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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实主义电影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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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实主义电影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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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呈现出80年代的高潮爆发，90年代的迂回调整及新世纪

的多元突围三个阶段的发展轨迹。  

80年代：高潮再起万象叠印  

文革结束后，现实主义电影在中国又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这是对曾经被一度阻隔的现

实主义传统的回归，是与过去辉煌的一次“跳接”，但又是万象更生的新气息。  

首先登场的是《苦难的心》、《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巴山夜雨》、《天云山传

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一批伤痕电影。伤痕电影对文革灾难的展示和批判，对于当时压抑

的电影创作者及愤慨的观众而言，无疑是一场痛快淋漓的发泄和狂欢。可是愤怒冷却后，人们开始

思考十年浩劫产生的根源，视角由表层的“四人帮”、“错误路线”深入到千百年沉积的文化痼疾

中，文化反思片应运而生。正如罗曼?罗兰说过的，民族的悠久历史是民族巨大的财富，但也可能成

为民族沉重的负担。中华民族拥有的五千年历史文化是我们骄傲的资本，可是其中糟粕的积淀可能

会成为后代发展的障碍，甚至造成时代悲剧。《良家妇女》、《湘女潇潇》、《乡音》等影片揭示

了中国妇女在千百年形成的封建观念束缚下悲惨的生存境遇。《红衣少女》透过一个少女纯真的眼

睛，对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弄虚作假现象进行大胆披露，批判了传统文化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桎

梏。《黑炮事件》揭示了部分知识分子逆来顺受、丧失自我的萎缩精神是导致他们悲剧命运的内在

原因，进而反思一些所谓的传统“美德”对人的束缚和伤害。《黄土地》对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

文化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吊诡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影片无论从立意还是创作手法上，都堪称经

典，是写实与写意、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完美结合，是对现实主义影片的创新。  

除此之外，张扬纪实美学、切实观照正在行进中的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也是80年代现实主义

电影非常重要的主题。《法庭内外》、《沙鸥》、《邻居》、《人到中年》、《见习律师》、《人

生》、《老井》等影片，以淡化戏剧冲突的纪实手法，真实呈现了特殊转折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

社会面貌，直面历史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和矛盾，关怀在时代的激流中浮沉的芸芸众生，展示了不同



阶层的普通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的困惑和痛苦。《血，总是热的》、《T省的84、85年》、《法庭内

外》、《在被告后面》、《野山》、《不该发生的故事》、《咱们的牛百岁》、《海滩》等改革影

片，则全面体现了当时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从实体的改革到人的思想观念的全局变迁，深入剖析在

改革的大背景下，普通人在变革潮流中观念、心态的变化和调整，真实再现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并

且塑造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典型人物。  

此外，80年代的现实主义影片还有根据现代名著改编的《伤逝》、《药》、《子夜》、《城南

旧事》、《骆驼祥子》、《茶馆》、《雷雨》、《边城》、《日出》等等，所有这些影片共同构成

了8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高潮。  

在创作方法方面，80年代的现实主义影片体现出对纪实美学的自觉追求，在注意典型性的同时

突出对个体的关注，充分挖掘电影语言综合性特征，探索丰富多样的电影表现手法。在表现形式上

追求开放型、多条线的散点结构、心理结构。影像构成上大量运用长镜头、景深镜头，注重实景拍

摄，注重自然光效、音响以及生活化的表演。这些手法都大大增强了影片中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丰

富性和多义性。  

90年代：喧哗与骚动迂回调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向着多元发展，加之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出现，人

们的趣味开始多元化，中国电影的发展也相应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1987年——1989年，中国电影

界迎来了一个娱乐片的新时代，一度辉煌的现实主义影片开始退潮。不过，在90年代泥沙俱下的电

影创作中，以主旋律及民间写实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电影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挣扎于商业娱乐电影

的大潮中。  

第五代及新生代电影人创作的民间写实片也是90年代现实主义电影迂回存在的脚注。80年代的

现实主义影片更多地是以思想启蒙、文化反思为旨归，90年代在大众文化兴起、电影市场化等多重

因素促成下兴起的民间写实电影，则把视角转向了民间大众，通过“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再现普通

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况以及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这种民间写实立场首先就体现在第五代导演创

作的一系列影片中，比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陈凯歌的《霸

王别姬》，何群的《凤凰琴》，田壮壮的《蓝风筝》，黄建新的《背靠背，脸对脸》，《站直喽，

别趴下》，杨亚洲的《没事偷着乐》，李少红的《四十不惑》、《红西服》，宁瀛的《找乐》、

《民警故事》等。这些影片对普通中国人的历史或者现实生活给以客观再现，主人公清一色是市井

平民：历史大舞台上被时代洪流裹挟、不断与命运抗争的小人物(富贵、程蝶衣)，在历史转折时期

面对新的生存境遇内心充满困惑与疑虑的普通民众(秋菊、王双立)，卑微并不伟大，但执着于自己

的追求，忠于自己的职责、承诺的一般从业者(余校长、魏敏芝)，安贫乐道、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

