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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电影研究

三 英国电影文化与电影传统

英国的学术电影文化体系形成于 ⒛

世纪 ⒛ 年代中期。具体体现为 :19⒛ 年

成立伦敦电影协会 ,出版专门的学术或评

论性 电影 杂志 (以 1927年 开始 出版

《CLOSE LTP》 为代表 ),1920年代中期

开始在日报、周报及杂志上发表严肃的电

影评论。几本有关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著

作也在这个阶段发表 ,例如保罗·罗萨

1930年出版的 《电影至今》。最后是 19sS

年成立的英国电影研究院。1969年 ,艾
伦·劳维尔在一篇提交给电影研究院的研

讨会的论文中指出,英国电影是
“
不为人

知的影业
”①,长期遭影评界忽视 ,好似

不值得研究。此情景在 1970、 1980年代

有所改善 , 至 1990年 代情形已大为改

观。电视频道的增多使更多的电影得到播

放 ,也 吸引了更多的观众。1989年 开始

出版的 《帝国》杂志成为 90年代最畅销

的影评刊物。随着 1990年代一批电影的

成功 ,对英国电影的学术性研究兴旺起

来。新书挤满了书架 ,研究课程进人了院

校 ,学术会议频频召开。

英国电影文化一直受控于一系列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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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以不同的方式相

交织 ,并因此引出对民族电影的不同见解 ,

以及希望有别于好莱坞的不同电影战略。

英国电影文化的基调或出发点是其文

化优越感和对国民性变更的恐惧。英国电

影文化更推崇一种可以以艺术、文化、高

质量、纯电影来评述的民族电影。与此同

时 ,美国电影的文化杀伤力也引起阵阵惊

恐 : “
整个地球正在不知不觉地被美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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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电影人及政治家打心眼里担心 ,英国

固有的民族特性和纯真的文化价值会输给

/标准化的美国大众文化 ,尤其是电影的影

响对象被认为是社会中最易受影响的工人

阶级观众。1923年英国全国影联主席表达

了对文化侵蚀的担心 : “
一个国家如果今

天没有她自己的电影 ,将在世界上失去自

己的民族之声 ,难现自己的民族之愿 ,其

∷文化和思想潮流也将惨遭忽略。
”③也正是

'这些担心导致了保护民族电影的配额制的

出台。

那么英国电影又有何特色?英 国当代

影坛继承的是什么样的电影文化呢?文学/

戏剧/历史片以及写实主义影片被公认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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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统 ,既有票房战绩又受电影界和影评

界恩宠。它们避开好莱坞锋芒 ,独辟蹊

径 ,展示迥异的英国风情。鉴于它们对展

现
“
英国生活方式

”
的忠诚 ,它们被推崇

为
“
精晶

”
电影 ,以其文化价值受到推

广。♀从这个意义上讲 ,追求精品电影也

就是追求与好莱坞或欧洲电影不同的民族

电影。更为可贵的是 ,它们不仅源远流

长 ,而且生命力不衰 ,布莱恩·麦克法兰

和罗伯特·默菲在 《英国电影》一书中均

指出,文学/戏剧传统、写实主义以及喜

剧片是 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三大类影片。

对文化遗产和本土传统的推崇 ,对弘扬英

国民族性的格调和风范的需要 ,导致英国

电影艺术家及精英阶层对反映中上阶层田

园生活的文学/戏剧/历史片的偏爱。这些

电影取材于昔日的英国,用画面表现英国

的田园风光 ,美化英国传统的生活方式。

它们以怀旧的情绪、戏剧化的方式表现英

国的民族性、王室生活、大英帝国、田园

贵族以及社会的和谐。该传统至 19SO年

代出现了复兴,被新命名为
“
遗产电影

”
。

它们多由过去的文学名著改编而来 , 以

长镜头、油画似的取景风格、舒缓的节

奏,极力渲染烘托田园秀色和建筑及文化

遗产之美。它们重人物刻画、轻情节起

伏 ;大段纯英国腔的精美对话独具特色。

从 19sO年代的 《英宫秘史》、 《伟大的维

多利亚》、1940年代的 《远大前程》,到
1980年代的 《烈火战车》、 《印度之行》、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 19⒇ 年代的 《霍

