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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类 型 电 影

电影是 20 世纪的一个重大科技发明，也是大众文化

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开疆拓土的一个创举。作为大众文化的

一种形态，商业电影在美国社会文化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

展。商业电影的呈现方式——类型电影，尽管是全世界电

影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好莱坞电影制作完全市场化的机

制，使类型电影在美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这种完全市

场化的机制不仅造就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

辉煌，也使得商业电影在遭遇 20 世纪 40 年代末美国政府

反垄断政策规制、电视业的冲击所造成的重大挫折后，在

六七十年代又以“新好莱坞”的名号重现江湖。好莱坞之外，

中国香港、韩国、印度的商业电影也奋起直追，形成了别

具特色的亚洲商业电影风格。

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一种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

选择的结果。1900 年，美国 GDP 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世

界第一强国。在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当口，这片辽阔的大

地，也成为世界各国民族的大熔炉。欧洲、亚洲各国移民

纷纷移居美国，这些指望着依靠体力、智慧到新大陆来“淘

金”的人们在辛勤劳作之余，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收费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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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暂时解除烦恼、带来快乐的娱乐方式。魔术、马戏、杂耍、歌舞，只要能让他

们忘却烦忧、快乐开怀，无所不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娱乐的电影就诞生了。

1905 年戏院老板兼房地产经纪人哈莱·戴维斯和约翰·P. 哈里斯创立了“镍币

电影院”的电影经营模式，开始了美国电影商业化的历程。由于市场定位准确，

短短四年时间里，美国就由原来的 10 家电影院猛增到近万家，美国电影市场初

步形成。

从 20 世纪初到现在，商业电影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历史。一百多年中，经历

了经济萧条、政府规制、新媒体冲击、电影类型老化等问题的考验，但商业电影

都走过来了。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中，商业电影的生存方式

不断应变创新，但万变不离其宗，市场化运作是其保持生机的制胜法宝。

第一节
作为大众文化形态的电影的特征与功能

在文化人眼中，电影是一种艺术，编剧、导演、表演、音乐、服装、美术等

等都是构成电影艺术的重要元素。这种看法没有问题。但如果仅仅把电影看作是

一门艺术，恐怕它的发展很难达到目前影响如此巨大的状态。作为大众文化形态

的电影，它首先是一门生意，一个经济项目。为了使得这个项目能够顺畅运行，

它首先要能够吸引投资者的兴趣、信任，让他们对这个项目进行投资；其次它在运

作时必须保证项目的运作完全按照商业规则进行，也就是说用每一笔钱都必须考

虑投资与收益；最后，产品制作完成后，必须能够将其有效地推介出去，实现产品

利润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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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这种做法无疑是充满了铜臭气的，令很多艺术家不齿。但是恰恰是艺术

家们最不齿的这种做法，使得电影不断扩大它的影响力，成为了影响世界的一种

大众文化形态。

那么，作为大众文化形态的电影又具有怎样的特征与功能呢？

一、作为大众文化形态的电影的特征

作为大众文化形态的电影，具有运营商业化、制作类型化、内容娱乐化、风格

时尚化等特征，与其他大众文化形态相比，商业电影既有相似处，也有其特殊之处。

（一）运营商业化

从产业的运营上说，电影是典型的文化产业，这种特性从世界各国电影产业

的发轫期就显露无遗。20 世纪初法国百代公司看到电影产业的巨大潜力，投入巨

资进行电影的产业化经营。在国际化方面，百代代理店遍布伦敦、纽约、柏林、

莫斯科等世界重要都市，其所制作的电影在各国影片中占有绝对优势，仅 1908 年

百代向美国市场输出的影片，就超过了美国各大电影公司所制作影片总数的两倍。

在纵向一体化方面，百代将电影产业延伸为电影胶片和电影机械制造、电影制作、

电影批发、放映和出租等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超强的竞争实力。法国电影人梅

里爱在 20 世纪初也开始了他的电影商业化进程，他在 1902 年制作了《月球旅行

记》，由于制作费用高达 1500 金路易，为了收回成本，他向巡回放映商出售了数

百部电影拷贝，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他还在纽约设立了分公司，由此获得了巨

额利润。

当然，世界各国早期电影还有着更多的教训。美国著名导演格里菲斯在电影

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他对电影的摄影构图、蒙太奇的探讨，成为后来电影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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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一步成熟的重要基础。他将电影从戏剧中分离出来，使电影成为具有独立特

