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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香港电影的美学流变

赵卫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电影电视研究所，北京     100012）

摘要：21 世纪以来，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和香港本土电影的美学形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两地合拍片在CEPA 之

后由不服水土到互汇互融，但在2010 年前后遭遇了叙事同质化危机，通过加入悬疑类型等反同质化的努力，

摆脱了这一危机。2015 年前后，两地合拍片中涌现出了将内地主流价值观表现和类型美学对接的“ 新主流大

片 ”，成功进行了港式人文理念的内地化置换。香港本土电影在港人的文化保育语境中也进行着美学演变，首

先是回归黑帮片、灵异片等经典的“ 港味 ”类型片，并对传统“ 港味 ”美学进行传承创新；其次，以文化的

角度观照香港社会及其变迁历史，抒发香港情怀。在经过诸多的美学流变之后，香港电影进入了新的美学形态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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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包括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以及香港本土出品的港产片。21 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 年之

后，两地合拍片①以及香港本土电影的美学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合拍片不断调整美学策略，

取得了反同质化的美学成功；同时，两地合拍片将港式人文理念与内地主流价值观进一步融合，助推

了“新主流大片”的形成。另一方面，香港本土电影中，抒发本土情怀的文艺片一直延续；但在文化

保育的语境下，其主流影片的分众化之路却经历了多次的转型。无论是两地合拍片或是香港本土电影，

在当下华语电影融合与发展的大语境中，其美学形态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化。

一、后融合时期两地合拍片反同质化的美学努力

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的融合经历了三个时期：70 年代末至1997 年香港回归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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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中国对外合作制片公司的规定，两地合拍片，主要是指由两地电影企业联合投资、出品的影片，参见http://www.c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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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启动时期；香港回归至2010 年的深度融合时期；2011 年之后的后融合时期。在全面启动时期，两

地电影逐渐开启了全方位的互动， 香港电影中的“港味美学”开始影响内地。在深度融合时期，特别

是2003 年签署了《内地和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之后，两地电影合拍

迅速升温。这一时期，两地合拍片也经历了初期的水土不服、中期的互汇互融等不同的阶段。两地合

拍片成为中国电影的主体，也成了中国电影的产业支柱，在美学层面也在不断取得突破。但在深度融

合时期的末期，两地合拍片显现出了严重的叙事同质化倾向。如在2011 年一年就相继出现了《战国》

《白蛇传奇》《画壁》等十几部同质化影片。

上述同质化现象，具体是指这些作品在融资、制作、类型等方面雷同，尤其在类型上，大多将古

装动作作为主体。其表象在于题材、类型雷同，且盲目跟风；其高科技手段营造的视听冲击依然强烈，

但叙事模式单一、人物概念化；因叙事孱弱导致影片意义缺失，部分影片存在严重的价值观危机。合

拍片中的美学同质化制约了中国类型电影，特别是华语大片的发展，已经使得两岸三地的观众对华语

大片的原创性和叙事能力失去了信心。这些影片的票房大部分是失败的。本来，两地的合拍片在水土

不服的现象得以调整后，很快进入了互融互汇的新发展阶段，却在互融互汇的末期进入了新的低沉期。

因此，反同质化成为改善两地合拍片美学生态的主要路径，两地电影的互动也由互融互汇时期进入了

后融合时期。

这一时期，两地合拍片为寻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各种反同质化美学的努力。从其创作实践来看，