华德庄园》、 《理智与情感》、 《伊丽莎

白》,遗产电影始终是英国影坛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1990年代满载盛誉的影片中

有二十多部属该流派 :继 19⒆ 年 《亨利

五世》之后 ,有八部影片改编 自莎翁戏

剧 ,四部改编自简·奥斯汀小说 ,此外还

有奥斯卡·王尔德的 《理想丈夫》、 托马

斯·哈代的 《裘德》,亨利·詹姆斯的 《鸽

之翼》, 以及弗吉尼亚·沃尔夫、E· M· 福

斯特、乔治·奥维尔和格雷厄姆·格林等人

的作品。

反映英国社会民众生活的写实主义电

影是另一大传统。英国民族电影的现实主

义思潮始于 ⒛ 世纪 sO年代格雷埃森倡导

的关注人民大众、真实反映普通民众生活

和生活环境的纪录片一现实主义运动 ,该
运动给英国电影注入了社会责任感的理念 ,

受到了高度评价。安德鲁·希格森认为
“
英

国电影如果有一种运动值得骄傲的话 ,那

就是纪录片运动
”
。 “

与纪录片运动相关的

现实主义构成了唯一真实可信的民族文化

传统
”
。⑤1940年代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战争片将该传统推向了巅峰。1950年代后

期/1%0年代早期的自由电影运动纪录片

和英国新浪潮电影再次肯定了现实主义理

念 ,导演林塞·安德森竭力强调展现真实可

信的工人阶级生活形象的重要和急迫。

1980、 1990年代的现实主义影片则把目标

对准多元的民众 ,反映英国社会的变迁和

复杂性。从 1930到 1990年代 ,现实主义

始终是一条主线。 《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

早上》 (1960年 )、 《我美丽的洗衣房》、

《心声的吹奏》 (1996年 )、  《光猪六壮

士》、 《海滩上的巴吉》 (1993年 )、  《奇

境》 (1999年 )、 《跳出我天地》 (⒛00

年)都是极佳例证。现实主义流派也崇尚

反映英国国民特性 ,但这里的国民特性不

是遗产流派或伦敦剧院的陈旧过时的英国

特性 ,而是现代生活中的英国及英国特性 ,

强调与现代性相关的几个关键主题 :都市、

工业、社会变迁、对低层阶级的重视 ,并

以工业区 (多为英格兰北部)实景拍摄为

特色⊙现实主义呼吁更民主地体现国民性。

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把普通民众请进历史 ,

那么,早期现实主义的局限是居高临下地

看待普通民众 ,把工人阶级写进已定格的

民族文化里。1960年代早期的现实主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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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多少有些浪漫主义色彩,诗化的现实主

