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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民间影评尤其是网络影评形势的发展不容忽视。在追寻民间影评的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本文

指出网络影评所具有的三个方面的独特特点。继而，进一步分析以网络影评为代表的民间影评在当今社会对中国

电影走向产生的已有和潜在的影响。最后，运用相关大众文化理论阐发网络影评崛起及其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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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001/）统计，截止

到 ($$% 年 # 月，中国网民已超过九千万。近年来，

民间影评尤其是网络影评形势的发展不容忽视。首

先是电影论坛层出不穷。著名的电影论坛有：西祠

胡同的后窗看电影、新浪的影行天下、北大新青年的

北大夜航船等。除此之外，著名网络影评人黄小邪

主持的“清韵影视乱谈”、广播学院文学系老师王宝

民主持的“触摸电影”、电影学院文学系老师杜庆春

（23456347）主持的“黄亭子五十号”、小赖与小白、大

豆主持的“天涯”社区“影视评论”论坛、网易的电影

论坛、秦里与孙行者等主持的“扇子论坛”以及妖灵

妖主持的“电影 #$#”等都是比较有名的电影论坛。

其次是网络影评影响的扩大。不但网络影评集结出

书。比较有影响的是《 后窗看电影》、毛尖的《 非常

罪非常美》、孙昌剑《 我的电影手册》、《 我的新电影

手册》、《 顾小白电影水笔———等待是一生最初苍

老》等图书的发行。而且，周黎明首届民间影评人

奖的成功设置直接把民间影评的影响伸入到电影。

还有，网络影评造就了卫西谛、顾小白、周黎明等著

名网络影评人。甚至，单单了解《 后窗看电影》我们

就看到好多影评写手甚至对自己的职业做出重新选

择，把当初对电影的单纯热爱转变为自己的正式职

业。正是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得我们有必要追寻民

间影评的发展轨迹，找出民间影评区别于以前的影

评、职业影评的特点。

影片是放给观众看的，自从有电影就有民间影

评。相对于职业影评的发展有序，中国直到 ($ 世纪

%$ 年代才有有组织的群众影评。但不幸的是，由于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真正表达民众心声的影评

并没有发展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树立了实事

求是的方针，民间影评才得到真正的发展空间。一

个又一个的影评组成立了，大量的影评文章发表出

来。但是总是不及职业影评有权威有影响力。进入

+$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景气，无论是

职业影评还是民间影评其数量和质量都堪忧。自网

络进入千家万户后，网络影评作为一种新的民间影

评应时而生并茁壮成长起来。由于网络媒介的特殊

性，网络影评自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独特的特点。

除了具有以往民间影评的群众性、自发性等特

点外，网络影评还有其独特的特点。

其一，更广泛的群众性与更突出的市民性。相

对于 +$ 年代以来各种 8/9、989 的发行、盗版碟的

大行其道，.$ 年代乃至以前，除了露天电影，去电影

院看电影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奢侈。这自然影响到

电影受众的数量。何况以往的我们能见到的民间影

评，必须得经过编辑的筛选和修改，合格者才能在报

纸、期刊、书籍等发表出来。而今，网络的门槛很低，

只要你会说话、会打字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论坛等

地方发表你对电影的看法。虽然质量良莠不齐，粗

制滥造的情况时有出现，但是却反映了更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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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评意见。并且，不同于在 !" 年代的社会背景

