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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的跋涉者》

前言

吴贻弓李行先生是战后台湾本土电影复兴和重建的中坚人物，也是华语电影一位出色的跋涉者，因此
，第1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港台影展举办他个人作品专题展，同时召开学术研讨会，是一件十分有
意义的事。能享受这份荣耀，他是当之无愧的。今天，在李行先生电影作品研讨论文集出版之际，我
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作为电影艺术家，李行先生是高产的。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他拍片50余部
，且题材风格多样，屡获台湾金马奖和有关国际影展奖，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卓越成就。初执导筒，李
行先生以“外省人”身份，主动融入台湾这片饱经忧患的土地，为台湾挣脱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为
开拓具有独立民族风骨的台语片辛勤耕耘，掀起了台语喜剧电影的高潮。这以后，李行先生对台湾的
现实生活深入观察，以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情怀，成为“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的领军人物，拍出了一
批深得观众喜爱的经典之作。再后来，台湾文学界发生颇具变革意义的“乡土文学论战”，唤起了文
学创作对民族形式和内容的追求，并因此影响到电影界。顺应时代潮流，李行先生拓展视野，围绕台
湾与大陆地缘、血缘和文化相承不可分割的关系，贡献出一批晚期力作。此外，他还开创了琼瑶电影
的先河，在台湾创下了极佳的票房纪录，并征服了香港和东南亚市场，取得了商业上的极大成功。纵
观李行先生的电影作品，其独创性在于他与中国现实主义电影传统有着牵扯不断的血肉关联。他始终
恪守并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坚持以人伦理想作为美学精神的核心，在题材选择、叙事表现和形象塑
造上不断探求，从而表达出一种深深的思考。正因为如此，他的《蚵女》、《街头巷尾》、《养鸭人
家》、《吾土吾民》、《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和《原乡人》等影片，不
仅在台湾广受欢迎与好评，而且在大陆也深获青睐与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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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的跋涉者》

内容概要

《华语电影的跋涉者:李行导演电影作品研讨论文集》是李行先生的电影作品，其独创性在于他与中国
现实主义电影传统有着牵扯不断的血肉关联。他始终恪守并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坚持以人伦理想作
为美学精神的核心，在题材选择、叙事表现和形象塑造上不断探求，从而表达出一种深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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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的跋涉者》

作者简介

中国电影家协会是由中国电影家自愿组成的专业性人民团体。它始建于1949年,曾使用过“中国电影工
作者联谊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等名称，现有会员6000余名。他们都是作品颇丰具有副高以
上职称或在国内外重要电影评奖中获奖的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人、摄影师、美术师、录音师、作
曲家、评论家、事业家和教育家，以及电影发行放映、科研等方面的专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作为党和
政府团结广大电影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长期以来一直密切联系广大电影工作者，努力做好“联络、
服务、协调”的工作，为鼓舞广大电影工作者努力发展、繁荣中国电影事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
神生活需求，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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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的跋涉者》

书籍目录

李行电影的中华文化精神和台湾本土特色
穿越历史与政治的文化与美学——李行电影及其比较研究
论李行作品的人文情怀及其社会写实风格的开拓
中国伦理的立体影像与恒久光芒 ——台湾的“外省人电影”初探
论李行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形态及其价值
李行电影观念简析
论李行电影的文化内涵
归家的念想与道统的坚守——《街头巷尾》的文化阐释
李行“大中国电影”史观与《中国电影图史》编撰始末
“仁者爱人”：李行的人道主义理念及其文化传承意识——理解李行电影的文化纬度
李行电影两读
李行和健康写实主义的断想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游走——《养鸭人家》等影片观后断想
李行的中国心——李行作品评析
李行电影音乐的风格特色与承继意义
李行：大中国民族电影的不懈建设者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论李行导演影片的艺术风格与文化品性
李行：为海峡两岸电影交流搭桥铺路
附录(原载《当代电影》2005年第1期)
众说李行
台湾电影教父——李行导演访谈录
见证台湾电影崛起和没落的关键人物——李行
李行的“永不服输的精神”——《汪洋中的一条船》的幕后幕前
李行电影作品年表与获奖记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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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的跋涉者》