性的影像艺术。但作为艺术家的格里菲斯对电影的产业特性缺乏深刻的认识，他

在 1915 年拍摄《一个国家的诞生》获得了 2.45 亿美元收入后，于 1916 年不惜

工本花费巨资拍摄了《党同伐异》，由于缺乏电影商业运作规则的有效制约，该片

在商业上遭遇惨败。格里菲斯的电影艺术生涯最美好的时光也宣告结束。

欧洲先锋电影也遭遇到了类似格里菲斯的命运。欧洲文化底蕴深厚，欧洲国

家特别是法国、德国、西班牙的一些画家接触到电影这种新媒介后，开始探索用

电影表现精英文化，形成了抽象电影、超现实主义等先锋电影种类。这些电影对

于电影的影像、音乐、声响等技术要素的探索是有价值的，但对大多数普通观众

来说，这些电影是基本不具备观赏性的。由于先锋电影完全无视电影的商业化特性，

它只存在于 20 世纪 10 年代末至 20 年代的 10 多年间。

美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更是显示出运营商业化对电影产业的重要意义。美国电

影的早期制作中心是纽约，当时以爱迪生为首的拥有各项电影专利权的电影制片

商、发行商、外国影片进口商于 1909 年组成了电影专利公司，垄断电影生产。对

电影的放映他们也要收取放映费用，而且不得放映电影专利公司成员之外公司制

作的影片。当时美国东海岸的剧团老板们，也发现了电影的巨大商业潜力，他们

开始拍摄制作以剧团自己表演的节目为内容的电影作品，并自行销售。这样，电

影专利公司就和这些未获专利权的小电影公司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爱迪生为了获

得电影摄影机与放映机专利，雇用暴徒殴打其他影片制作者，抢走他们的摄影器材，

史称“专利战争”，时间为 1910—1913 年。为逃避电影专利公司的打压，电影制

作者逐渐聚集到了加州洛杉矶，好莱坞电影业由此形成。美国电影学者刘易斯·雅

各布斯在《美国电影的兴起》中，对“专利战争”（雅各布斯称为“托拉斯争夺战”）

做了积极评价：“托拉斯争夺战给电影带来了三个新的标志——质量、好莱坞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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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制度。”1

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在世界各国电影业的早期商业化探索中能够脱颖而出，发

展成一种影像经济，这与美国文化传统积淀不深，而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状况

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由于竞争激烈，电影制作费用越来越高，这种仅仅依靠好莱

坞电影公司自有资金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1919 年以后，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

开始进入好莱坞电影业，这些进入电影业的巨额资金是需要高额回报的，于是一

批金融资本家、实业家开始介入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好莱坞电影业商业化

程度越来越高。1929 年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反倒为好莱坞电影业提供了更大的

发展机遇。由于电影业的“口红效应”，金融资本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电影业中，

使得电影业的集中度大为提高，好莱坞电影业形成了八大电影公司，这八大电影

公司大多与华尔街金融资本有着密切联系。华尔街金融巨头摩根、洛克菲勒通

过各种方式掌控了美国电影业，美国电影在这种机制下创造出 20 世纪上半叶的 

辉煌。

好莱坞电影生产体制由策划、编剧、导演、服装、摄影、剪辑、音响等部门组成，

这些部门统一由掌握影片生产的制片人领导。对于电影投资人来说，每一次的电

影制作、发行、放映，都是一个投资项目，需要精心测算其投入、产出之间的关

系，需要测算其可能蕴含的风险。因此，为了达到规避风险、最大盈利的目的，

规范、科学的市场调查、项目选择、投资评估、制作成本控制、市场推广等环节

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事实上，即使具有这种比较完备的电影生产体制，有良好

的市场竞争机制，对于具体的电影企业来说，它有可能在一个项目投资制作后，

获得了高额的回报，比如《花木兰》《阿凡达》，但也有可能由于这样那样的失误，

导致商业上的惨败。1963 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为了与电视业抗衡，投资 

1　 [ 美 ] 刘易斯 •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刘宗锟等译， 96 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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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千万美元制作了《埃及艳后》，但票房惨淡，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几乎为此破产。

1995 年，美国著名导演、演员凯文·科斯特纳花费 2 亿美元制作的《未来水世界》

也遭遇商业惨败。

事实上，正是这种规范、科学的商业规则，激烈、冷酷的市场竞争，促进了

商业电影的新陈代谢，使得商业电影在经历了一百多年发展后，依然能保持蓬勃

生机。

（二）制作类型化

商业电影是满足观众观影需求而制作的，而最好的满足观众需求的方法就是

影片制作的类型化。

影片制作的类型化同样是在市场博弈中被电影人发现、成形、成熟、更新的。

在 20 世纪初，法国百代公司就发现，喜剧片、爱情片是两种很受欢迎的影片类型，

为此，他们有意识地制作了不少同类影片，获得了观众的欢迎。而在美国，这种

类型化的探索也在进行。1903 年秋，美国导演鲍特制作了《火车大劫案》，无意

之中开启了类型化商业电影的先河。该片放映后大受欢迎，并且在那以后几年内

都是镍币电影院最受欢迎的影片。很多电影人都模仿这个电影的内容和形式技巧

拍摄影片，对美国类型电影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去电影院看电影完全就是一个低廉的娱乐消费活动，即