这种反同质化创作，可以用俄国文艺批评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进行诠释。

该理论强调将已经为人熟悉的各种形式进行变形, 便可获得“陌生化”效果。这种“陌生化”会使审

美者从原来熟悉形式中的迟钝麻木中走出来，去感受变形之后的形式的生动性、新奇性和丰富性。［1］

在此期间两地合拍片的反同质化，就是对旧有类型元素进行变形，或者进行一种新形式的美学再组合，

这样便有了“陌生化”的审美效应，从而实现创新。

后融合时期，内地和香港合拍片进行“陌生化”改造的首要方面，表现为对新类型和新题材的

选择。比如在2010 年前后出现的《建国大业》（2009）、《唐山大地震》（2010）、《山楂树之恋》

（2010）、《让子弹飞》（2010）、《建党伟业》（2011）、《中国合伙人》（2013）、《亲爱的》

（2014）、《一步之遥》（2014）等两地的合拍片，不再是古装动作类型，而选择了新类型和新题材，

消弭、瓦解同质化，同时也使得观众看到了新的合拍大片，获得了新的审美感受，而不是获得与过去

相同的“自动化”体验。而华语大片从此也进入了新的“后大片时代”。

这一时期两地合拍片进行反同质化的“陌生化”改造，其次体现为将动作类型和其他有助于叙

事的类型进行组合，以强化戏剧张力、提升叙事效果。纵观华语动作电影史，其每次的美学创新都是

动作类型营造的创新，而在叙事上则止步不前，多限于“报仇”、“寻宝”等模式。因此，大部分作

品以视听奇观取胜，动作类型营造和场面表现不断出新，但在故事母题和表述层面的进步却极其缓慢，

这便是当下合拍片中的动作大片陷入同质化的根本原因。2010 年之后，部分两地合拍的动作类型片在

叙事层面上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将动作类型和能够提升叙事能力的悬疑类型进行对接，以悬疑类

型片消弭了同质化。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武侠》（2011）、《窃听风云》（2011）、

《听风者》（2012）、《消失的子弹》（2012）、《扫毒》系列（2013—2019）、《行徒使者》系列

（2013—2019）、《风暴》（2013）、《寒战》系列（2012—2016）、《无双》（2017）等影片便是其

中的代表之作。颇具“陌生化”的类型组合，赋予了这些作品强劲的叙事张力，其叙事水准有了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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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提升。

第三方面的反同质化的美学努力体现为其他类型的创新。如这一时期两地合拍的喜剧类型中出

现了《杜拉拉升职记》（2010）、《我愿意》（2011）、《失恋33 天 》（2011）等“小妞电影”，

这类喜剧电影来自好莱坞的“ chick flick ”类型，创作时以女性视点为主，加入幽默搞笑、励志言

情和都市时尚等元素，又适时进行中国化改造，加入了中国女性独有的“剩女”问题，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喜剧类型，以更适合内地观众。随后，以“解构”为主的无厘头喜剧也逐渐成为两

地合拍喜剧片中的主体，同时融合内地多元化的喜剧类型，使得两地合拍的喜剧片如《人在囧途之

泰囧》（2012）、《煎饼侠》（2015）、《夏洛特烦恼》（2015）、《港囧》（2015）等有了较大的

美学飞跃，实现了创新。

与此同时，作为两地合拍的类型电影中一直处于短板的幻想类型，也在反同质化的美学浪潮中脱

颖而出。2011 年后的两地合拍片中相继出现了《西游降魔篇》（2013）、《捉妖记》（2013）、《寻

龙诀》（2015）、《美人鱼》（2016）、《三打白骨精》（2016）、《西游伏妖篇》（2017）等魔幻类

型片和《流浪地球》（2019）等科幻类型片。这些影片使得幻想类型成为华语电影提升艺术水准和产

业规模的最主要类型。

后融合时期，两地合拍片经过一轮轮的反同质化的美学努力，走出了在深度融合后期陷入的同

质化泥沼，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改善了两地合拍片的生态，也推进了华语大片的创新。之后，两地

合拍片在反同质化美学努力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将港式人文理念进行内地化置换的美学创新，产生了

