况才有所改善。

英国的电影发行也被几大主要经营好莱坞

主流影片的公司所控制。 ⒛ 世纪 sO年

代 ,由美国公司发行的影片占去了英国影

片发行总量的胡%,其中只有 10%是英国

国产片 ;1970年 该项数字升至 乃%。 ⑥

1999年 更是达到了 85%。 ⒇ 年代 ,约

回

gO%的英国票房收入被美国电影发行商揣

进了腰包。%莱 坞同样深深地渗透到英国

电影的放映业。SO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多

厅影院的投资大部分来 自于美国公司,当

然利润也归了它们。尽管这些影厅只占英

国银幕总数的 夕%,但他们获取的收益却

超过了 50%。 %莱 坞全方位的垄断粉碎了

英国人构建大众民族电影的可能性 ,使得

英国电影不得不迎合国际观众 ,靠 国际市

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来赚取票房。

(二 )影院观众人数的下降

与好莱坞肆虐并进的还有电视、录像

业的繁荣 ,以及社会娱乐方式的逐步多样

化所带来的英国影院观众人数的急剧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英国电影的黄金时

代。19佰 年,观众人数创下了 16亿 3千 5

百万的历史最高记录。从观众人数和范围

来看 ,战时的英国电影业是名副其实的民

族影业 ,然而此后却一落千丈。年平均观

众人数从 50年代的 13亿 3千 5百 ⒛ 万 ,

下降为 ω 年代的 3亿 3千 8百万、90年

代的 1亿 3千 6百万 ,19“ 年更是跌至前

所未有的 5400万 。随着多厅影院的流行 ,

观众人数自SO年代中期开始有所回升,从
1985年 的 710O万 翻番为 1994年 的 1亿 2

千 3百 53万 。⒛01年 达到了 1亿 5千 5

百 91万 。⑨

尽管影院人数不断下降 ,但人们现在

所看的电影却比过去多得多 ,而且大多通

过电视和录像 ,电影院已不再是观赏电影

的主要去处了。举例来说 ,1994年 影院总

观众人数为 1亿 2千 3百万 ,同年录像带

出租则为 1亿 9千 4百万人次 ,而 19叨 年

的录像带出租更是高达 3亿 2千 8百万人

次。同样是 1994年 ,英 国影院放映了⒛9

部故事片,其中有 “ 部为英国国产片,而

同年有 1,910部影片在电视上得到播映 ,

其中有 413部为国产片。ρ显而易见 ,电视

播放的电影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而且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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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观众比影院观众更具国民代表性。尽

管看电影不再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嗜好 ,多

厅影院也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妇女,但电影

观众仍多为 15-34岁 年龄段的年轻人。

1990年他们占到影院总人数的 78%,而该

年龄段仅占英国人口的夕%。 ①那些不常去

影院看电影的人群,如 妈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小镇市民等 ,却是忠实的电视屏幕前

