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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第四代”导演谢飞在采访中回顾、梳理和探讨了“第四代”导演作品

的代际特征、艺术表现、思想深度、艺术价值和文化传承等问题。在新时期，中国

新电影的辉煌是由“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共同创造的。第四代导

演在文化艺术探索和主旋律创作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奉献了一大批优秀的作

品。“第四代”作品在展现时代风貌及社会变迁方面更稳重、更辩证、更全面。

 ［关键词］ 第四代导演   文化电影   代际传承   重新发现

受访 / 谢   飞  ｜采访 / 陆绍阳

再读“第四代”
——谢飞访谈

谢    

飞    

北
京
电
影
学
院
教

授
，
导
演
、
编
剧
、
制
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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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绍
阳   

北
京
大
学
新
闻
与

传
播
学
院
教
授
。

陆绍阳（以下简称“陆”）：首先

祝贺《谢飞、傅靖生电影及美术回顾

展》成功举办，这次谢老师是以策展

人的身份出现的。从新的电影研究范

式上讲，正好跟您的思路有契合的地

方。我们最早的电影史研究，更多的

是对杰出人物的研究，后来萨杜尔他

们在影片研究、历史分期、艺术价值

认定等方面着力，波德维尔他们从文

本与社会、文化和国际化层面的结合

方面拓展，学术界也吸收了福柯、年

鉴学派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原来被认

为是边缘性的材料、实物和细节成为

研究的切入点。谢老师这次展览有手

稿、实物原件、图片，也进一步丰富

了我们的电影史研究。 

谢飞（以下简称“谢”）： 倒不

是要从什么很新的模式上研究，比如

说傅靖生这个画展。前几年的时候，首

尔大学的美术馆要放我的三部电影，我

去了，放映的条件一般，美术环境很

好。我当时觉得傅靖生有这么多画，

围绕电影有这么多作品，如果搞个绘

画展，同时把电影画面当作“流动绘

画”展出应该会很有意思。有了这个设

想以后，我跟傅靖生说了，他很高兴。

1984年拍《湘女萧萧》的时候，

傅靖生休息时间主要是在拍黑白照

片。他拍了无数山村农民的照片，后

来他把很多照片变成速写，变成他独

创的“纸刻水印”作品。

在影院看电影是从故事和整体规

模的角度去欣赏，看画的时候是从造

型角度去欣赏，这样就有所区别了，

也就构成了我们这次整体一个月的回

顾展时间。这期间，有三部电影的放

映和他的讲座，加上“美术展”，成了

一个还比较配套的活动。疫情期间，这

个模式很适合校园，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每天下午都有一到两个班到美术展览

区去参观，我们结合着展览讲一讲，

还是挺有教学效果的。

时 代 变 化 非 常 快， 从2010年 以

来，胶片时代就逐渐被数字时代代替

了，零几年还有几部用胶片拍的电

访谈录    |  再读“第四代”——谢飞访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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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我记得我在张宝全的今典公司时，崔健的《蓝色骨头》

还是用胶片拍的。当时大家都认为胶片存在的一百年是非常

辉煌的，没想到由拍摄、放映到储存的数字化变得这么快。

这样的话，我们保存和研究过去的影视资料，就出现了很多

新的课题。

“第四代”再发现

陆：近期的一些影展和展映活动，比如西宁First青年

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还有中国电影资料馆也放映了

一批“第四代”的作品，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一些专业的

影评人，反响都很热烈。

谢：2008年，谢枫（Shelly Kraicer，加拿大影评人）在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举办了一个“再发现第四代”的展映，我