“新主流大片”这一华语电影的新品牌。

二、“ 新主流大片 ”及其他：两地合拍片的美学推进

两地电影互动在通过反同质化的美学努力摆脱同质化危机之后，又开始了新的美学生态转化，这

种转化集中体现在“新主流大片”的出现，同时，“新主流大片”也引发了两地合拍片的其他美学

转型。

简单而言，“新主流大片”即是将内地主流价值观与“港味”美学中的类型美学和港式人文理

念充分对接而产生的影片。主题层面的内地核心价值观及其多元化呈现、形式层面的创新性商业类型

营造及制作层面的重工业模式必须同时具备，方能形成“新主流大片”。其中类型美学与内地主流价

值观的对接较好理解，而港式人文理念的内地化置换则较为复杂。港式人文理念是“港味”美学的精

髓，主要体现在香港电影中对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注。［2］具体而言，即是将人物作为一个纯粹的生命个

体来关注，并呈现其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而不以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进行考量。这种理念在CEPA

签署的开始时期即被急切想占领内地市场的香港影人直接搬到合拍片中，但因不符合内地主流价值观

而不被内地接受，当时许多“水土不服”的合拍片便是证明。后在两地影人的探索下，后融合时期的

两地合拍片走出了对港式人文理念进行恰当处理的美学路径：以人性为纽带，对港式人文理念进行内

地化置换，这种转换的标志便是“新主流大片”的出现。

在两地合拍片反同质化的初期，“新主流大片”的美学痕迹就已经在两地合拍片中现出端倪。在

《叶问》系列（2008—2010）中，人物形象沿袭了“北上”前武侠电影中民族英雄的形象，并在继

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一代宗师叶问在凌厉之余又多了一份人文气息和儒雅气息，同时更加强调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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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武术与中国儒文化精神的关系。另一方面，当时的许多合拍片也从其他方面适应内地电影文化，如

《窃听风云》系列（2010-2014），将香港电影中一贯的人性丑恶主题置换为反贪、颂扬美好人性等

议题；尽量减少对警察和公权部门的负面表现；消弭对传统观念下“坏人”的人性表现等等。香港电

影的一些经典类型如灵异、情色、暴力、黑帮在合拍片中，也都被不同程度地禁止。此外，还有《建

国大业》（2009）、《建党伟业》（2011）、《救火英雄》（2014）等具有内地特色的“主旋律”题

材合拍片的出现。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影片《十月围城》（2010），影片除“主旋律”的类型书写外，

更是首次将张扬人性的港式人文理念与内地主流价值观进行对接。影片讲述孙中山赴港进行革命活动，

清政府派出杀手刺杀，在革命人士的组织下，多个香港底层草根担负起了保护孙先生的使命。影片的

革命主题无疑符合内地主流价值观，但影片中并未有凸显的英雄形象，救中山先生性命的是一群不具

“革命理想”的香港市井草民，他们并不具备“救国救民”的先进理念，护卫行为都是出于人性最

基本的本能。比如，这些人的献身动机有的是爱情驱使，有的是出于父亲的嘱托，有的是为了还人生

之愿等等。总之，影片以丰富的人性有效地缝合了内地主旋律电影与香港电影的异质性，这种缝合既

保留了港式人文理念的人性丰富性和个体鲜活性，又符合内地电影诉求，成功实现了港式人文理念的

内地化置换。

之后的《救火英雄》（2014）、《智取威虎山》（2015）、《铁道飞虎》（2015）等影片，尤其

是《湄公河行动》（2016），逐渐将“新主流大片”的美学特色发展成熟，至今涌现出了《战狼》

系列（2015-2017）、《建军大业》（2017）、《拆弹专家》（2017）、《红海行动》（2018）、《流浪

地球》（2019）、《烈火英雄》（2019）、《中国机长》（2019）、《攀登者》（2019）等“新主流大

片”，实现了内地影坛“主旋律”电影的美学升级，再次改善了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的美学生态。