义往往美化惨淡的风景与时光。而 1990

年代的现实主义也多根植于英格兰北部都

市场景 ,没有 1960年代早期影片那样浪

漫,故事常常比以前更加伤感 ,表现工业

衰退、经济滑坡形势下工人阶级,尤其是

男性工人群体的危机和异化。

电影评论话语并不单单是描述一个业

已存在的民族电影,它们在评论过程中实

际上参与了对民族电影的塑造。评论家在

对民族电影的评论中常常非常有选择性地

推崇对某一类电影的解读。由于影评界对

某些电影的忽略和贬低 ,如海默的恐怖电

影 ,甘斯巴罗情节剧以及 Ccrr,o乃 喜剧 ,

这些电影形成了英国电影文化受压抑、受

冷落的一面,尽管它们曾非常流行 ,深受

影迷喜爱。电影评论沉湎于一个自满和反

动的英国特性模式。正统的英国电影被严

重打上了高品位、克制力、缄默等特色的

烙印。作为国家的全权代表,政府也更推

崇的是
“
遗产

”
和

“
宁静

”
的英国形象。

英国外交部拒绝资助黑人影片参加 1992

迦太基电影节 ,因为它们不太能代表英国

电影 ,并 可能给英国造成一种坏印象 ,

“
毕竟 ,它们不是 《霍华德庄园》

”
。在

1998年 达卡举行的第一属英国一孟加拉

电影节 ,英国文化委员会选送的是有殖民

色彩的影片 ,如 《布郎太太》、 《烈火战

车》、 《英国病人》和 《值得记忆的-
夜》。⑥

为了创建一个负责的、唯美至上的民

族电影 ,英国电影人把自己的创造力局限

于对美学传统的狭隘追求上。因此 ,杰佛

瑞·诺埃尔一史密斯指出,英 国电影是贵

族化的电影 ,过于迎合中上层阶级的艺术

审美观与价值观,总是显得压抑和令人窒

息,缺乏民主精神,并且从未真正受到过

英国大众的喜爱。⑦英国电影业也被指责

缺乏对电影艺术形式之潜能的探究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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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过多强调使其拍不出好娱乐

片, 其电影太适合于电视 ,缺乏影院所需

的大气 ,⑧当然 ,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问

题、没有争议的英国电影文化。对英国文

化和遗产的促进 ,或准确地说该促进哪一

种英国文化和遗产模式 ,在如今和在 1920

年代一样仍然难有定论。商业效益和文化

价值始终是难解的矛盾。纪奥夫·布郎认

为 ,1990年代英国的不同电影有不同的目

标观众 , 1997年 《猜火车》和 《理智与

情感》同一天首映,说明此时的英国电影

文化是
“
每人各取所需

”
。⑨19⒛ 年代的电

影文化不鼓励对思想和价值的讨论 ,市场

力量 (或实用主义)的影响明显。 《帝国》

影评杂志充斥着好莱坞新片介绍、明星和

时尚。著名导演洛奇现实主义影片的人道

\、
主义思想受到容忍 ,但得不到认可。他的

影片只能在欧洲电影节上获奖 ,但赚不到

票房。 然而尴尬的是,不论英国电影怎样

做 ,它们都会遭到一些影评人士的蔑视 ,

自然主义被视为
“
太适合于电视

”
,而与其

反道而行的影片则被论为
“
过于浮华

”
。

1990年代的一股抱怨之声就是影业过于迎

合大众、追求
“
座位上的屁股

”⑩。

总之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 ,英 国在

任何层面上都缺乏一个非常崇尚电影的文

化。英国缺乏法国意大利那样的电影学术

兴趣 ,也缺乏美国那样的大众深入的参与。

如今 ,英 国电影文化又受到全球化、各种

新传媒的繁衍以及跨文化活动的更加严峻

的挑战。

四 民族性及英国民族电影的文化必要性

在一本展望 19gO年代后英国电影业前

景的题为 《英国电影现状》-书 中,作者

杰佛瑞·诺埃尔-史密斯以
“
但我们真的需

ˇ
要英国电影吗 ?” 作为该书最后-章的标

题。这个标题足以显示出 19gO年代电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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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和环境的残酷 ,以及电影界人士、影

评家及观众对英国电影业深深的失望、无

奈和冷淡。由于缺乏对英国电影的评论热

情 ,弘扬民族电影的任务更显艰巨。也正

因如此 ,以约翰·希尔为代表的影评家认

为,为英国民族电影摇旗呐喊更加必要和

紧迫。

希尔在邓肯·派垂编著的 《英国电影

的新问题》一书第一章中,以
“
民族电影

问题与英国电影生产
”