下，人们的写作注重宏大的叙事和意义的追寻，网络

影评创作者多出生于 #" 年代末 !" 年代初，他们生

活在商品社会，是在新的社会肌体上成长起来的，更

能反映广大市民阶层的心声。

其二，更现场的真实性与更明显的娱乐性。如

今的电影影评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宣传影

评。写作这一类影评的人多被电影圈内人士收买，

跟他们形成共谋关系。他们只负责为电影造势，谋

求电影的高票房。因此，这类宣传影评往往虚张声

势，难免失真。第二类是专业影评。然而近年来专

业影评由于理论形态强，陷进专业术语中难以自拔，

产生了逃离大众的自我贵族化倾向。第三类就是以

网络影评为代表的民间影评。他们既不为人利用，

又不讲究专业，大都发表自己真实的感想。同时也

不必像以往以纸为媒介的民间影评那样，为求发表，

多在遣词造句、句法结构上下功夫，有感即发的网络

影评追求先吐为快，看完电影即发议论，虽然难免有

印象式的直观感受，但却保留了民间影评的原汁原

味，更具现场性。由于不追求专业水准，也不要求文

章规范，这些偏于直观感受的影评文章，就多了几分

宣泄张扬的意味。没有宏大的理论也没有矜持的词

句，网络影评在张扬个性的同时，带有更强的娱乐色

彩。

其三，更 隐 秘 的 私 人 性 与 更 强 烈 的 交 流 性。

“后窗看电影”建版时，版主卫西谛感慨道：“做学生

的时候只能听老师说，工作的时候只能听领导说，直

到有了网络才有了自己说话的地方。”［$］人气最旺

的后窗论坛坚持这样的电影理念：电影是生活的一

扇后窗。在这里我们不难窥得网络影评人的内心心

声。自己说话就能说真正属于自己的话，把电影当

作生活的一部分就能在写作时留下自己真实生活中

的体验和感悟。如果细心，那么无论是直接观看电

影论坛上的评论，还是细心阅读集结优秀之作的影

评书籍，我们发现他们很多的文章都带有自己的生

存经历、自己的生命体验。有时候他们触影生情、缅

怀往事，有时候他们意气风发、畅想未来，有时候他

们的感情直接和电影的人物相共鸣，有时候他们在

影片中看到似曾相识的人物命运。以上种种，都使

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扑面而来的忧

愁、欢喜、悲叹、感慨。但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

私人性写作，一旦在网络上贴出来，文章就不再属于

写作者自己。读者或者默存于心或者发帖交流，无

论是心有戚戚还是否定辩诘，都可引起广泛的交流。

由于网络的快捷方便，交流更是打破了时空的具体

限制，具有很强的交互性，并且随着电影种类的增

多，相互的交流便于双方共同启迪心智，扩大视野，

增强电影兴趣，深化对电影的认识。同时，影评不仅

具有传统的电影引导作用，它更是人们的一种生活

方式、娱乐方式、感悟方式。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第一阶段

的群众影评小组，第二阶段的媒体和记者唱主角，民

间影评迎来一个新的开创阶段。千千万万的“ 无名

影评人”开始工作，迎来创作型观众的迅速成长，并

开始展现其独特的特点。

二

毫无疑问，影评和电影有密切的关系。民间影

评是广大观众对电影的真实看法，反映观众的喜恶，

也必然对电影产生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电影

观众的迅速崛起，他们广大的群众性、市民性、现实

性、娱乐性以及对电影的新的理念必然对电影带来

巨大的影响。我们看到电影取得成功的诸多因素

中，观众的参与和评论越来越重要。电影不再是导

演或者电影圈内人士自己的事了。要保证电影的发

行顺利、票房高回报，不得不考虑到电影对观众的吸

引力。可以说观众的巨大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塑

造着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道路。我们看到以张艺谋

和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虽然利用各种各样、

千奇百怪的宣传招数不停地对人们的视觉和听觉进

行轰炸，引来媒体的炒作和大众的关注目光，但其后

的反响却大都平平。张艺谋的《 英雄》、陈凯歌的

《无极》算是这几年票房收入的佼佼者。前者创下

%& ’ 亿元票房的奇迹，后者票房直攀 % 亿，是 "’ 年

度的票房收入冠军。但是这两部大制作口碑却难尽

人意，甚至是骂评如潮。而新生代导演作为电影的

一支新军，“开始占据更为突出的位置，甚至呈现出

取代第五代导演的势头。”［%］（(%%)）其原因除了第五代

导演创作锐气的消退等因素，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站

在精英立场的第五代导演，关注国家、民族、历史的

宏大叙事、充满理性和反思色彩、传达激情与崇高的

影片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趣味。而新生代导演

的创作关注中国老百姓常规、普遍、世俗的卑微人

生。他们偏于世俗底层的文化取向，在他们的影片

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他们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看

到这样的社会群体：罪犯（《 过年回家》）、打工仔

（《十七岁的单车》）、同性恋者（《东宫西宫》）、小偷

（《小武》）、妓女（《苏州河》）、行为艺术家（《极度寒

)*



冷》和《蓝色爱情》）、吸毒者（《昨天》）等等。并且，

对这些主人公的审美表现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过去电影中常见的批判立场不见了，似乎天然地

