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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电影历史比较悠久，自1909年由美国人布拉斯基在香港投资拍摄第
一部默片谐剧《偷烧鸭》至今已经走过了跌宕起伏的百年历程。 作为大众娱乐艺术,香港电影承担着艺术和商业
的双重使命，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人文性。 香港电影是构建中国文化与地域电影的重要力量，本土特色是其文
化身份表征，其本土化的空间再现方式浸渗与演绎出的“港味”营造出十足的“地方感”，内容、形式上多元文化
的包容与吸纳，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元素的工业化制作，呈现出独特的本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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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9年由美国人布拉斯基

在香港投资拍摄第一部默片谐剧

《偷烧鸭》开始，到1913年黎民伟

导演的故事片《庄子试妻》在香港

的公开上映，再到1931年之后有

声电影的出现及60年代影片类型

化的发展趋势，香港电影不断的

绽放光彩。1977年，电影《画皮》在

内地电影院正式放映推开了香港

电影在内地的大门，至此港片传

播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随后迎来香港本土电影的黄金时

代。“20世纪中后期，蓬勃发展的

香港电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

大放异彩，日益成熟的电影技术

使本港的武侠片、枪战片、警匪片

等大放异彩，甚至助推了一批优

秀的导演、明星走上了国际化的

道路。”[1]上世纪90年代，港产片票

房年收入逾15亿港元的纪录，香

港电影对香港社会和香港文化产

生巨大影响。1997年后香港电影

不断调整商业策略和产业思路，

有效革新了香港电影的影像风格

和技术手段，改变着香港主流商

业电影的制片模式和美学手段，

提升了香港电影的艺术水准和思

想深度，至今日仍发挥着不可小

觑的影响。

香港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长达百余年的殖民历史和社

会市场经济体制合力织就了具有

鲜明地域特质的文化景观。香港

电影经历了近一个多世纪的云蒸

霞蔚，一批批杰出的电影人推进

着香港电影的繁荣，香港电影元

素被全世界所认识，在全球化时

代依然具有着广泛的影响。香港

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

分，业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现

模式，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新鲜血

液，刘德华曾说“我不敢放弃香港

电影”。香港电影深植于香港身份

认同与本土意识的觉醒，在确认

当下与淡化历史的同时形成一种

地方感指认，从内容到主题呈现

出了愈发成熟的本土化认同感。

1. 港式人文理念彰显香港精
神

作为中国电影乃至于亚洲电

影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电影开

启了亚洲现代电影发展的新时

代。香港电影简单化的人物设置

与复杂化的叙事方式、丰富多元

的空间选择，带给受众酣畅淋漓、

痛快爽利的观影体验。香港电影

记录并参与了香港历史的变迁、

发展，是无数香港人生活的缩影

和社会背景下的映射，香港电影

人秉持着敏锐独特的社会触觉直

击社会万象、映照人文面貌，营造

本土观众所熟识的地方感，恪守

传承其本土文化血脉的“港味”美

学，关注弱势社群于平淡之中饱

含着对本土的浓厚人文关怀。

电影《英雄本色》中浪荡不羁

的小马哥在内心良知上有所坚

守，匡扶正义、除暴安良，实现了

正义和人性的宣扬，直观地反应

香港人生存的真实状态和感受。

影片最后激烈的枪战，宋子豪在

弟弟宋子杰的帮助下开枪打死了

当年那个背弃了兄弟情义、江湖

道义的阿成使观众们心中大呼畅

快，影片中充斥着彰显香港本土

特色和文化身份的“香港精神”，

贴近香港真正的现实体现其社会

关怀，同时也暗示着香港人对殖

民地生活状态的一种怀念。

充满香港气息的“本土生活”

是香港电影的重要特色，电影《岁

月神偷》 中带着普通平民的成

长记忆和情感表征，影片中的小

人物深处生活困境依然具有着乐

观积极的精神，用小人物的理解、

善良、体贴来涂抹生活中的悲伤，

带动港人的集体情绪，影片再现

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港人

精神，为观众呈现极具本土化的

狂欢的景观。影片中“呈现出了以

个体关怀为主的港式人文理念，

且关注当下香港社会中普通人的

真实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的真实心

态，意图从生活方式或文化身份

的角度观照香港社会及变迁历

史，抒发本土情怀”。［2］

电影是表达人性的艺术形

式，具有本土意识的香港电影根

植于民间市井的世俗性和商业

性，钟情于展现大众的思想和情

感，对底层生活、人性善恶进行残

忍解剖，通过人文关怀的方式展

示其本土特色衣食住行文化，以

浓厚的人文色彩构筑起其不可磨

灭的影史价值，是一种深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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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美学含量的电影形态，独