的电影观众。总之 ,自 ⒛ 世纪 gO年代初

以来,讨论英国电影已不可能不论及英国

电视。电影业越来越依赖于电视提供的拍

摄资金和录像销售带来的利润。四频道自

19彬 年成立后实行的资助电影拍摄的政策 ,

对英国电影复兴起到重大作用。约翰·希尔

和马丁·麦克卢恩在 《大画面小屏幕:电影

与电视的关系》一书中有如此结论 : “
电

视已差不多变成了电影工业。
”@

(三 ) 对好莱坞的敬畏

英国是影片制作、人才猎选、销售代

理以及设施供给方面的欧洲最佳基地,前

景可观。从上述经营中赚得的收人也远远

超过了电影生产的收人。但英国电影制片

厂现在没有勇气想象为民族主义精神而征

服世界。纵观柯达、兰克、格莱德兄弟以

及哥德克莱斯特制片公司曾作出的努力 ,

英国已被数次灼伤。对好莱坞的敬畏已渗

透了栗国制片业的各个层面。美国方式、

美国市场被视为唯一的游戏准则。英国电

影业买不起 自己国家的最佳剧本题材。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和 《指环王》的拍

摄权都被美国制片厂以最高竞价买走。英

国公司若想制作有较大规模投资的影片 ,

一般都得拉进一个美国合伙人才能觅得资

金。欲参与大制作的莱国电影八往往投奔

好莱坞。为取悦美国市场,影片的
“
英国

味
”
不能太浓,场景和主题要较通俗,艺

术手法要尽量展现电影技巧,尽管有时不

合时宜。英国制片人需要明星来开拍影

片,但唯有美国大片才能使英国演员一举

成名。政府的资助促进了影片的生产规模 ,

但所出产的影片很少能吸引习惯好莱坞巨

资大片的广大观众。英国观众大部分如此

青睐好莱坞影片 ,以 至于不少人认为 ,应

该把他们与美国观众相同对待 ,瞄准更大

的美国市场可取得一石击二鸟之功效。对

于
=党

政府期盼的
“
可持续的英国电影工

业
”
的问题在于,英 国国内市场自身也许

永远不会有这种渴望 ,所 以英国影业必须

面向世界 ,而它又缺乏好莱坞享有的巨大

的国内市场资源所带来的竞争优势。 《诺

丁山》里卑微的书店小老板与好莱坞巨星

之间的浪漫故事 ,实际上是英国影业失败

地位的巧妙隐喻。⑩

二 捍卫英国民族电影的历程

好莱坞电影在英国的大受欢迎导致了

英国对文化侵蚀和文化颠覆的恐惧。精英

阶层意识到,有必要建立英国正统的民族

电影 ,以抵抗美国的庸俗道德对英国传统

文化的侵蚀 ,弘扬英国的民族特性。 构筑

英国民族电影的努力最主要体现于两个方

面 :政府和电影业。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

大都基于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承载相当

的文化功能。但英国政府却更常把电影业

视为一种商业经营行为,令 电影人深感失

望。布莱尔政府的电影政策则多多少少让

人看到了一线希望。

(一 )政府的电影政策及其力度

自⒛ 世纪 ⒛ 年代以来 ,英 国政府制

定过多种保护性干预政策以帮助电影工业 :

1927年电影法案宣布好莱坞捆绑式销售为

非法 ,并颁布了电影放映中国产片与进口

片之间比例的强制性配额 ;进 口影片税

(1947-1948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对好莱坞

影片征收排斥性高额税款 ;1949年 成立的

国家电影投资公司明确支持独立制片;伊

迪税款 (1950年 设立 )对 电影票销售征

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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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并以税款来补贴生产资金;税款折扣