“新主流大片”具有美学创新意义。首先，其将港式人文理念中的人性与内地主流价值观对接，

摆脱了对内地主流价值观的单一、僵化表现，使得“主旋律”电影在“牺牲”、“奉献”常规主题

外，呈现出多元化与深度。其中凸显以人为本、体现对生命的尊重是这种多元和深化表达的主要体现。

如《湄公河行动》讲述中国特警到泰国去缉捕杀害同胞的凶手，表达了国家层面对公民生命个体的尊

重，完美呈现了“以人为本”的主题。而《红海行动》更是凸显了这一主题：影片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表现为对集体的解救，解救对象是处于非洲战乱中的全体中国员工，此为一种符号性的爱

国主义表现。第二个层面则是解救个体。蛟龙突击队在解救了群体之后，开始去战俘营解救个体同胞

邓梅，这次解救是对个体的解救，篇幅占据了全片的三分之二，无疑是影片的主体，是影片想要突出

的重点。片中这种对解救个体的侧重表现，凸显了国家对生命个体的关注与尊重，也以此表达了以人

为本的深度含义。《战狼》系列、《烈火英雄》《哪吒之魔童降世》《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攀登者》等影片也均体现了中国主流价值观中以人为本的内涵。

“新主流大片”拓展内地主流价值观的多元与深度表现，第二个方面呈现为“中国性”的表

达，具体而言，就是将人类共通价值与中国传统、中国现实、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进行对接，表达中国

情怀。《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对国家实力的展现，《流浪地球》中对中国人充当拯救地球“领

头羊”的表现，都表达了当下中国人的“强国梦”。而后者“带着地球去流浪”的科幻桥段，完全

不同于好莱坞科幻片常有的“离开地球、另觅家园”的创意，别具一格地呈现了中国人热爱故土、以

家为中心的情怀，有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标志。而《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阐释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的主题，即是对传统文化中优秀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抓住了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与精

神需求，体现出了中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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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流大片”之于内地主流价值观的多元与深度表现，还体现在其凸显“青春中国”的情

怀。《建军大业》讲述一群中国年轻人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种表现凸显了中国的年轻、

活力和崛起的朝气，也走进了当下年轻观众的心里。中国的政党、军队乃至民族、国家在银幕上的呈

现，是和当下观影主体——年轻观众一样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这种“青春中国”的情怀，也从另一

侧面拓展了主流价值观的表现。

在拓展主流价值观表现的同时，“新主流大片”获取的另一方面的美学创新，表现为对秉持主流

价值观的正面人物进行立体性书写，摒弃了以往部分主旋律电影中的“伟光正”式的人物刻画。这

批影片中的人物，都被赋予了具体、生动、可感的立体性格，人性也更为丰满。如《战狼2》中的主

角——特警队员冷锋在影片开始就呈现出了嫉恶如仇又没有自控能力的一面，因小事被捕入狱；《智

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形象也是凸显了其“江湖气息”。《流浪地球》中拯救地球的刘培强对“流

浪地球”的多次关心，主要动机不是概念化的“献身”，而是对儿子和岳父等亲友的关心，他最后

的“个人壮举”仍是为了儿子。这样的表现无疑凸显了人性的价值。特别是在《红海行动》中，虽

然刻画了小分队成员等多个形象，但这些形象没有被类型所掩盖，也未淹没在群像之中。如队长杨锐

表面严酷，甚至不近人情，但他内心又独自抗压；观察员李懂为完成任务做出了较大贡献，但影片没

有把他作为完美的英雄来表现，而是突出他的心态不好、抗压能力较差。其他人物如顾顺、医疗兵陆

琛、机枪手佟莉和张天德、副队长徐宏、女记者夏楠、舰长高云等人，影片没有对他们进行符号化的

处理，而是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性格表现和立体人性书写。

“新主流大片”第三个方面的美学创新，表现在以类型化作为主要的艺术表达和实现商业目的的

手段，特别是引入好莱坞电影以及香港电影的类型经验，以类型叙事来表现主流价值观。这种将内地主

流价值观和类型美学进行充分对接的创作路径，在保证影片获得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效益，赢