使到现在，美国一张电影票也就是 11~12 美元（学生票 9 美元左右），相当于居

民人均月收入的 1/400。对于这些普通民众而言，故事吸引人、影像精致、音乐精美、

声响震撼、明星具有超凡魅力……这就是一部优秀影片的标志。在电影制作人与

电影观众的反复博弈、磨合中，各种商业电影类型逐渐形成、成熟了，并且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原来相对独立的电影类型也开始互相借鉴，形成了很多新

的跨类融合的电影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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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电影在制作上的类型化是体现在电影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前面我

们讲到，电影是一种影像经济，这种影像经济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明星。在 1910 年，

美国一些演员特别受到电影爱好者的喜爱，但电影公司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

爱好所蕴含的商业价值，没有着力去打造这些潜在的明星。但电影“粉丝”们却

给他们喜爱的演员自行命名：“大众只有根据那个厂家演员在它出的影片里露面，

来识别他们喜欢的人物来称呼（‘比沃格拉夫女郎’‘独立电影公司女郎’‘维太格

拉夫女郎’）；或者按他们银幕上的名字来称呼（‘小玛丽’‘丈夫’‘银行家’‘流浪

儿’）；或者根据他们某些生理特征来称呼（‘卷发女郎’‘精瘦的妇人’‘带悲哀眼

神的汉子’‘英俊的印第安人’）。”1 在这些观众自发形成的称呼中，已经显示出对于

电影明星类型化的自发性认同。事实上，商业电影人很快就把明星这种潜在商业

资源充分发掘出来了。时至今日，电影明星往往是满足某类观众心理需求而依靠

大量的宣传、造势活动创造出来的，他们（她们）只是观众欲望的投射对象而已，

如玛丽莲·梦露是一个性感形象，奥黛丽·赫本是一个清纯形象，费雯丽是一个

美丽魅惑敏感的形象，嘉宝定位为忧郁、深沉而神秘的形象，玛丽·璧克馥则多

饰演惹人怜爱的弱女子形象，至于他们（她们）实际上是不是电影公司塑造出来

那个形象，已经无关紧要了。

在电影叙事上，商业电影主要讲究故事的完整性，故事情节要求能够吸引人，

几分钟内要有小高潮，几个小高潮后要有大高潮。通过这样一个模式化的故事讲述，

将观众牢牢吸引在电影院里。事实上，这种故事讲述方式并不是商业电影闭门造车、

异想天开想出来的，它们完全是在商业电影的制片厂与观众的反复磨合中，不断

积累、成形、成熟的。好莱坞电影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制片厂的董事会就要

举办电影预演。电影预演时，制片人、导演以及制作团队会坐在影院的最后几排，

1　 [ 美 ] 刘易斯 •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刘宗锟等译， 92 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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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观众的反应并在会后收集意见卡。根据观众反应和意见，影片制作人会对影

