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电影诞生以来，电影创作者就热衷
于将历史名人、历史事迹搬上银幕。1941
年由奥逊·威尔斯执导的《公民凯恩》，这部
被认为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的电
影，就是早期传记电影的代表之作。《阿拉
伯的劳伦斯》《甘地传》《巴顿传》《莫扎特
传》《国王的演讲》等一批优秀传记电影的
出现，也给电影史贡献了多部经典。

传记片是各大主流电影奖项的常客。
回顾历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入围名单，传记
片的占比高得惊人，近年尤以第91届奥斯
卡为甚，只最佳影片一奖提名的8部影片
中就有5部是传记题材电影，分别为《黑色
党徒》《宠儿》《绿皮书》《副总统》《波西米亚
狂想曲》。

相比之下，国产传记片创作则呈现一
片萧条，票房上不够卖座，口碑上也不尽如
人意，有机会进入影院的更是寥寥无几。

根据猫眼专业版相关数据，传记题材
影片票房前十名中，海外传记片占据3席，
分别是《摔跤吧！爸爸》《绿皮书》和《血战
钢锯岭》，其中《摔跤吧！爸爸》以12.99亿
元票房高居第二位。其余7部均是来自中
国本土的传记片，《中国机长》以29.12亿元
票房位居榜单首位，排在最末的《革命者》
票房仅过亿元。

但需要区分的是，在7部国产传记片
中，大部分已经超越了传统定义中传记片
的范畴，如票房最高的《中国机长》严格来
讲属于传记灾难片，“传记”和其他类型元
素相融合，影片中的商业元素被放大，人
物传记属性则被削弱。此外，很多影片在
原有人物、事件和时代的基础上进行了较
大尺度的改编，用二度创作来形容可能更
为确切，相对而言，纯正的传记片则屈指
可数。

传记片创作：一边热闹，一边萧条

纵然国产传记片有着种种妨碍发展的
桎梏，但对于传记片创作来讲，最应突破的
还是艺术本体层面的创作困境。传记片是
人的专史，离不开人，讲什么样的人，怎样
讲这个人，就成为贯穿在传记片创作始终
的问题。前者涉及传主的真实性、多面性，
后者则关乎叙事方式。

“如果当传记电影艰难地按照时间
顺序，只是一个人的摇篮时期走向最终
坟墓的过程，并试图塞进很多‘大道理’
的时候，它们就注定走上了危险的道
路。一个敢于挑战传记电影传统的导
演，如果幸运的话，可以获得历史性的胜
利。”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奖者亚历克
斯·吉布尼说。

传统传记片所遵循的完整而有条理的
讲述方式，代表了传记片创作中的一种倾
向，但如今，越来越多传记片已经打破线性
叙事模式，探索出更具实验性的方式。美
国歌手鲍勃·迪伦的传记片《我不在那儿》
颇有典型性，影片用六个人来饰演鲍勃·迪

伦，六个人有老人、小孩、男人甚至女人，各
有自己的名字，更像是他分裂出的六个人
格，影片借此尝试从多维度找寻真实的鲍
勃·迪伦。也因此，这部传记电影被誉为

“开辟了传记片新领域”。
另外，传记片中的人是真实存在于历

史中的人，传记片也需要在历史性和戏剧
性的坐标中寻找到一个合适的立足点。萧
红传记片《黄金时代》商业上的失败就是一
个活生生的例子。电影一反传记片的套
路，直接让张秀珂、白朗等12位萧红生前亲
友面对镜头叙述萧红的故事，其间穿插有
关萧红经历的描述性影像。与此同时，影
片的旁白也在不断地转换，有朋友的回忆，
有萧红作品的自述，又有当事人回忆录中
的文字。

总之，国产传记片走向成熟还有一段
很长的路，需基于传记片的本体特性进行
多种探索，在允许的弹性空间里将外在的
束缚降至最小。唯有如此，传记片才能迎
来自己的春天。 （大众日报）

好的传记片：塞大道理是危险的

“文学驮着电影走”是20世纪90年代
张艺谋解释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的金
句，放在理解国产传记片困境上也很合
适。文学是电影的基础，这一点在传记片
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少优秀的传记片
都是直接脱胎于传记文学，如《林肯》由传
记《林肯与劲敌幕僚》改编而来，《史蒂夫·
乔布斯》取材于乔布斯生前唯一授权的传
记等。

但这一现象在我国却极为鲜见。传记
文学的匮乏，成为传记片创作上先天不足
的一个原因。同时，传记片创作也频频受
到“为尊者讳”的传统伦理的干扰。传主后

辈在电影创作中的干预，让传记片始终摇
晃在真实和粉饰之间，一着不慎还要背负
后辈强加的罪名。电影《孔子》就因台词、
情节处理等问题，被孔子后代质疑，甚至发
出措辞严厉的书面声明，要求改动。

有学者总结，国产传记片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受到当事人周围关系的束缚，导
致总体上来讲不太容易有想象力，而且大
多数传记片都很难用艺术片或者商业片来
判断。

国产传记片有其生存的特殊土壤，与
国外相比，传记片创作类型相对单一，题材
重复率高，而艺术性和商业性则不足。

文学、伦理：传记片创作的先天不足

娱乐周刊 在追赶新闻的路上
传递着品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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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片水平高低，可鉴电影文化成色

传记片生存图鉴
近来，《斯宾塞》《梅艳芳》等影片的预告和定档让围绕传记片

的讨论又多了起来。传记片，是电影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以表
现真实人物生平经历为核心，剧情一般围绕其生平的某一个或多
个片段展开叙述，在一定史料依据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想象、润
色和加工。

历来总有电影人对传记片青睐有加，不乏有演员将出演一部
成功的传记片视为演艺生涯的目标。甚至有观点认为，传记片水
平高低，可鉴电影文化的不同成色。但国产传记片却少见佳作，难
出经典，这是为什么？国产传记片的空间还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