得了市场和观众，这是“新主流大片”重要的艺术选择。其中动作、喜剧、战争、悬疑、灾难、科幻等

类型为“新主流大片”主要的类型配置。如《流浪地球》选择了面向未来的科幻类型。近年来，华语

影坛中面向过去的魔幻类型片成就凸显，涌现了一系列力作，而科幻类型一直是短板，鲜有震撼性力作

问世。《流浪地球》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影片致力于未来世界的表现，营造了复杂的地下世界、危机

四伏的地表世界、宇宙飞行器和太阳系等各类幻想空间，呈现了面向未来的科幻类型的丰富想象力。而

《战狼》系列和《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则选择以战争类型和动作类型作为主体

类型，影片在对动作、枪战类型元素进行营造时，不再循规蹈矩，力图创新；这些影片还在震撼的场面

调度、各种枪械的使用、特效的制作、动作奇观的展现等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探索。［3］

由港味美学和内地主流价值观对接而成的“新主流大片”，在保留了香港电影个体鲜活性和人性

丰富性的同时，又使得内地主流价值观得以多元化和深度化，也以丰富而创新的类型增强了观赏性。

随着“新主流大片”的出现，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生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文化保育语境下香港本土电影的美学生态变迁

与两地合拍片相比，香港本土电影的生态凸显了较差的状况，这是不争的事实。自20 世纪90 年

代中期以来，香港本土电影就一直处于下滑的态势，CEPA 之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在香港电影

“北上”的产业颓势下，在两地合拍片与西片的夹击下，香港本土电影艰难发展。香港本土影人和香

港观众在合拍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内地因素愈加强势的情况下，一直在进行保持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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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电影的文化血脉不被“同化”的文化保育努力。因此，新世纪之后的香港本土电影，并不是借势于

这种两地的强势互动营造的良好环境，而是努力维系其传统的港味美学。近期的香港本土电影，从美

学到产业层面都在进行着固守港味的努力。

回归经典港味类型片，是这一阶段香港本土电影的首要美学呈现。因这些类型产生于香港且不能

在内地放映，因而具有“香港特色”在本土被作为一种珍贵文化资源，而赋予了更多象征意义，成为

最佳的文化保育选择。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黑帮片，如《打擂台》（2010）让观众联想起了当年的黑帮