处于反派地位的角色类型也模糊了。那种个人的生

存困境，那种追求美好的感情，那种支配着生命冲动

的原始欲望，那种虽然属于另类却同样具备的人性

内容，都一一得到了认同。”［!］（"#!#）这样就使得影片

更能反映现实状况，也更能引起观众的深刻的生命

体验。成长在 $% 年代的第六代导演的新的教育背

景、所处的文化开放的社会环境、自己独特的生活经

历使得第六代导演的影片发生如此之大改变具有必

然性。但我们也不能不提到观众对第六代导演影片

创作的巨大的影响力。实际上，正是考虑到观众这

个电影的消费生力军因素，第六代导演才被迫放弃

自己的精英教育背景，开始在意如何获得商业上的

成功。拍摄《 押解的故事》的导演齐星就坦诚地承

认：“我当时在做片子时有过比较激烈的思想斗争。

当时想，这个片子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不去考虑市

场，走艺术的极致。但后来想想，还应该向大众化的

方向靠拢。如果影片的中心思想是有一定深度的，

那你讲故事的方式就可以通俗一点。我是个投机分

子，在大家都在考虑个性化的时候，我想往通俗化的

方向上靠。”［&］正是考虑到观众的巨大影响力，第六

代导演的影片才更在意故事的好看、叙事节奏的加

快、镜头语言的更富现代性，才避免更多的说教，反

而把娱乐功能置于更突出的地位。这样，第六代电

影就具备了更鲜明的大众化、通俗化、更多反映市民

生活、更浓重地体现世俗审美趣味的新面目。

如果说，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对市场的重视，还带

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性质。那么冯小刚的电影却是自

觉依靠紧紧抓住观众的心理，达到电影又叫座又叫

好的一个成功范例。他说：“我拍片时，首先是考虑

到这个电影是否好看，观众是否喜欢，⋯⋯”［’］“ 我

觉得两种关系可以抓住观众心理，一种是直面他的

生活，淋漓尽致地把老百姓过日子的那点事给剥开，

这种一定会很抓人，因为大家就像看到自己一样；还

有一种是把人们的梦想用 (%% 分钟的电影实现一

下，哪怕是超现实的。”［)］在拍摄《 大腕》时，他说：

“需要做的是，减少影片的地域性，使受众更广泛一

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南北方的问题，还要考虑到不

同的语种。”［*］实际上，冯小刚的商业电影正是反映

了广大市民的真实生活，以其通俗性、娱乐性、喜剧

性满足了中国民间影评中反映出来的人民的普遍心

态和特点。所以，电影导演在制作电影时不但不能

忽略观众，而且应该尊重观众，研究观众。只有了解

观众看电影的目的、方向、心态，弄明白观众为什么

喜欢某种电影，为什么选择某种表达方式，为什么会

被某种场景所感动，什么情节最容易得到观众的共

鸣才能保证电影既叫座又叫好。而最真切了解观众

对电影的看法的渠道就是民间影评。

民间影评的新的崛起不仅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力，而且其自身就孕育着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单以

