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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在香港念中学的时候，就因为受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用心棒》和《七侠
四义》等杰作所激发，满怀理想，一腔热血，就此立下决心往美国念电影，再回来为中国电影事业做
出一番贡献。
转眼间毕业十多年，对电影事业的贡献实在谈不上，但电影文章却写了不少，因此才可结成此集。
正式开始写电影文章是1970年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念电影的时候，那时是要交功课，因为电影的课
程往往亦要写论文。
记得写过的题目就有《爱森斯坦与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比较》、《论郭勒嘉、安涵与巴赞阐释现实
的观点》、《戈达尔影片&lt;阿尔伐城&gt;的分析》等，都是以英文写作，所以开始以中文写电影文章
还是于1973年转到南加州大学念硕士的时候，因为希区柯克来到南加大放电影，我想到港台人士都会
有兴趣，便把“悬念大师”和同学们的对话记录下来，寄回香港的《南北极》月刊发表。
1974年底回到香港后，因为觉得观看外国最新电影的机会不多，搜集一手资料亦有困难，便转而专心
钻研国片。
不过在香港研究国片亦困难不少，香港政府甚至到现时都没有去设立一个电影博物馆或资料馆（香港
电影资料馆迟至2001年才成立），过去的影片和资料亦大部分不全，电影文物的损失极为严重，每年
就靠“香港国际电影节”和已停办的“电影文化中心”做一些回顾和研究。
不过，虽然困难重重，但作为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和影评人，又岂能对保存和研究中国电影文化之举袖
手旁观呢！
本文集收的都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在港台杂志和报刊中探讨国片理论和批评的文章，希望读者诸君可以
在这个时光旅程之中，看到一名中国电影研究者在思路与观点上的发展与探索，同时亦可以根寻到一
些内地和港台电影变化的根源。
这或许便是我对中国电影文化的小小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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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成汉先生是香港知名导演及电影理论和历史工作者，对大中华文化圈电影理论与创作美学有着
虫特和持续的思考。
在《电影赋比兴》中，作者提出著名的“电影赋比兴”理论，从中国传统诗歌美学人手，对百年中国
电影作了一番探幽发微、披沙拣金的研究工作，以期在西方电影理论体系之外建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
的电影美学。
作者学贯中西，既是导演义足影评人，故而《电影赋比兴》所收文章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既有启发
性，又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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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中国香港）刘成汉刘成汉，1976年起在香港当电视电影监制及导演，曾在邵氏公司任制片、
香港无线电视及佳艺电视任编导、丽的电视任节目部副经理。
又曾任香港国际电影节策划编辑及香港特区政府电影顾问、香港电影金像奖评判及捷克电影金像奖评
判。
1986至1992年间编导香港廉政公署电视剧集。
1992至2006年问任香港演艺电影电视学院监制编导系主任。
现客席任教于浸会大学电影学院。
曾发表不少影评及电影理论文章，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文字。
著有《电影赋比兴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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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祖父去世之后，费穆便以鸟儿哺雏、清朝的黄龙旗转为民初的五色旗来比兴新一代的成长。
小孙子（黎铿饰）躺在草原上，对着羊儿吹笛子的一组镜头，亦富有抒情的诗意。
全片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是儿子替父亲做大寿的一场。
在一个细雪的冬天，热烘烘的成排烧猪，人来人往地铺张做菜，在炊烟之中闹哄哄地蒸糕、倒酒，亲
友们猜拳、赌博喝酒，精巧的场面调度配合镜头运用，铺排出一个热闹非凡的寿宴，而老父冷眼旁观
，却为儿媳的过分铺张而不安；再看见窗外大雪之中，一对贫家爷孙的凄酸，更幻想到那是自身未来
的写照，不禁满怀忧虑。
其后，老父回乡主持孤儿院，影片往往以低角度镜头来尊崇他，又以亲切的近景来扫视贫困的儿童和
老人。
当老父病危，老母带领一群儿童下跪为他祷告；最后儿媳都赶回来，老父康复，宽恕儿媳的不孝；并
对众人谆谆训诲。
孤儿们都向他鼓掌，并齐齐唱起天伦歌来颂赞。
这些场面，费穆和黄绍芬都处理得相当感人。
《天伦》的内容虽然着意歌颂祖宗之德，教化意味浓厚，但在形式和技巧上却建立了上乘的艺术风格
，典雅庄重而又善于运用比兴意象，正如《诗经》中的“雅颂”一般。
此外，在费穆指导之下，演员都有极为自然细腻而动人的演出，这种平实中带有风格化的演技，在那
个夸张的年代，实在难能可贵。
从《天伦》里，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费穆那种诗意的风格，与后来的《小城之春》实在是一脉相
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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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个人自1980年代初就渴望看到大中华文化圈的电影学者和创作者可以联合起来深化发展中华文化风格
的电影理论和创作美学，以能独立于西方电影美学理论体系之外，做出中华文化圈应有之贡献，因此
很高兴看到刘书亮教授著的《中国电影意境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提到各位电影学者
：罗艺军、徐昌霖、李长弓、吴天忍、宋家玲、郑洞天、郦苏元、胡克、丁亚平、王迪、王志敏等对
这方面的深化发展和贡献，深信在各位教授学者引领之下，年轻的一代在中国电影美学方面将会有更
大的开展；除了电影诗赋比兴和电影意境论之外，刘书亮教授提到易经阴柔阳刚的美学我亦认为是十
分有启发的，易经美学如何应用在电影美学中肯定是一个重要美学理论探讨的范畴，有待更深入的研
究。
其实中国文化和艺术美学理论不但对中国电影创作和理论探讨大有贡献，更可以扩大应用到在大中华
文化圈影响下的部分日韩电影之上，例如日本大师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都深受儒、道、禅的
文化和美学的影响，黑泽明的电影更充满儒家的忠信仁义哲学，但表现手法却以道、禅和易为要，
他1945年的作品《踩虎尾的男人》来源正是易经六十四卦之“履虎尾，不咥人，亨”；而韩国电影刚
柔对比强烈（韩国国旗更以易太极图和乾、坤、坎、离四卦组成），尤宜以易美学作分析，可见中国
电影美学未来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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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影赋比兴》：影视文化全息书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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