为题详细回答了这

个问题。他坚决反对撒切尔政府视英国电

影为纯粹
“
商业产业

”
,对电影生产采取

自由市场竞争态度 ,他的主要依据是英国
Ⅱ电影对构筑英国民族特性所起过的作用。

鉴于英国影片生产的不良经济状况,希尔

认为政府对民族电影的支持的必要性是基

于电影的文化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 ,振

兴民族电影的文化价值与繁荣公共广播宣

传的原则极为相似。张扬民族自豪感、保

持民族文化传统及特性也一直是欧洲倡导

艺术电影的主要原因,欲以制片的
“
文化

模式
”
有别于好莱坞的

“
工业模式

”
。

在英国,有相当一部分电影研究学者

对电影在构筑民族特性方面的功效不予赞

赏,认为英国电影所反映的民族特性过于

狭窄 ,没能反映出其动态及混杂的特点。

对此,希尔认为民族电影并不需要局限于

狭隘的民族主义范畴之内。一个具有真正

文化价值的英国民族电影 ,应该以
“
塑造

足以体现当代英国社会之复杂性的不同

的、有挑战性的代表形象
”⑩为特色。事

实上 ,1980、 1990年代的英国电影已比

以往更能够较全面地表现当代英国国民性

的动态、多元和混杂。它们敏感地关注了

英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差异和复杂性,表

达了对民族、地区、种族、性别、阶级等

特性更敏锐的认识。反映有色人种题材的

《我美丽的洗衣房》、 《海滩上的巴吉》、

《奇境》、 《十足东方》 (1999年 ),反映

苏格兰生活题材的 《格里高利的女友》

(1983年 )和 《猜火车》,以及反映威尔士

生活题材的 《双城》 (19” 年)是几个极

好的例子。许多 19⒇ 年代的影片将景地选

在了远离伦敦的爱丁堡、谢菲尔德、诺丁

汉等地 ,表现出全球化浪潮下对地区与全

球关系的关注。总之 ,19⒇ 年代至今的影

片包容了文化多元论、跨民族主义和地方

自治 ,所构建的英国民族特性更易被接受 ,

是一种扩展了的民族感 ,对传统的英国特

性、达成共识的民族形象形成了挑战。但

无可置疑 ,这些电影引出了一个问题 ,即

它们能否仍被理解为民族电影之产品,英

国电影中的
“
英国

”
二字该如何被理解 ?

保罗·威勒曼和希尔均认为,民族电影可以

是涉及民族内某一部分群体的生活 ,不一

定非得展现明显的、同一的民族特性 ,今

日的民族电影应包括黑人题材电影、苏格

兰电影、威尔士电影。②希格森则持不同

意见。在 ⒛00年 出版的 《英国电影今昔》

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更有弹性的术语 ,

认为
“
后民族电影

”
之概念能更好地描述

包容文化多元、差异和混杂的电影。理由

其一为 《我美丽的洗衣房》、 《海滩上的巴

吉》之类的影片所探究的一些特性和位置

是非常局域性的或跨民族的。对此 ,希尔

不能苟同,坚持认为希格森的
“
后民族电

影
”

可以归在民族电影之门下 ,只 因为英

国电影不再固守根深蒂固的民族思想并不

意味着可以整个废弃民族电影之理念。民

族电影可以重塑英国境内的民族或多种民

族的文化特殊性。而希格森则认为希尔观

点的局限性在于,它不仅仅是出于学术理

论争论 ,还有一部分是为电影政策而战。

由于国家电影政策仍建立在民族范畴之上 ,

所以有必要在这个层面、用这种术语来争

辩 ,为那些表现非趋同性、复杂的英国民

族生活的电影的得以制作而创造条件。⑩

一些评论家担心对非主流的关注会削

弱或否定民族共同特性感 ,聚焦于分支则

忽视了整体。斯图亚特·杰佛瑞斯认为
“
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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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合乎情理地希望它能生存和繁荣 ,而且

综上所述也应该如此期盼。英国电影的经

济抱负应该是谨慎的,而文化角度的抱负

则应该更宏大一些。大卫·普特南则寄希

冫望于文化与经济效益的良好结合 : “
强烈

的文化抵抗应建立在对市场现状的坚定理

解的基础上
”
,他坚持电影应

“
脱离对文

化保卫的依赖 ,把精力放在工业成功上
”
。

电影部长汤姆·克拉克则呼吁
“
以激情制

作、金钱开路
”

的电影。②

五 英国民族电影新视角

“
自卑情结

”
与英国电影的发展如影

随形。好莱坞对英国影业的垄断导致有看

法认为
“
英国电影工业的一个明显特征就

是它不是英国的
”⑧。对民族电影的捧场

并无力扭转英 国民族 电影工业衰落的命

运 ,以及因热爱民族电影的国内观众的大

量流失所带来的失落感。在英国的电影制

作̌已不再能和英国原创影片划等号了,它
也不再意味着英 国文化被英 国人所消费

了。 “
英 国银幕为英 国观众放映英 国电

影
”