中国最老牌的电影论坛“后窗看电影”来说，建版版

主卫西谛原在江苏省电力设计院上班，后来专为媒

体写稿。在发表《希区柯克的尖叫》一书后，自 #%%#
年始，每年出一本世界电影年鉴。#%%’ 年初，收录

“后窗看电影”早期原创文字结集成书。“后窗看电

影”成立的六年，不仅被看作网络影评崛起、发展、

成其规模的六年，而且“ 后窗”涌现的很多的写手，

也日益成为全国大小媒体中影视版评论者的中坚力

量。不难预料，伴随着民间影评和大众传媒联系的

日益紧密，民间影评必定将发挥并扩大自身的影响。

著名民间影评人顾小白说：“ 目前很多正从事

影评的人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很多人都有志做导

演。”［+］实际上，很多写影评的人都是以影评作为熟

悉电影的手段，以此为敲门砖打开自己的电影殿堂。

最近导演界跃起的新星陆川起初只是一名电影发烧

友。民间影评人王保民个人筹资、运作、拍摄的电影

《葵花朵朵》于 #%%’ 年入围威尼斯电影节。而近年

来的 ,- 热正是民间影评人和广大热爱电影的人们

掀起的一股热潮。继 #%%% 年 $ 月下旬，在《 南方周

末》、北京“实践社”等举办的独立影展中全国各地

民间创作初试啼声，引起广泛的关注之后，在南京艺

术学院现代教育技术部放映厅、摄影棚举办的中国

独立影像年度 #%%! . #%%&，在“后窗看电影”等民间

电影论坛的协作下，对电影长片、纪录片、实验短片

进行展映和评议。其中很多的纪录片、实验短片都

是民间创作的成果。纪录片作为业余作者开始影像

创作的最佳选择，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独立电影中的

最为多产的片种。同时，还有很多热爱电影的民间

影评人到专门的电影学院进行学习或者改变自己的

职业，转而从事与电影相关的职业。曾在网易凯专

栏的影评人士 /012 目前正在电影工作室工作，而他

以前也是一名影评写手。

三

民间影评尤其是网络影评为什么会蓬勃发展起

来，并呈现出以上所归纳的新特点，以及为什么民间

%*



影评会对电影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这首先要考察

民间影评蓬勃发展所处的时代环境。我国进入 !"、

#"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

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一个市民社会悄然

生成，另一方面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发生作用。

汽车、电话、电视、电影、网络使得人们的交流更加频

繁，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很多奢侈品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社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

“大规模消费和高水平生活一旦被视为经济体制的

合法目的，所有这一切就出于社会对变革的需要及

其对文化的接受而产生了。”［#］（$%%& ’ %%(）原本居于从

属地位的人们发起的社会文化革命的时代到来了，

大众文化应运而生。

大众文化逐渐代替精英文化从边缘走向文化的

中心，而今它更是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现代社会的

各个层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大众文化是“ 一

种由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为了从那些资源中获得自

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

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

外部和上层强加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

看到大众文化的一般特点。由于大众文化是从内部

和底层创造出来的，因此它就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

事业，不管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还是普通的百姓

大众，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进入大众文化领域，面对电

视、电影、互联网等媒介带来的丰富的文化生活，他

们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需求的东西，形成平等民主

的文化氛围。同时，大众作为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必

定也能反映出他们真实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所

以大众文化也必定反映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趣味，

表现出市民化、世俗化的特点。大众文化在表达自

己的审美趣味的同时必定对精英文化产生抵制，因

此他们不会把艺术看得高不可攀，相反它会拉近艺

术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不会考虑国家、历史、民族等

宏大叙事，相反会更加突出当下的生活空间。随着

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压力的加大，尤其是还要

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带来的各方面的混乱，人们迫切

需要放松、消遣、休闲甚至宣泄。所以他们在私人的

闲暇时间，不需要宣传说教，他们在进行文化消费

时，更希望从中释放生活的压力，得到娱乐休闲的目

的。电话、电视、电影、互联网的普及，不但使得社会

文化资源得以共享，打破时空、地域、阶层的限制，而

且开放的大众文化还促进了大众的发言权，大众可

以通过报纸、网络等互相交流，尤其是网络的虚拟

性、匿名性，使得大众更可以真实表达自己在生活中

的所见所闻，尽情抒发自己源于生存而来的欢乐、烦

恼、紧张、忧虑等等。这些私人性的表述，不但可以

排解生活压力，寻求朋友交流，而且有助于形成利于

个人发展的生活观、价值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网络的普及而茁壮成长起来的网络影评自然

和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实际上，以网络影评为

代表的民间影评的蓬勃发展正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

现形式，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民间影评会呈现出上

文所总结的种种新特点了。

虽然大众文化学说众说纷纭，但是随着对大众

文化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大众文化逐渐摆脱类似于

法兰克福学派的单纯批判的方法，实际上，在大众文

化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对于大众的新看法。自司

徒亚特·霍尔开始，以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编码

解码》中指出，传播不是一个从传播者到受众的直

线行为，作品的意义的最终生成和流通有赖于受众

的解码。菲克斯以电视为例，指出大众虽然不参加

文化产品的直接制作，但他们对文化产品，并不是只

有被迫接受的份。在“文化经济领域”，受众身兼二

职，既是意义的消费者，更是意义的生产者。以德国

的阿历克塞·克鲁格和奥斯卡·耐格特为代表的电

影公众空间理论，更直接以电影为例，强调了电影观

众的创造性的能动性和交流社会意义的功能。因

此，在#" 年代以后，文化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日益成

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之际，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