和黄蜀芹、滕文骥都去了。谢枫对“第四代”的影片很熟悉，

每部影片都写了很概要的分析 1 ，我为此也写了篇文章 2，一

起发在《电影艺术》。那次我们就发现，很多国际电影节都

有对“第四代”电影的重新翻译、展映。咱们这里，最近相

关的展览有增多，包括西宁的First青年电影展，去年他们就

选了丁荫楠的电影。今年他们又选了好几部“第四代”的作

品，包括《小街》《马路骑士》《喜剧明星》，我们发现年轻

一代对这批电影都不熟悉，但对这些电影很感兴趣。中国电

影资料馆2021年组织了陆小雅的回顾展，第一部放的是《热

恋》，有学者就认为它是被低估的杰作，接着又举行了黄健

中导演回顾展。我看豆瓣的评价，二三十岁的影评人反响很

热烈，那些影片展示了当时热气腾腾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思

想解放状态。2021年在平遥，也专门组织放映了丁荫楠的5

部影片。经常回顾过去或者是过去年代的电影运动，实际对

我们传承电影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第四代”是“文

革”前上大学的，最小的应该75岁了，他们创作的经历应该

被整理和展示，要用最好的方法留存下去。

陆：这个形式很新，以前我们只是说谢老师的回顾展或

者是傅老师的画展，但是现在整个艺术发展的潮流是向综合

性、复合性的方向发展。一个综合性的展览，不同的学科都

可以在这个地方受到启发。作为一个“第四代”的创作者，

您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以前我们忽视的，或者谈得比较少的？

谢：我有一个匈牙利籍的博士生叫维多利亚，她写的

论文主题是欧洲三大电影节对中国电影推广之路的研究。

她的研究中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是对的，即新时期中国电

影，特别是欧美观众眼中的中国新电影，实际上是“第三

代”“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共同创作的。从20世纪

80年代初期欧洲的几个大回顾展，像都灵回顾展放了几百

部，由马克·穆勒组织的展览，还有英国回顾展。那时候

他们看了谢晋的《舞台姐妹》，都非常惊讶，有这么好的电

影。戛纳还是威尼斯，有一年直接邀请了《芙蓉镇》，但

咱们把《芙蓉镇》送去了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并且得了大

奖。如果当时送《芙蓉镇》去威尼斯电影节，说不定第一

个得欧洲三大电影节大奖的是谢晋。

电影节选什么和支持什么是各方利益、政治利益和

社会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且，电影节的选中和得奖对作品

的增值作用特别大，不光是票房增值，还可能进入电影史

和教材。比如张艺谋、陈凯歌和田壮壮的几部电影在当时

就成了中国新电影的代表，其实下面堆积了“第三代”和

“第四代”的一批作品。

比如说“第四代”的作品《湘女萧萧》和“第五代”的

《红高粱》几乎同时间拍摄，咱们自己能分辨清楚，说是有

区别的，这个温和一点，那个狂野一点，但是本质上没有区

别，都是反封建，都是寻根，都是反封建文化对中华民族历

史影响的视觉表现。我们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由

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再到反思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系列

电影，是“三代”“四代”和“五代”导演共同完成的。我觉

得这个观点是对的。如果全面地认识中国新时期电影，特别

是1980年到1990年底，我觉得“三代”“四代”和“五代”都

是功劳无限的，甚至“第六代”刚出现的一些作品也十分有

意义。这次画家何韵兰连续看了我的三部电影，她发现“第

四代”的作品表现中国文化更稳重、更辩证，也更全面。

当年张艺谋和我说过，《红高粱》是顶替《孩子王》

临时去柏林电影节的，现从荷兰赶做了一个德语字幕寄过

去。张艺谋说现场看那字幕都差了一分钟，这个人说了

话，字幕半天才出来，所以观众没有笑过，原因是没有看

懂谁是谁，但是他们完全被视觉的精彩吓住了。评委跟他

讲，这是我看到的最电影化的视听作品，一下得了大奖。

“第五代”有它的优点，也有不足，包括它的人物叙事，表

1  参见：谢枫．再发现第四代．谢飞，张庆艳，滕继萌，徐莹，译．电影艺

术，2008（5）：72．

2  谢飞．是艺术，是文化，更是历史——写在2008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再发现

第四代”专题文章前面．电影艺术，200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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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国文化、民族性的方面。“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是根

