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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代导演全爆发

最近中国的电影话题

不断，不管是针对电影本身还是市场：一

边是政协关于电影票价的讨论和行业新政策的出台，

一边是《桃姐》以强大的文艺气场斩获票房黑马，还有便是《泰坦尼

克号》Imax的引入之争。而最能刺激影人神经的还是中国第六代导演马上就要

上演的集体“出山”，无疑能给目前国产影片质量普遍不高、好莱坞影片大举攻陷的局

面吹入一股劲风，带来国内电影市场的极大转型。

发力搅影市 第六代导演反攻内地银幕
4、5月间，管虎的《杀生》、宁浩的

《 黄 金 大 劫 案 》、张 扬 的《 飞 跃 老 人
院》、杨树鹏的《匹夫》、娄烨的《浮城
迷事》以及第六代领军人物王小帅的
自传三部曲之《我 1 1 》等影片合谋发
力，像对上暗语般集体登陆内地银幕，
势 必 将 重 新 掀 起 一 股“ 第 六 代 导 演
热”。

中国第六代导演是“隐忍”的一

代，然而他们不管是创作风格还是表
现主题，都远没有前辈“第五代”那样
拥有统一的面貌，他们是抗拒归纳的
一代，“叛逆与反思”共存。

回顾过去，当第五代导演“黄土
地”的集体群像在慢慢退却之时，第六
代导演却纷纷循向海外获奖，这一行
为却因各种原因导致了中国电影的强
震，造成第六代影像在国内银幕上的

集体缺席。而在这之后便很难将导演
按照代系来归类，一是缺乏代系共性、
二是经典作品匮乏，虽然第七代导演
也在力挽狂澜，但缺乏群体激情的创
作造成电影代系间的“青黄不接”，尽
管不时有口碑票房不错的作品出现，
却再也没能创造出高歌猛进的集体狂
欢。大部分人认为，第六代在经历变动
后会就此“沉沦”下去。

有“沉沦”就会有激荡。中国第六
代导演的集体“出山”，无疑能给目前
国产影片质量普遍不高、好莱坞影片大
举攻陷的局面吹入一股劲风，带来国内
电影市场的极大转型。

在人们的观念中，中国的第六代
导演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虽然他们
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见证者，也经
历了电影从神圣的艺术走入寻常生

活、成为文化产品的现实过程，然而，
他们的作品却被认为是“最文艺”和最
不商业化的，常常以边缘人的生活状
态、青年的迷茫等主题来凸显内心的
人性关怀。

时至今日，电影创作环境和政策、
舆论也与之前不同了，第六代导演的创
作也在发生着改变。著名导演王光利认
为，电影拍摄可俗可雅，不管是大众

的、小众的，都必须是拍给人看的。他
打了个比喻，拍电影如同开饭馆，私房
菜、家常菜属于口味问题。而贾樟柯则
认为，中国人需要好的电影，因为它是
最大众的艺术形式之一，人们的日常情
绪和感受需要通过它得以抒发，否则社
会和大众就容易出问题。总之，“让影
片更好看才是关键，至少要对得起观众
掏的腰包吧。”

“食人间烟火” 让影片更好看才是关键

记者获悉，在今年四五月份上映的
电影中有大半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作
品，直至今年 7 月份上映的王全安的

《白鹿原》为止，不管是选题还是演员
都不乏商业气息，大有抢滩市场的意
思。也正是目前掌握着
影像话语权的第六代
集体出山，似乎让人
看到了中国电影“秋
收 ”季 节 的 提 前 到
来。

而 作 为 至

今仍然顶着“青年导演”称号的王小帅来
说，商业和艺术从来就是并行不悖的两
条线，有交集但不重合。“我拍电影是为
了自己的表达，包括这次 5月份上映的

《我11》，记录自己想记录的事情，有比票
房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注。但是必须注
意到，商业性强的影片也就是共性强，
要走到商业性里面去，就是要找到
与老百姓的共鸣，没有纯粹的‘商
业片’和‘文艺片’的分隔，电影存在
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反而是一个完
整的生态。”

对比王小帅的看法，王光利则认
为自己对电影中所谓商业和艺术这

两个词想明白了。他表示，优秀的

电影应该是兼顾商业与艺术的，国内许
多制片人、导演根本没搞清艺术与商业
的关系，“商业应该是和慈善相对应，而
不是和艺术对应。大家通常把不卖钱的
电影叫做艺术片，这是很可笑的。商业片
不是艺术片的反义词。”

与此同时，贾樟柯也在微博上发布
消息称，自己将在北京建立一个100座位
的艺术影院，为有需求的文艺青年服务。
看来，“有针对性地迎合观众”不仅不会
触及电影本身的品质问题，相反能够带
动“文艺片”的良性发展。

第六代能否集体温暖回归，用文艺
的力量占领票房高地？也许只有时间是
最好的验证者。

文艺与商业齐飞 收割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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