经典片《成记茶楼》（1974）；《飞砂风中转》（2010）重新演绎了当年的“古惑仔”影片；其他如

《复仇》（2009）、《意外》（2009）、《夺命金》（2011）、《 Laughing Gor 之变节》（2009）、《潜

行狙击之潜罪犯》（2011）也是具有纯正港味的黑帮类型。

情色片也是经典的“港味”类型片。香港最后一家专门放映三级片的影院官涌戏院于2011年2月

既告停业，但情色片却并未在香港消失，如《 3D肉蒲团》（2011）、《蜜桃成熟时3D》（2011）、《一

路向西》系列（2012—2014）、《低俗喜剧》（2012）、《喜爱夜蒲》系列（2011—2013）、《飞虎出

征》（2013）等。这些影片时而认真时而无厘头，充分体现了港式文化的特性。

此外，灵异片和僵尸片等经典香港类型片也开始回潮，前者有《三更》系列（2002—2004）、《见

鬼》系列（2002—2005）、《鬼魅》系列（2013）、《盂兰神功》（2014）、《陀地驱魔人》（2014）等。

灵异片是香港类型片中的经典之一，但不可能在内地影院的银幕上放映。在这种语境下，能够回归经典

类型、并以扎扎实实的诚意原创再现港人生活点滴的“鬼魅”电影再现香港影坛，就更具有文化保育

的意味。僵尸片是香港类型电影中的另一经典，随着这类影片在创作时的雷同化以及香港电影的整体滑

坡，僵尸片在香港也逐渐低迷。但在文化保育的语境中，这类影片在香港又有抬头之势，特别是2013麦

浚龙执导了影片《僵尸》之后，此类影片有大行其道之势，又有《尸城》（2014）、《天师斗僵尸》

（2014）等作品问世。与以往僵尸片相比，当下的香港僵尸片也并非完全复制，如《僵尸》较多减少了

传统僵尸片的幽默搞笑，而是加入了大量的恐怖类型元素，僵尸片由活泼走向了恐怖。

凸显港味美学中的极致化，是这一阶段香港本土电影以回归传统港味来进行文化保育的第二种努

力。香港本土电影更呈现出极致化的港味美学特色，彭浩翔执导的《维多利亚一号》（2010）颇能

体现这种极致性，影片甚至无限制地展现“暴力血腥”，全片充斥血腥以及暴行所带来的毛骨悚然之

感。而《鬼魅》系列片中如《赃物》中的火烧头颅、《放手》中的血泪长流和《惊蛰》中的削脑

入锅等情节；《得闲炒饭》（2010）、《安非他命》（2010）、《恋人絮语》（2010）等亦是“港味”

美学中的极致化表现。

这一阶段，香港本土电影进行文化保育的第三种努力，体现在港产文艺片中的香港情怀展

现。这些影片以现实题材为主，从文化的角度观照香港社会及其变迁历史。这类影片既包括许

鞍华、杜琪峰等老导演推出的《围·城》（2008）、《 天水围的日与夜 》（2008）、 《 蝴蝶飞 》

（2008）、《 文雀 》（2008）、《 岁月神偷 》（2010）、《 月满轩尼斯 》（2010）、《 为你钟情 》

（2010）以及麦兜动画系列片等怀旧系列影片，也包括年轻导演在2010 年前后涌起的“ 特区新

浪潮 ”影片。前者的怀旧影片立足于香港文化、香港地标、香港集体记忆、香港特定区域及港

人现实的艰辛等表现，展现出浓郁的香港情怀。后者主要是指由年轻影人创作的影片，这些作品

表现当下港人生活，特别是年轻港人的感情生活，和其对前程、事业、爱情、婚姻等不同于传统

的价值观。21 世纪前10 年中，即有《 独家试爱 》（2006）、《 十分·爱 》（2007）、《 我的最

爱 》（2008）、《 烈日当空 》（2008）等此类影片出现。2010 年之后，这类影片更呈现迅猛之

势，2011 年一年之内就涌现了《 隐婚男女 》《猛鬼爱情手册》《出轨的女人》《人约离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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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爱夜蒲 》《 热浪球爱战 》等数十部影片，之后也出现了《高举 · 爱》（2012）、《 狂舞派 》

（2013）等作品。

这些影片，体现真实港人，特别是年轻港人的情感生活。一方面，本土文化浓郁，如《烈日当

空》讲述7个面临会考的香港中学生在残酷异境中的成长故事。影片尽力呈现香港本土文化的开放性

和独特性，以此来显现其与内地和台湾地区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香港空间特色愈加明显，如《喜

爱夜蒲》似第一次为香港兰桂坊树碑立传的影片。在TVB 的电视剧里，兰桂坊与暧昧、情色、年轻男

女、酒吧等连在一起，是某种香港空间的代表。其文化符号虽经常出现在电视剧里，却很少有港片表

现这一符号，《喜爱夜蒲》则首开纪录，展现“兰桂坊文化”。 

2013年之后，香港社会的文化保育心态也愈来愈严重，对文化边缘化的忧虑也与日俱增，香港本

土电影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经过了上一阶段对传统港味美学的继承性创新之后，其文化保育在

电影创作层面有了新的体现。2014年开始，香港本土电影中相继出现了《香港仔》（2014）、《那夜凌

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2014）、《踏血寻梅》（2015）、《十年》（2015）、《选老顶》

（2016）、《树大招风》（2016）等此类影片。上述影片已不似2013年之前的本土作品一般，以独特类

型和本土情怀来彰显香港电影的特质，而是更进一步，以一般文艺片来体现香港社会的某种价值观。

这一阶段香港的本土电影，在文化保育层面也坚持多路并行的做法，在出品刻意对抗的影片

的同时，继续抒发本土情怀的文艺片也是其路径之一。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上一阶段香