本，只是我的作品都被厚重的文化淹没了”（张艺谋1992年

语）。这是震住大家的原因，厚重的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

的色彩受到了夸奖。陈凯歌的电影比较独特，当年我们是

在香港开“三地”导演会时看的首映。它的原著是一个香

港故事，香港的言情故事，幸亏是芦苇给它进行了改编，

加上了内地的大时代背景，加大了影片的厚重。 

“再发现第四代”那次展映，吴天明的作品选了《没

有航标的河流》，是写“文革”中普通人的善良，写得非常

生动。我当时给他们推荐《小巷名流》，原因是我觉得“第

四代”表现那十年的作品，有分量的不太多，都是小品。像

《我们的田野》也是写几个小知青的，而“第五代”拿出了

几部很有分量的作品，所以“第五代”的优点是胆量大，

气魄比我们大，他们的缺点是在现实主义的各个方面不如

我们那么扎实。  

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陆小雅和黄健中的作品以后，一

些年轻影评人觉得“第四代”思想活跃，在形式探索上很

新。还有《逆光》，有几个年轻人看完都非常惊讶，说那

个时候，青年人思想这么开放，这么尖锐，包括《锅碗瓢

盆交响曲》，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真实的

群众生活面貌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影片是值

得修复和观看的，他们是真诚地用艺术的方法记录那个可

贵的时代。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才造就了“第四

代”和“第五代”。 

“第四代”的两个创作系统

陆：“第四代”除了捕捉时代特征，在文化艺术片的创作上

进行探索之外，在主旋律影片的创作上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谢：“第四代”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艺术探索和文化探

索，丁荫楠、李前宽他们也拍过一些探索电影，但是他们

主要是拍主旋律的，包括韦廉。他们是很真诚地拍这些东

西。今天回看“第四代”拍的中国历史的大片，更朴素、

更扎实、更全面。特别是有媒体做建党百年电影专题的时

候，我点评《开天辟地》，再一次看它，觉得拍得很扎实，

虽然在色彩和布景灯光上有点老派。“第四代”的主旋律是

值得肯定和值得研究的。贾樟柯2019年在平遥放了《黑骏

马》，我跟他说你一定要放《周恩来》，让年轻人知道在20

世纪80年代我们是怎么拍刚刚过去的“文革”的，2021年

他就放了。为了实现对真实的展现，丁荫楠去请示了邓颖

超，说希望一切用真景。邓颖超就说，既然导演需要，我

们就支持。影片中周总理穿的衣服也是当时的，大量场景

都是在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拍的，包括周总理在305医院治

病的场景，那个病房也是真实的，所以在那个时代，对现

实主义方法的追求是很讲究的。 

所以说，“第四代”除了有对文化艺术片创作的探索，

还有对主旋律的影片的探索，很有价值，所以我在电影学

院就想用一个个回顾展、讲座来梳理及抢救它们。

陆：以前我们很少从电影节的角度讨论中国电影在国

际上的影响力，把“第三代” “第四代”和“第五代”放在一个整

体上来考虑，也是突破了我们原来的认知。包括现在First

影展、平遥电影展，都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我们的好电

影推荐出去，而不是单打独斗的。刚才您提到“再发现第

四代”选了10部电影，像《小花》《苦恼人的笑》《野山》

《青春祭》《本命年》《海滩》，您又推荐了《小巷名流》

《人·鬼·情》。您认为还有哪些是遗珠，或者是我们现在不够

重视的一些作品？

谢：豆瓣上有一部评分最高的“第四代”电影，是王君

正的《天堂回信》，9.1分。还有前一阶段资料馆放的韩小磊

的《见习律师》，被青年影评人们夸赞至极，真没想到当年

的长镜头运用这么漂亮。我个人觉得一个是要抓紧修复，高

质量地放给观众。再一个是这些还健在的人能够及时总结，

用讲座、出书、展览的方式，把“第四代”的东西整理出

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我当年带着自己这些影片在全世界放映的时候，田壮

壮有一天见着我说，老师怎么总有你影片的拷贝，我什么

拷贝都没有。最近资料馆才修复了他的《盗马贼》和《猎

场札撒》。所以要及时修复，以后可以为社会服务，为研究

服务，为推广服务。

人的发现与“第四代”的文化传承

陆：您刚才说画家何韵兰评价 “第四代” 作品，认为它

们表现出更稳重、更辩证、更全面的气质。以前我们认为  “ 

第四代”更温和、更中庸，不像“第五代”那么有闯劲，但是反

过来想， “第四代”认识社会是不是更全面、准确一点，更理

性一点。“第四代”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以

您的《本命年》和《香魂女》为例，如果纯粹看作一种对

生活的再现，它的价值可能没有那么高，更重要的是对生

活的发现，包括对历史的发现，对审美的发现，对人的发

访谈录    |  再读“第四代”——谢飞访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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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本命年》和《香魂女》中很重要的是对人的发现，《本