大众文化的需求下，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不得不考

虑电影观众的心态、动机和真实需要。

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

共空间或公共领域，作为“ 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

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更有其深刻的

意义。孟繁华就认为“ 大众文化在 !" 年代以来的

发展，集中表达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重建的事实。

或者说文学一体化时代的终结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

会的文化格局”［%)］。大众的崛起，大众文化的蓬勃

发展，打破了以往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削弱

了人们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注意力。这就意味着社

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重建的可能性。就以电影为例，

正是成长在新时代的人们（包括第六代导演和有志

于做导演的电影爱好者）致力于电影的拍摄，才打

破了第五代导演的重视国家、民族、历史的宏大叙

事，改变电影史上第五代导演一统天下的局面，给中

国电影带来新的转机。

正如颜纯钧所说：“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

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官方文化仍

%(



然是精英主义的，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民间文化却

是世俗主义的。”［!"］（#$!）虽然官方文化的控制力在削

弱，社会文化空间出现了很多缝隙，文化形态趋于多

元，但是我们不可忽视以官方文化为代表的精英文

化对大众文化的控制甚至是压制。即以民间影评为

例，虽然网络影评带来民间影评的新发展，但从一开

始，它就受到职业影评的种种非难和批评，虽然我们

承认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对于民间影评质量参差

不齐、态度过于随便等批评还是切中要害的。但是，

我们也要抵制职业影评排斥、甚至是完全忽视民间

影评的观点。因为这样，不但使得观众对电影的看

法得不到重视，不利于电影的发展，而且，就是职业

影评自身，也会陷入学术镜像语言中难以自拔，日渐

失去其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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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伟大的帝王与一个强盛王朝的形成，《 开创盛

世》后半段的李世民也只好继续做这种政治观念的

代言人，滔滔不绝的宫廷政论替代了大起大落、丝丝

入扣的内心冲突。宣言从来都不是戏剧的灵魂，它

不能维系戏剧真正的激情，因此全剧的后三分之一

缺乏强劲的内在推动力。

皇帝，尽管已经被我们认识到具有怎样的人文

价值，但在这里，在宏大史诗命题中，李世民的形象

只承担唯一的使命：王朝的强盛。当皇帝形象与政

治意图的表达合二为一时，皇帝个人的复杂多元个

性注定被屏蔽，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

努尔哈赤或者忽必烈，甚至朱由检、雍正、慈禧太后

等，他们都不再是他们自己，甚至不是史籍中记载的

他们。古代的皇帝们———尤其是一统天下时的皇帝

们，必须、也只能体现王朝的意志，为了强化人们对

王朝强盛的印象，他们就这样被高度政治化了。一

个有关文献使我们的印象被确认并为此思路提供了

线索：

凡以反映我党我国我军历史上重大事件，

描写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的党政军领导人

及其亲属生平业绩，以历史正剧形式表现中国
!!!!!!!!!!!

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历史事件
!!!!!!!!!!!!!

、历史人物为主
!!!!!!

要内容的电影
!!!!!!

、电视剧
!!!

，均属于重大革命和历
!!!!!!!!!

史题材影视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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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电视媒体上出现的皇帝必须经过处理，凡

涉及改朝换代的皇帝都将被纳入当代文化建设的总

主题下，由国家统一管理。主体的立场、态度在某种

程度上重新塑造历史，使每次重写所能散发的一切

意义都针对着今天，变成对今天的表达。理论上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所有的皇帝都可以被

不断地重写，无论正剧、戏说。当主流媒体取缔对皇

帝的戏说时，一场重塑皇权威严的做法正悄然兴起。

当然，个别“正剧”因此却把为建立蒙古王朝而杀人

如麻的忽必烈等奉为英雄，置基本的历史判断于不

顾，为了实现对“ 电视皇帝”的宏大叙事，甚至忘记

了人道主义的立场，就像由“戏说”到“ 滥说”一样，

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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