片进行最后的修改，包括部分内容的重拍、改变结尾、补充笑料、重新剪辑等。

正是由于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是在实务经验中形成的，我们在使用影像方式讲述

故事时，这种叙事模式是不能轻易突破的。

在影像语言上，商业电影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类型化的影像语言体系。如西

部片往往出现西部荒凉小镇、山谷、沙漠、荒原、印第安人营地等，在摄影风格

上注重使用运动摄影、讲究地平线与人物的构图，经常使用大广角镜头等；而惊险

悬疑片则会经常出现主观镜头、窥视角度、视角奇特的“无人称视点”、主客观视

点之间的突然迅速的跳跃等，形成惊悚效果。

在听觉语言上也是如此，经常观看商业电影的观众往往在一两分钟内就可

以根据电影的配乐、音效断定这个电影是否符合某一类型电影的基本要求，是

否有创意。如警匪片、动作片配乐、音效以营造紧张氛围为目的，惊险悬疑片

配乐、音效以营造惊悚效果为目的，而爱情片的配乐、音效则服务于浪漫、温

馨的情调。

优秀的类型电影能够戴着脚镣跳舞，在符合某一类型电影基本要求的同时，

还能有所创新，让观众获得鲜活独特的审美体验。1997 年美国《泰坦尼克号》本

来是一个炒冷饭的电影，此前根据泰坦尼克号航难事件改编的电影有十余部之多，

而且《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又是一个穷小子与富家女一见钟情的模式，也属陈词

滥调。但美国电影人通过精工细作的打造，使《泰坦尼克号》在故事框架、细节、

表演、画面、色调、配乐、音效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观众在观看这部影

片的一两分钟内，就会被这部影片的画面、色调，配乐、音效所打动，不知不觉

地就被带入电影讲述的情境中。事实上，《泰坦尼克号》音乐上是很有讲究的，这

部电影的配乐采用了交响乐、合成器乐、流行乐、爱尔兰乐、管弦乐等不同风格、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音乐元素，营造出浪漫、深挚、哀婉、温馨的情调，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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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曲的主唱席琳·迪翁也由此成为在世界各国风靡一时的著名歌星。

商业电影类型是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的。如美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使它

发展出黑帮片、歌舞片、西部片这些具有浓厚美国色彩的电影类型，而在中国香港，

则发展出了黑帮片、喜剧片、武侠片等类型。喜剧片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但各国

喜剧片在故事讲述、细节打造、配乐、音效、灯光、色彩以及整体风格上是有着

很大差别的。如香港喜剧片往往故事荒诞、表演夸张，整体格调喧闹，讲求即时

的喜剧效果，不追求含蓄回味的品格。这种电影类型与香港高度商业化的经济背景、

香港大众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这种类型的影片开始主要在港澳台及东南亚华

人圈放映，但随着这种电影在制作上日益成熟，在中国内地、日韩及欧美国家也

获得了相当的认可。

（三）内容娱乐化

内容娱乐化与运营商业化、制作类型化是一体的，运营商业化、制作类型化

最终一定要落实到娱乐大众、满足观众观影需求上来。对于普通电影观众，他们

进电影院首先是娱乐，获得了娱乐后，如果还能在娱乐的同时获得一些精神、文

化层面上的提升，那就是锦上添花了。这是商业电影的基本目标。

吴宇森 1993 年到好莱坞发展，先后拍摄了《终极标靶》《断箭》《变脸》《碟

中谍 2》等，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有一次，吴宇森在拍摄《变脸》时，在结尾问题

上与制片人发生冲突，制片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吴宇森只好按照制片人要求拍摄。

但在看样片时，观众的意见倾向于吴宇森，老板马上花巨资重拍结尾。在商业电

影中，满足观众需求是保证电影投资回报的基础，电影在这个意义上实际是一种

服务业，定位于娱乐、文化服务。香港电影也有类似的活动。香港影人黄志强回

忆说：

……曾在午夜场亲眼看到观众很光火，站起来大喊：“到底谁是导演？给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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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或者：“到底是谁写的剧本？把那饭桶揪出来！”但他们看到好戏，也欢

呼鼓掌，像暴动一样，因此，你一做导演，便得捱过这关。嘿，你会变得战战兢兢，

知道自己迟早要面对那些人。1

香港电影为争取亚洲观众，可以说是挖空心思。成龙在《警察故事Ⅲ超级警察》

（1992）里，从中国跑到了吉隆坡，《霹雳火》（1995）则在东京弹珠店大打出手；

为了进一步加强影片的亲和力，影片还将亚洲各国的影星收揽门下，如马来西亚

的杨紫琼，台湾的林青霞与王祖贤，日本女打星大岛由加利，让这些明星聚集各

国人气。

考虑到文化贸易中的各国由于政策限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产生的文化折扣问

题，好莱坞和香港电影都会根据电影出口国及地区的政策法规及观众需求的具体

情况，提供不同的放映版本。如香港的武打片出售到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发行

商要求武打场面多，武打场面更加激烈。而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电影有严格

的审查制度，香港黑帮片“古惑仔”系列无法按照原版在这两个国家上映。这个

问题在香港电影人那里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加拍了一些场面，将那些每天打打杀

杀的“古惑仔”改成了警方卧底的身份，于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电影观众，

中国香港电影人皆大欢喜。2

说到这里，我们要再次明确一点，商业电影说到根本只是一种娱乐方式，影

片不追求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它只是讲述一个想象中的有吸引力的通俗故事而已。

至于影片可能产生的社会、道德、伦理以至法律问题，商业电影主要通过从业者

自律、社会舆论、法律规范等手段进行制约。在西方商业电影史上，海斯法典、

电影分级制等都是解决商业电影可能产生的负面问题的方法。

1　 [ 美 ] 大卫 •波德威尔：《香港电影的秘密》，何慧玲译，45 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2　 [ 美 ] 大卫 •波德威尔：《香港电影的秘密》，何慧玲译，89 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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