命年》里姜文演的那个角色不是那么简单的，代表的是一

群边缘人的形象。《香魂女》从对个人的悲剧讨论到对个体

命运的思考，比其他的作品相对要更深入、更深刻一点。

我们有一些作品只是再现，当然它也很有价值，留存了那

个时代的记忆，但是要说真正作为一部电影，作为一个艺

术作品来讲，没有人的发现，没有人的觉醒，可能也不是

那么耐看，长久的、永恒的价值会少一点。我看现在的一

些电影，在这方面做得都不是那么好，或者是财力的问题

或者是才情的问题，或者是在哲学、在其他的思想层面上

给予它的帮助比较少。

谢：对，这是我个人成长经历的一个关键地方。我在

1986年到美国访学一年，看了很多电影，看他们的教学，

明白了艺术作品不是历史报告，不是社会问题报告，也不

解决这些问题。艺术作品主要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

对人的存在意义和人性的真善美、假丑恶的复杂状态的剖

析，同时要歌颂真善美、贬低假丑恶，这是我从那儿回来

以后最大的一个进步。因为像《湘女萧萧》《我们的田野》

等电影中的人物还是比较单纯的，回来后我改编了《本命

年》和《香魂女》。我之所以选这两部小说，就是因为小说

作家提供了真实的、复杂的人的生存状态，同时有他的态

度，这两部影片之所以得了比较大的奖，原因是进入了人

性层次，全世界的人就都能产生共鸣，都能理解，今天外

国人能理解，未来的中国年轻人也能理解。

今天有些电影，可能一时间观众很狂热地喜欢，但可

能它是就事论事，过几代的中国年轻人看不懂了，也不激

动了，它是瞬间阶段的东西。谢晋导演老是说，我们要拍留

得下去的电影！我就不断地琢磨，包括我拍的三部少数民族

文化的电影，也是尽量对人性的状态写得充分一些、浓厚一

点，比较多的是呼唤善良，呼唤爱，拒绝仇恨，这两三部电

影都是这个想法，但是也要写出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复杂

性。透过事写人性，要创作好的艺术作品就一定要明白这个

道理。“第五代”后期的一批作品有这个价值，有一些也没

有这个价值，比如说张艺谋的影片在美国艺术片市场中票房

最高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对人性的剖析不深

入，特别是女主角委曲求全，没有人性中真善美的挣扎，写

得不充分。为什么后来大家对贾樟柯特别称赞？贾樟柯的影

片有点作家电影的气质，我认为中国几代电影人里的作家导

演，贾樟柯是排第一位的，因为他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经历和

自己写的，而且写他的青少年成长写他的现在。第二个作家

导演是万玛才旦，因为他先是作家，后是导演。

贾樟柯的作品也是极力主张写时代变迁中的人，最完

整的是《三峡好人》，这两个人物的精神、人性的东西并不

是很复杂，移民的大搬迁是根据历史变迁的事写的，人文

价值很高。他不到50岁就在海外获得了“终身成就奖”，我

觉得“第六代”导演中他是很值得赞扬的。

陆：您说贾樟柯有价值，除了对人的表现、对人的重视，

他的影片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对社会的观察更有深度。

谢：对。

陆：而且他对社会的观察还是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

的，不是很生硬。我看到他的一个访谈很有意思。他拍纪录

片《东》的时候，本来觉得这是很真实的呈现，后来发现

那个被画的民工对着他笑，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甚至

有点狡黠的笑，他就觉得纪录片在揭示人心方面并没有优

势，还是故事片可以把人内心的东西揭示出来，所以他就

去拍《三峡好人》。但是我们很多导演现在一边说我们要展

现这个时代的风貌，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展现

这个时代的风貌，怎么样有力地表达这个时代，还没有更

好的办法，这是因为文化的原因还是历史的原因，还是出

于其他的考量？

谢：最近我老讲文学价值，尤其是电视剧开始改编一

些鲁迅文学奖的长篇了，有点分量，比如梁晓声写的《人世

间》，张嘉益主演的《装台》。每年出很多长篇、中篇小说，

好作家都是观察生活，扎扎实实地用艺术在表现时代，电

视剧也在这样。

陆：您刚才说的，现在社会时代的变化不大，从另外

的角度讲变化也很大，要是从人的生存方式来讲，这个变化

可能是几千年都没有过的，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人与人之间的

真人之间的接触，现在更多的是与网络空间中的隐形人的接

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

当中，人性中可能隐藏着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出口——网络空

间里面全部释放出来。这些到底会对我们的人性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还需要我们的艺术家不断地发现？