(1979年 至 SO年代中期 )对 电影税收有

所减免。

电影生产是一个复杂的工业流程 ,它

的成功取决于大量的长期高风险的投资、

庞大的工厂规模、及复杂的营销与发行体

系。通常来讲 ,有两种现实的故事影片生

产模式 :好莱坞电影厂模式与欧洲补贴模

式。从 ⒛ 世纪 ⒛ 年代中期 ,很多欧洲政

府 ,譬如法国与瑞典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

而对电影业实行有力的政策保护与补贴措

施,但英国却从未如此费心。英国电影既

非好莱坞模式也非国家扶持模式。

因缺乏支持电影复兴或拯救濒临崩溃

的电影业的积极性,英国历届政府屡屡受

到指责。英国政府的挟持很少有实质性的

政府财政拨款补贴。因此 ,长期以来 ,英

国电影完全受市场因素的左右,根本不可

能繁荣 ,甚 至生存。1984年有关电影的

政府白皮书 《电影政策》表明,撒切尔保

守党政府视电影为纯粹
“
商业产业

”
。政

府 ⒛ 世纪 gO年代的措施几乎完全是消极

的:配额制在 19眨 年底被取消并且不会

再重新施行 ;扶持英国电影制片人的伊迪

税也在 19泓 年底被废止 ;每年从电影基

金获得 150万英镑资金的国家电影财政公

司也被私有化 ,从此要靠英国几家主要公

司来获取资金 ;曾成为投资者重要动因的

税收减免也于 1984年至 1986年 被逐步取

消。进人 ⒇ 年代 ,英 国政府对电影制作

的投资逐年减少。在这种情况下 ,奢谈英

国的民族电影已似乎不合时宜。 “
英国电

影已不复存在了。
”⑩仅有为数不多的一

些电影人在苦苦支撑。1989年英国故事

片的产量跌至 30部 ,是英国电影生产 自

1981年来的最低点 ,也是 1914年 以来的

第二低点。⑩由英国独资拍摄的电影更是

少得可怜 :1991年 7部 ;1992年仅 5部 。

寻求国际合作已成为主流。梅杰政府的政

策主要是建立欧洲联合拍摄基金、加入欧

囤

洲委员会的生产与发行资助基金、从 1992

年对制片公司实行税收减免和 19%年后用

彩票收人资助电影 ,但影业受惠力度不大⊙

尽管被册封为爵士,著名影人大卫·普特南

还是在 ⒇ 年代抱怨道 : “
尼可拉斯·瑞德

利这位国务大臣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他将

把使英国电影业倒闭视为自己在工贸部的

最大成就
”
。⑩

1997年 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在其
“
新工党 ,新英 国

”
口号下 ,为 了塑造

“
酷的大不列颠

”
 (Cool Bhtannia)形象 ,

政府对电影的资助出现了重大变化。1997

年 ,工党政府推出了新的第一年百分之百

的税金减免 ,以配合业已存在的三年生产

成本税金减免。⒛01年该税收刺激政策又

被延续三年。但该优惠政策仅限于预算不

超过 15OO万 英镑的影片,极大地缓解了英

国制片人的压力 ,却令美国制片厂颇为失

望 ,因 为他们的影片大多都预算超标 。

1997年 另一个广受欢迎之举 ,是建立三家

由彩票资金资助的被授予特许经营权的制

片中心。对经营权竞标的过程催生了英国

一些最有才能和经验的制片人的联合。此

举旨在脱离影片以单片为单位的作坊式生

产 ,向纵向一体化联营迈进 ,从而支持影

片的可持续性生产。1998年 ,政府发布了

一份关于电影工业的重要报告 ,名 为 《一

幅更大的画卷—— 电影政策审核小组报

告》,报告视电影的经济与文化目标相辅相

成 ,承认政府有重大责任
“
通过战略使用

公共及私人资金、投资刺激和积极的鼓

励
”
,来促进对电影工业的结构性问题的战

略性回应。⑧1995年开始推出的国民彩票

目前是电影生产的主要资金来源。1998年

12月 ,政府宣布彩票收入的 9~900万 英镑

将分配给电影 ,同 时还发放 9OgO万英镑的

直接拨款。⑩⒛00年 4月 ,总揽电影文化

和电影工业发展全面战略对策、全面负责

政府资金拨款的政府机构——电影委员会

成立 ,宣布其主要宗旨之一为
“
支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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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
”
和

“
改善英国影片质量

”⑩。电影委

员会对剧本开发的资助受到了影业的赞扬。

总之,正如电影委员会主席艾伦·巾自克

在电影委员会的成立宣言 《向可持续性英

国电影工业迈进》前言中所直言: “
基本

的事实是 ,⋯ ⋯没有政府的 (直接资助 )