已成为一种梦想。英国不得不靠美国

市场来取得立身之地 ,在制作电影时,它

首先考虑到的是国外观众 ,然后才是本土

观众。本·埃尔顿在 《不可思议》一书中

如此评价 : “
英国影业的一个趣事是,尽

管我们在高谈阔论英国的新才能时表现出

雄心勃勃、冷俊的大不列颠沙文主义 ,

'我

们却完全以美国人民是否爱看来评判我

们的产品。
”②美国投资还对影片的内容

及艺术表现方法有所左右。在压力之下 ,

“
为了将电影销售给美国的发行商们 ,英

国电影制作者不得不采用大西洋彼岸的生
∷产价值观。

”⑧向世界展现的英国也时常

是
“
旅游者眼中的英国

”
。

英国每年仍出产一定数量的影片,但

偶有几部能在国内国际票房打响,大都激

不起任何浪花。多数英国电影都是低投资

的,并且相当一部分是为电视台所拍摄的。

有关电影生产复兴的热情洋溢的报告在某

种程度上是不真实的 ,因 为它们是基于美

国人 目前仍愿意在英国摄影棚拍片。以最

近的 《哈利·波特》系列片为例 ,其演员、

技师和工作人员主要是英国人 ,但导演和

制片人员主要是美国人 ,虽然成为英国票

房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英国影片,但利润却

流向了美国。所以,更悲观些的观点认为
“
英国除四频道播放的影片外并无英国电

影
”
。⑩而四频道也因制片的持续亏损 ,不

久前近乎停止了其资助电影生产的政策。

英国民族影业的维持离不开政府的优惠政

策及资金挟助 ,但彩票电影的失败也使之

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英国并不是唯一的
“
病人

”
。随

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 ,世界电影工业

己明显意味着以好莱坞为中心、美国人通

过生产、发行及放映纵向一体化跨国联营

的结构实施垄断。英国电影研究院认为 ,

对此 ,任何单一民族国家的文化政策都难

以驾驭。从积极的角度来看 ,英 国电影人

早已睿智地意识到旧仗已败 ,新的争夺正

在新的战场 ,即 电影国际化战场展开。面

对电影工业国际投资、国际合作或合拍潮

流的日益兴盛 ,英 国调整了战略。英国电

影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电影了。

事实上 , 
“
从投资、人员、内容及市场吸

引力方面来说
”
,英国电影已越来越

“
国际

化
”

了。②英国电影国籍的界定条款也越

来越宽容。②

就电影内容而言 ,好莱坞一直力求面

向国际观众最大限度地挖掘市场潜力。在

逾越国家疆界的同时,他们开始以国际标

尺来想象社会性 ,营造多民族的、甚至世

界的、幻想中的领土和文化空间。其影片

多涉及浪漫、成功、生存、道德这些世人

可共享的内容 ,叙事和画面追求一种大都

市和全球性魅力。好莱坞的这种审美标准

已被全世界所共享。克劳福兹认为
“
也许

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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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跨国界的理解力 ,好莱坞电影已几乎