港本土文艺片怀旧、展现香港文化的美学路线，但却更加关注香港当下的现实，清新、怀旧又颇

具温情的文艺品格也更为浓郁。其中《王家欣》（2015）追忆了1990 年代的美好青春；《 哪一

天我们会飞》（2015）也是遵循情感怀旧路线，温馨而伤感；《灯塔下的恋人》（2015）也以回

忆的视角来感怀几十年的恋情。特别是公益题材的文艺类型片《五个小孩的校长》（2015）不但

成为香港地区的票房冠军，且口碑极佳。影片以真实事件为题材，讲述一位小有名气的女教育家

辞退了高薪的私立小学校长职务，拯救一所只剩下5 位女童、濒临倒闭的贫民幼儿园的故事。影

片在叙事方面极具港式人文色彩，秉承了香港文艺类型片一贯的温情风格。此外还有爱情片《失

恋日》（2016）讲述一位普通香港女白领的情感困惑，也添加了更多的亲情元素，占据了当年香

港本土影片票房榜首。《暗色天堂》（2016）通过对男女主人公各自性格细致入微的描摹刻画，

体现了香港本土电影一贯的注重对纯粹个体的人性关怀，其独特的港式人文理念在影片中多有体

现。纪录片《争气》（2014）、《 河上变村 》（2014）等亦是通过对香港历史的追寻以及当下生

活的表现来抒发本土情怀。

2017 年之后，香港本土电影更加式微，每年香港电影票房前10 名的排行中，港产片均无上

榜，而在此之前每年票房的TOP 10 中，至少有2 部以上的港产片榜上有名。这也表明，香港本

土电影以对抗来进行文化保育的路子走不通，抒发本土情怀的文艺片也日益式微。在这种语境

下，香港电影的文化保育之路陷入了迷失的状态，不能预测未来发展之路。2018 年以来，也有

一批表现当下香港现实生活的影片如《 一念无明》（2017）、《 黄金花 》（2017）、《 沦落人 》

（2018）、《 逆流大叔 》（2018）、《 花椒之味 》（2019）等也赢得了关注和口碑。总之，当下

的香港本土电影，在式微的大环境下又呈现出了几许的复杂。随着香港社会生态的进一步变化，

我们拭目以待香港电影的下一步走向。

与内地电影相比，香港本土电影的颓势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但港味美学形态却在华语电影

中重现辉煌。这表明，两地电影的互动，已经为香港电影寻觅到了另一种生存形态，它不再以经典的、

传统的港味美学现身，而是深刻地融入华语电影之中，依然保持其人文性、类型性、娱乐极致性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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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创作链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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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征文︱景观与中国社会发展高峰论坛

【 会议名称 】

景观与中国社会发展高峰论坛

【 会议主题 】

景观与中国社会发展

【 主题说明 】

当今中国已经进入“景观社会”，景观问题日益深刻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也

成为哲学、设计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乃至语言学的研究热点。

因此，文化艺术研究杂志社拟以“景观与中国社会发展”为主题，于2021 年10 月中旬

（具体日期将在截稿前通知）举办景观与中国社会发展高峰论坛。自即日起，面向全国为会议

征文。征文审稿将采取盲审方式，择优入选会议发言。

【 论题范围 】

请学者们从各自的学术立场考察“景观与中国社会发展”，论题包含但不限于如下领域：

1．景观哲学

2．景观社会学

3．景观与社会设计

4．数字时代的景观

5．游戏与景观

6．演艺与景观

7．图像学与景观

8．声音研究与景观

9．语言与景观

10 ．景观中“凝视”“情动”等

【 征文截止日期 】2021 年9 月10 日

【 投稿邮箱 】whyshyj@163.com （请在邮件标题注明“会议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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