特的港式人文理念尽数“港人港

态”，本土化介入到社会文化的形

塑中呈现出迥异的人文涵养和人

性价值，延宕至本土的现实创伤

进而映射出典型香港人的缩影。

2. 多元文化融合呈现出港味
美学

香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

背景使其具有着消费社会、后现

代社会的集合体，是个多元文化

交汇的国际都市。香港本土文化

是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及岭南文

化的复合文化体，夹在文化母国

和殖民国的香港电影长期以来缺

乏恒定有效的文化原则主导，具

有着多变性、多元化导致的文化

含混性，以多元化的姿态昭示着

多样化的类型电影的出现：无厘

头、功夫片、黑帮片、警匪片、僵尸

片、爱情片、喜剧片、历史片、色情

片等等，香港电影与港人情绪在

探寻香港本土的地域感中达成了

某种契合和共鸣。

例如港式无厘头就有很鲜明

的本土化特征及个性化元素，以

周星驰为代表的《整蛊专家》、《百

变星君》、《唐伯虎点秋香》、《喜剧

之王》、《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等

无厘头影片创造出了独特的喜剧

效果，从不同视角展现出香港社

会的不同方面，反映了香港人乐

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其采用神经

质的幽默表演方式，以交错的情

节呈现出非理性的结构，具有着

解构喜剧和颠覆传统与经典的惯

性特征，增强了影片中幽默、个性

的个我色彩，孕育着独具香港特

色的市井文化而达到港式草根味

十足的集体狂欢，饱含出色的创

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其语言或

行为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在荒

诞不经和不可理喻的社会书写中

抚慰着荒诞现实下的人性与人

情，凸显价值观的差异和极致的

本土情怀抒发，不少噱头和桥段

成为港味电影的“标签式”存在，

以兼具本土化和现代化的特质增

加公众审美意识的现代性气息，

持续推动香港电影类型的拓展。

香港电影具有着独特的地缘

优势和文化特色，在极具商业色

彩的香港社会背景下，用视觉奇

观迎合大众审美的仪式化冲动架

构起香港电影的繁荣景观，娴熟

巧妙的镜头语言和剪辑技巧将香

港电影工业中的诸多元素收编、

整合，以商业为导向、注入娱乐性

元素，注重对都市人群精神气质

的把握，融入更多具有民族精神

与文化想象的现代观念，具有着

无法替代的文化表征与民族个

性。香港电影一直进行着文化保

育的努力，作为区域文化产物的

本土电影肩负着文化寻根的重要

任务，以不同类型片带给观众层

出不穷的惊喜，在不断摸索中实

现多元发展，努力恪守着能够传

承其本土文化血脉的“港味”美学

观念。

3. 市井文化展现香港社会价
值观

香港电影是香港人探寻自我

价值身份的文化方式，用影像来

参与和表达对香港文化身份的塑

造，注入香港工业化、现代化的时

代气息，关注和反思现代人生存

境遇和情感状态，在喧嚣热闹中

纾解香港人所承受的重压，表现

港人独特的生活处境和社会状

况，更加关注最底层人群社会生

活和社会交流的方式，强调情感、

梦想、奋斗等通俗元素，对本土生

活的凝视是对本土文化身份的认

同，贴近香港现实的过程中表现

出一种浓重的社会关怀。

电影《可爱的你》是一部基于

真实事件改编的现实主义题材的

电影。通过四个贫困家庭真实反

映围村底层人民的四种生活形

态，抨击当代社会幼儿教育的功

利性。其影片关注与现实相关的

社会题材，注重表现当下港人的

生存状态，刻画着香港资本主义

社会下的人情暖流，表现出的十

分强烈的本土意识赋予了香港电

影特定的情感诉求，将香港电影

始终关注市民社会生活，对“港

味”的坚守张扬着香港电影的本

土性特征。

王家卫立足于香港本土，敏

锐地捕捉着不同历史时期香港人

不同的心理状态，其执导的《阿飞

正传》于1990年上映，影片展现了

上世纪60年代香港都市人群对于

自身身份的追寻，镜头下始终洋

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小人物

的恩怨情仇、爱恨纠葛为主线关

注香港本土的普通生活，表现小

人物的生存境遇以及复杂的精神

世界。影片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

草根群众保持着始终如一的信念

与无处不在的真情乐观的对待着

艰辛的生活，以平静客观的态度

讲述着香港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

社会的关系，对生活伦理体察入

微、独具匠心，体现了香港本土文

化以及港人的集体生存境遇。

香港电影的发展相对于大陆

有其独立性，它将触角伸至香港

本土社会，扎根本土文化和价值

观，其港味美学具备地域特色及

岭南文化特征，形成了一种典型

的港式文化情结，体现出一种对

香港本土文化的自我思辨，体现

出独特的经济和都市文化优越

感，也为内地电影产业发展提供

了有益参照。

作为被文化和公众注意所决

定的艺术，“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

为中国电影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

范本。”[3]其在国际影坛展现了华

语电影的独特魅力和强大实力。

香港电影是香港文化的标志性媒

介，用影像形塑香港人的集体记

忆，于港人身份追寻与主体性塑

造中寻求香港身份表现香港精

神，是香港文化产业中极有本土

特色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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