章节摘录

李行影片的“中原情结”除在故事空间中给予直接表现外，更多的是表现在精神上对中原文化即传统
伦理道德上的回溯及体现。李行电影对此的把握历来得到众多电影理论家的认可。如《养鸭人家》中
养父与养女之爱，《秋决》基于人性和教化之上的伦理风格，《汪洋中的一条船》中的纯洁爱情和身
残志坚的精神，《小城故事》中的师徒情意等等。这点在探析李行电影的多篇论文中已有论述，此处
不赘。说到底，李行的“中原情结”是自身人生经验的文化使命意识的体现，也是他那一代人对时代
与和社会的责任感使然。而与李行不同，侯孝贤不满半岁时就跟随父母从广东梅县迁到台湾，属于内
地人在台湾的第二代中的一员。虽然祖辈和父辈都给他留下了许多关于故乡的回忆，但对他们来说，
台湾就是自己的家园，台湾经验就是他们主要的成长经验。即使有时难以避免自己的身份来源，但不
论是从情感上，还是文化根源上，他们都将自己看作是台湾人，对台湾有着更多的个人体验和本土想
象。因此，侯孝贤对自我和家国的想象便落实在台湾本士经验之上。以侯孝贤为代表的新一代电影人
对本土意识的觉醒，是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对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现状的一种反映。整个80年代是
台湾社会、政治变化剧烈的时代。国民党在台湾统治了三十年后，权力终于发生动摇，“戒严法”被
解除，而随着70年代中国和美国建交以来一连串的“外交”挫折，也使台湾社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意
识，激起了台湾人进行本土反思。同时，台湾近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的相对稳定，为肯定
和认同本土现实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现实基础。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下，台湾人民的政治自觉意识得到极
大的启蒙，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和本土历史的认可成为全社会的焦虑。在电影界，相应于这场思想革
命的新浪潮电影运动，开始贴近于现实，对现实生活进行无言的批判和反思。“他们对历史的执著感
受和忠实记述，使电影落实到个人人生与台湾杜会的共同经验。全然不同于过去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
文艺或乌托邦的武打武侠；也不同于被传统道德漂白的健康写实。”⑤就如导演杨德昌这样认为新浪
潮运动的开山之作《光阴的故事》：“这部电影或许是台湾电影史上，第一部有意识地去发掘台湾过
去的电影，也就是第一部电影，我们开始问自己一些问题，问有关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我们
的政治情况，我们与大陆的关系等问题”⑥“本土意识”的出现意味着几十年来存在于台湾社会和电
影中的“中原情结”的化解，它已经从旧的经验和心理状态中脱身而出，努力塑造一种新的文化经验
，立足于台湾自身的现实来界定台湾的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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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的跋涉者》

后记

一年一度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除评奖颁奖、学术研讨和中外电影交易活动外，还有国产电影新片
展、国际影展和港台影展。三大影展常办常新，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为电影节增添了一抹诱
人的亮色。历年的电影节，外联部的主要任务是为国际影展征集、落实不同国家、不同类型和不同风
格的参展影片，以及港台影展的部分工作。但从第15届电影节开始，港台影展的选片及相关工作全部
划归外联部负责。这对于一个总共只有三个人的业务管理部门来说，任务十分艰巨。港台影展，每届
参展影片数量大多在5部左右，其中香港影片3部，台湾影片2部。经接手操办第15届电影节后，我们感
觉这样的格局略嫌小了些，在选片方面有一些局限，因为当地的大制作影片往往是合拍片，纯粹的本
地片基本上是小制作。所以，在影协领导征求筹备第1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意见时，我们提出了
新的举措：将港台影展一分为二——香港部分，时逢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拟举办一个香港不同时期
的有代表性的经典电影回顾展，以庆祝回归；而台湾部分则考虑举办李行先生的电影作品专题展，因
为李行先生既是台湾著名导演，又是台湾电影界率先与大陆电影界交流合作的第一人，且是由中国电
影家协会邀请和接待的。这一设想，立即得到了协会常务副主席康健民先生的首肯和支持。随后经和
李行先生联系，他十分乐意在大陆举办他个人作品专题展，结合专题展，他希望同时对他的作品作一
次专门研讨。康健民常务副主席同意采纳李行先生的提议，认为这将使他个人作品专题展会更加丰富
多彩。这以后，经过进一步沟通，最后确定《养鸭人家》、《婉君表妹》、《哑女情深》、《吾土吾
民》、《秋决》、《原乡人》和《海韵》七部影片作为专题展放映影片。与此同时，有关研讨会的各
项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落实之中。2007年10月26日上午，“台湾著名导演李行先生电影作品研讨会”在
苏州索非亚大酒店如期举行。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晓棠出席并主持研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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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的跋涉者》

编辑推荐

《华语电影的跋涉者:李行导演电影作品研讨论文集》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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