扶持和公共 (彩票)资金, 英国的电影工

业必将崩溃。
”④电影委员会用国家拨款资

助的 《高斯福庄园》赢得了一片喝彩,其

作者朱利安·法娄斯摘取了奥斯卡桂冠。然

而,令人沮丧的是 ,9200万国民彩票资助

的所有 14部影片, 除了根据王尔德小说

改编的 《理想丈夫》以外全军覆没。大量

彩票电影的未被发行所造成的对公共资金

的浪费受到了以亚历山大·沃克为首的影评

家的猛烈抨击。新政府上台时欲将英国影

片在英国影院的票房提高一倍 (至 2m/。的

比例)的计划 (19叨 年不到 10°/o, 《光猪

六壮士》和 《布朗太太》的成功曾一度使

之升至⒛%,但随后又迅速回落④)也始终

难以实现。目前 ,不断强化的国际化潮流

使英国政府不再可能重新推出象配额制那

样的保护性或限制性措施 ,因此电影工业

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二 )电影业本土电影之探索

近乎一个世纪,英国电影业为摆脱困

境作出过多种努力。其中主要包括模仿好

莱坞的大制作、与好莱坞争夺英国国内市

场的小制作 , 以及生产与美国片风格迥

异的艺术电影。模仿好莱坞是指英国与美

国公司合作的、仿效好莱坞套路的大制

作,这些主要定位于美国市场的高成本影

片旨在与美国大片争夺市场。但是由于好

莱坞影片的竞争优势,除个别影片取得了

成功外 ,这一努力导致的结果是制片公司

财政上的灾难。例如,^zO世 纪 ~sO年 代的

柯达、硐 年代的兰克、⒛ 年代的 EMI和
gO年代的哥德克莱斯特制片公司。得益

于延续至 ⒛ 年代的配额制度 ,与好莱坞

争夺国内市场的小制作取得了相对的成功。

这类影片瞄准国内观众 ,风格清新诙谐 ,

竭力展现本土生活的多彩魅力 ,其低廉的

预算使得它们能够从国内市场赢得一定的

利润。但 ⒛ 年代后 ,由 于电影观众人数的

下降与配额制度的取消 ,这种专门针对英

国市场的电影制作陷于停滞。在 gO、 ⒇ 年

代 ,为国际市场生产与美国片风格迥异的
“
艺术电影

”
成为英国电影制作的主要模

式。这一模式主要试图
“
从内容上有别于

好莱坞电影 ,坚持直接或间接地表现民族

特性 ,并通过自己独特的发行渠道 ,及通

常被称为艺术影院的放映场所把它们推向

国内与国外市场
”
。②著名导演列昂·克洛

尔认为
“
本土电影是很有必要的⋯⋯我始

终坚信英国电影只有最具本土特色才能在

美国获得最大成功。我们需要本土电影 ,

也必须找到继续制作本土影片的良方。
”②

英国电影在过去的⒛ 年间所取得的成

就 ,使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影业自 19陇 年起

出现了复苏。这其中的主要功绩当属摘取

了众多奥斯卡奖的遗产电影 (指 由英国古

典文学、戏剧作品改编的电影——编者注 )

流派。 《烈火战车》 (19陇 年)赢得四项

大奖; 《印度之行》 (1啁5年 ) 赢得 11

项 ; 《霍华德庄园》 (1992年 ) 赢得 2

项 ;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19“ 年)获

得 8项提名; 《理智与情感》 (19%年 )

获得 7项提名并赢得最佳剧本奖 ; 《伊丽

莎白》 (1998年 )和 《恋爱中的莎士比

亚》 (1999年 )荣获了金球奖、奥斯卡奖

和英国电影与电视艺术学院奖。遗产电影

因其极具异国特色的主题及艺术风格特征 ,

对美国观众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它在美国

的票房收人也远远高于英国。这导致了英

国遗产电影总是先在美国然后才在英国放

映,gO年代的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与⒇

年代的 《理智与情感》都是极佳例证。

功劳还应该归属于极富英国式幽默的

感人喜剧片。 《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

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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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是 有史 以来最为成功 的影