还有，我看您采访当中也跟谈到，比如说“第四代”接受

的那些教育，包括苏联的蒙太奇学派，还有解冻电影等等，

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以前像郑君里他们特别重视的诗

化传统、情景交融的手法谈得比较少。从优秀传统文化接受

的角度讲，您觉得“第四代”在这方面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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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reading “the Fourth Generation” :     An Interview with Xie Fei

Abstract:  In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u Shaoyang, Xie Fei, the “fourth generation” director, reviewed, combed and discussed the inter-

gen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rtistic expression, ideological depth, artistic valu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works of China's “fourth 

generation” directors. In the new era, the brilliance of China's new films is jointly created by the third generation, “the fourth generation” and 

“the fifth generation” directors. The “fourth generation” directors have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cultural and artistic exploration and 

theme creation, contributing to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works. Compared with the work of other generations of directors, films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are more stable, diale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in showing the style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changes.  

Keywords: “fourth generation”, director culture, film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rediscovery

谢：还是很重要的。我入学的时候正是云南花鼓戏《刘

三姐》进京的时候，我们追着看了好几个剧场的。我们老师

让我们看的第一本书是盖叫天的《粉墨春秋》，看中国戏班子

的学员怎么成才，而且我们每月可以报一张剧院戏票。老师要

求大家看各种各样的戏曲，了解中国文化。包括我们的课程，

文学名著里的《西厢记》《牡丹亭》都是我们必修的课。我们

排戏，中国戏曲，包括郭宝昌的《大宅门》，包括黄蜀芹的

《人·鬼·情》，都是直接涉及这些东西。老师当时很明确地

说，你可能不喜欢戏曲，但是你必须了解，因为它是中国的传

统戏剧艺术，有很多优点。《电影艺术》刊登了张暖忻、李陀

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20世纪80年代的几篇重要文章，

还刊登了五六十年代徐昌霖的《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

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也很重要。还有一篇文章，

瞿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这些都是对我们影响

非常大的文章。学术上，苏联的那一派和以谢晋他们为代表的

中国学派，我们还是很坚守的。因为“第四代”导演师承这些

人，我们上学的那五年，从谢晋的《红色娘子军》一直到崔

嵬的《红旗谱》、水华的《林家铺子》，都是这个前后在学校

放映、导演来举办讲座，所以对我们影响很大。中国传统的

“第三代”“第四代”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和苏联解冻时期的

电影，诗意蒙太奇等都对“第四代”有影响。

陆：这些影响就是潜移默化的，现在的学生接受视听

训练多一些。

谢：短期内扭不过来，这里面有传统文化，所以我们

要给在校学生各种机会见证这些，组织这些，包括请郭宝

昌来讲京戏，等等。

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传播方式和以

前不一样，以前是长视频或者是在影院里面看，现在我们

都是看短视频，在碎片化的语境当中如何实现张骏祥他们

强调的故事情节结构、人物塑造、主题提炼方面的追求？

其间的矛盾怎么解决？

谢：除了文化涵养，我现在的观点就是加强视听写作

的训练，因为它很容易学到，已经可以普及到中小学了，

大学是选择可造之才了。

陆：我个人觉得，我们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应该从艺

术学、人文学向社会学这方面加强，不能光关注人文。因

为社会学是观察这个社会的变化的，如果导演只会关注个

人，个人跟社会的关系都搞不清楚是不行的。人文学者可

能关注个体和个体生命最在意的那些东西。但是，社会学

家观察的深度和思考的深度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有没有

可能将来从这方面加强？

谢：现在我们的一些毕业生突然发现去做网剧也是

很值得肯定的。像导演系2005届的吕行，他毕业后就去拍

电视剧，结果就在网剧《无证之罪》成功以后连着拍了很

多网剧、电视剧，比只想着拍院线电影的同学发展快了许

多。像《隐秘的角落》这样10集左右的作品，也不太像传

统电影，能够获得这么好评价，其实导演是很有才华的。

系列剧的好处是观众多。

陆：《隐秘的角落》您也看了？

谢：看了，它主要是立足于原来的推理小说。网剧必

须类型化。观众能把6集、8集看完一定是因为结构非常好，

类型吸引人。散漫的艺术片，多数观众看2集后就不看了，

所以，网剧的销售方式跟影院是不同的。我觉得作为我的

学生，这两个都要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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