的底层小市民(张大民、老韩头)等。  

在新生代的部分写实电影中，可以看到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和拓展，他们以悲悯的人文主义

情怀关注底层、边缘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以新写实的精神再现了充满他们个人成长体验的中国社会

现实的一隅。胡雪杨的《留守女士》、《湮没的青春》，阿年的《感光时代》，章明的《巫山云



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贾樟柯的《小武》、《站台》，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张扬的

《爱情麻辣烫》，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张元的《妈妈》、《回家过年》等影片，从不同视角

透视了处于90年代中国城乡底层或者边缘的各色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新生代导演所创作的写实片，

更彻底地实践了去戏剧性的纪实美学追求，他们在叙事上更自觉地用偶然性代替戏剧性，淡化因果

逻辑，强调人生的无序、无奈和难以掌控，多采用开放式的结局，在影像手法上突出实景拍摄、同

期声录音以及长镜头。  

整体而言，在9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中，真正能深入反映现实，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时代精

神，达到高度思想和艺术统一的现实主义作品只是散兵游勇，没有构成像80年代那样的风潮。这也

是处于转折调整阶段的中国电影状况的缩影。  

新世纪：乘风破浪多元突围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电影发行放映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国家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市场

机制的逐步成熟，中国电影开始全面复兴，在创作数量与质量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深刻影响了

中国电影百年历程的现实主义传统也乘风破浪，呈现出生生不息的新气象。  

第一，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重现。一度，现实主义电影对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反映更多地体现为

对发展与进步、光明与正义的歌颂表彰，新世纪的现实主义电影突破了这种一元的再现，表现出对

现实社会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黑暗与丑恶的揭露批判，更全面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内

涵。2000年于本正导演的《生死抉择》通过对一个大型国营企业领导班子集体腐败触目惊心案件的

揭露，挖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爆发出振聋发聩的社会批判和道德批

判力量。2006年戚建导演的《天狗》和曹保平导演的《光荣的愤怒》两部影片都通过善恶两股势力

的斗争，暴露了地方恶势力勾结上层、鱼肉乡间的社会问题，同样重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  

第二，新生代导演的创作突破了一直以来关于个人成长经验的“小我”局限，创作出了一系列

视野开阔、意境深远、关注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影片。张扬的《洗澡》通过北京老澡堂子透视了在

社会变迁过程中新旧文化的冲突；贾樟柯的《世界》、《三峡好人》，将视线从与他“个人经验”

密切相关的山西转向了更具社会变迁意味的深圳、三峡；路学长的《卡拉是条狗》是对以主人公老

二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底层广大平民生存现状的深情注视，而《租期》则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歌厅小

姐的现实处境和人格尊严的关注；王全安的《惊蛰》、《图雅的婚事》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当下偏

远地区城乡妇女的生活状态，再现了她们在与悲惨的命运抗争时所体现出的坚韧与不屈；陆川的

《可可西里》是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也是超越常规偏见对人本身的关注；安战军的《看车人

的七月》是对城市底层人在当下社会中的艰难处境的剖析，等等。这些还不够完美的写实电影的存

在，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第三，一些影片在叙事方式以及创作手法方面的创新，为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做出了有益探

索。一些现实主义影片借鉴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心理再现手法，通过联想、象征、时序颠

倒、扭曲、夸张的手法，比如变形的广角镜头、晃动的肩扛摄影、内心独白等等表现当代瞬息万

变、错综复杂、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和人物的内心体验。在《独自等待》、《夜?上海》等都市青春



片中就有大量想象、幻觉镜头出现，快节奏的剪接手法也传达出了属于现代都市特有的那种躁动气

息。《疯狂的石头》以黑色幽默的风格将盗匪类型片与喜剧类型片相融合，大量运用戏仿、恶搞的

手法，形象、生动地影射、讽刺、揭露了大量存在于当今社会上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开创了一种新

现实主义的可能。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念，任何艺术都是特定时期历史文化的产物，必然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

对于现实主义电影来说尤其如此。1978年——2008年，现实主义电影以特有的“深度关注现实、共

同关心社会、真诚关爱他人”的精神，全方位、多角度再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新世

纪，中国电影初步形成了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电影产品体系，许多现实主义影片在主题挖掘

以及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所突破，彰显出现实主义电影潮流复兴的苗头。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现

实主义电影不断探索的结果。未来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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