片——滑稽、令人愉悦且百看不厌。影片

只有不到 sO0万美元的低成本 ,却成为美

国最上座的影片,并取得了 1亿 6千万英

镑的票房 ,创下了当时的英国影片票房之

最。 《憨豆先生》 (1997年 )、 《诺丁

山》 (1999年 )和 《单身 日记》 (⒛01

年)也战绩辉煌。 《单身日记》创造了英

国电影首映周末票房的最高记录。反映国

民生活状况的现实主义影片同样功不可

没 , 《我美丽的洗衣房》 (1985年 )、

《猜火车》 (1997年 )、  《光猪六壮士》

(1997年 )、  《跳出我天地》 (⒛00年 )

均表现不俗。

以上诸多影片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

重新唤起 了人们对英 国电影 的关注。

1996年 英 国投 资拍摄 了 128部 影 片 ,

1997年 116部 。1997年 以后 ,每年都近

100部左右囡 (但遗憾的是有一半得不到

发行 )。 1998年 以来 的 《伊丽莎 白》、

《滑动门》、 《两根大烟枪》、 《恋爱中的

莎士比亚》、 《诺丁山》、 《哈利·波特》

以及 《柯莱里上尉的曼陀铃》均可圈可

点。它们极大地鼓舞了影业的斗志,激励

着影业的生产。然而,这些电影更多的是

依靠其海外 (尤其是美国观众)而不是国

内市场 , 才取得了相当的民族电影殊荣

和可观的票房收益。而且更为关键的是 ,

由于美国的投资,大部分的票房收人流回

了美国,英 国电影国籍问题引起了争议。

此外 ,相当多影片的惨败招致了激烈的批

评, 《卫报》以
“
民族的耻辱

”
为标题抨

击英国电影
“
如此令人震惊地、极度地、

精致地糟糕
”⑤。

综观 ⒇ 年代的英国影业 ,相对于美

国及大多数欧洲国家单一大公司对影片生
产、发行及放映的纵向联营,英国的影片

三==≡ =上 处于小作坊模式。制片公司

乏哼  Ι =扛 量 `l∶ 乏 =女全莛以筹

t  ∶: t 二卩Γ    ̄∷T和 r  ″】 定l乜 T=——号可

影片的资金来源竟然有不少于 16个不同的

出处。⑩1997年 出产的纯英国影片的平均

预算不到 350万 英镑 ,而 同期在英国拍摄

的外国影片的平均预算则高达 1800万 英镑

以上。乐观地来看 ,影院观众人数在不断

增长 ,⒛01年 创下了自 1973年 以来的最

高纪录。⒛00年 两部以 ⒛ 年代为背景的

英国原汁原味影片 《十足东方》和 《捕鼠

人》的票房战绩及影评褒扬证明,英 国电

影不一定非得随波逐流。赛莉·希宾指出 ,

英国电影生产的成功之处在于
“
制作影人

有激情制作的影片,而不是单为吸引更多

的观众⋯⋯英国电影生产的非一体化联营

结构反而在文化多样性和自主创造性方面

体现出某些重要的优势。
”⑧但遗憾的是 ,

这种成功太具偶然性 ,难 以预料 ,难成规

模。总体上,英 国电影的题材、风格千差

万别 ,缺乏明确的可持续的艺术类别。严

峻的现实又使得影业变得过于谨慎 ,爱重

复获得了一次性成功的影片。例如 ,在

《两根大烟枪》火爆后 ,⒛00年 出现了太

多的相似的犯罪片。目前 ,迫于压力 ,英

国主要制片公司的精力集中在旨在征服国

际市场的大预算英美合拍片上。这些影片

预算多高达一千万英镑以上 ,有 已受欢迎

的文学作品、强有力的明星阵容、跨国界

的审美吸引力作为成功的保证。⒛01年没

有一部英国电影参加戛纳电影节 ,令报道

此事的英国记者深感失望。 《⒛03年 电影

电视手册》概述认为,如将 《哈利·波特》

和 0O7邦德片从英国电影制片中拿走的话 ,

英国电影工业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未完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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