不再被称为民族电影
”
。②它已演变为一

种泛全球性的国际电影 ,深受各国人民的

喜爱,成为电影为重要娱乐形式的大多数

国家里民族文化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

果说好莱坞是国际杯准的代表 ,那么从某

种蓐义△才:鲜叩的民族申影生产就是非
标准∷昀和边缘化的。电影工业的全球化并
不青睐戛纳电影节所推崇的民族电影。的

确,多少年来一直被英国电影文化认为是

真正民族的英国电影种类 ,如纪实现实主

义传统或遗产电影 ,始终难以赢得广泛的

共鸣。 “
民族的

”
和

“
大众化的

”
这两个

词语在英国电影文化里基本上不相等衬。

杰佛瑞·诺埃尔-史密斯发人深省地指出 ,

“
英国电影一直令人尴尬地不得不和目前

远比本土电影更深人英国文化生活的美国

电影相比拼。
”⑦

在新的世纪里,民族电影与好莱坞国

际电影之间应该是一种互为依存的互补关

系。汤姆·欧瑞根指出,21世纪的民族电

影不能奢望取代好莱坞,它只能立足于对

其提供=种独立、健康、具有地方韵味的

补充。 菲利普·亚当斯和巴瑞·琼斯也认

为奢望民族电影枝繁叶茂不够现实 ,只要

能使我们探索民族特性、向世界电影节供

片,为全球市场上层观众制作有文化特色

的影片,=个 f小巧精致的电影工业
”
就

足够了。⑨

对
“
电影

”
概念的理解也遭遇挑战。

电影的放映形式越来越与 DVD和英特网

连在了一起
'重点从电影工业传统的经济

基础设施转移。因此 ,有 观点认为
“
电

影?二字可以转换为
“
屏幕

”
或

“
移动影

像
”
。从某种意义上讲 ,全球化的经济影

响在这方面也最明显。现在大多数电影一

半以上的收人来自于其电视录像二级市场

以及三级市场 ,即音乐销售、多媒体、以

及以不同形式再现的剧照形象的版权。

1993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

囵

谈判在保护欧洲电影市场问题上争执的焦

点 ,已集中在对无线电波和有线电缆连接、

对电视、录像、数字化多媒体以及信息超

级高速公路的控制方面。在这个更具市场

价值的领域里 ,各国起码 目前仍坚守自己

的阵地。 《影像与音响》杂志 ⒛01年 6月

的社论指出,未来的民族电影之路也许是

数字化影像 ,其新颖的发行网络也许能很

好地满足展现地方形象的需要 ,而不再依

赖于影院。②

尽管仍有许多人为民族电影工业摇旗

呐喊,但英国影业的困境毕竟使得该阵营

越来越弱。影评家和工业界大都不再真正

地相信民族影业。人们怀疑在全球化的未

来 ,英国电影是否还能反映国民之所思。

尽管英国电影前途莫测 ,布莱恩·麦克法兰

认为 ,对那些热爱英国电影、欣赏其魅力

的人来说 ,保持纯真的乐观主义态度很有

必要。⑩毕竟 ,英 国在 19⒛ 年代发行了比

19ω 年代早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影

片。目前 ,英 国电影工业唯一能做的就是

为更有利的竞争环境、更大的市场份额而

拼搏。从长远来看 ,英 国民族电影业的出

路很可能在于 ,鼓励创建完全一体化的综

合性公司,能够同时生产电影及电视节目,

充分利用电视、录像、计算机等所带来的

市场机遇 ,依靠其为国内国际电视和电缆

运作的服务 ,来求得生存、独立、甚至繁

荣。展望未来 ,英国民族影业任重而道远。

注释 :

①艾伦·劳维尔 《英国电影:为 人所知

的电影?》 , 《英国电影》,第 200页 。

②安德鲁·希格森 《挥舞旗帜:构建英

国的民族,电 影》克莱尔顿出版社,1995

年,第 18、 19页 。

③同上,第 ⒛页。

④萨曼瑟·雷 《英
`国

社会现实主义》,

墙花出版社,⒛02年 ,第 ⒛ 页。

⑤同注②,第 ”、笏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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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托比·米勒 《电影工业和政府 :

“
没完没了的豆豆先生和那德先生

”
?》 ,

KK90年代的英国电影》,第 40页 。

⑦杰佛瑞·诺埃尔-史 密斯 《但我们

需要它吗?》 ,马 丁·奥蒂和尼克·罗迪克主

编 《英国电影现状》,英 国电影研究院出

版社,1985年 ,第 152页 。

⑧同注④ ,第 ⒛、101页 。

⑨纪奥夫·布郎 《每人各取所需:90

年代的英国电影文化》,罗 伯特·默菲主编

《90年 代的英国电影》,英 国电影研究院

出版社,⒛00年 ,第 35页 。

⑩同上,第 2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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