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演评述
DAOYANPINGSHU

总第 665 期 /2016 年 /第 20 期

吴天明作品的“为人民”与“为艺术”
管 艳 (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 吴天明是国内杰出的导演，在他所拍摄的影片中处处渗透出浓郁的时代特色，饱含

了在历史转型中民众审美意识的偏向，也显现出他在艺术观念上的转变。这种转变与特色显现，

充分体现出其电影思维 “为人民”与 “为艺术”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其电影思维在 “为人

民”与“为艺术”之间的抉择。他的成功也预示着其在电影观念转变中的逐渐成熟，与此同时

也意味着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电影发展的新方向与新启示。本文以《人生》《老井》为个案展开

分析，探讨吴天明导演的电影观念转变。
［关键词］ 吴天明; 艺术观念; 经验性写作; 象征性写作

一、前 言

吴天明导演作为国内著名导演，他在电影艺

术方面的造诣主要体现在对艺术观念的主体转变

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既是历史发展作用的结果，

也是吴天明个人体悟的结果。他最初描摹与刻画

劳动人民，用真挚、深沉的感情表现农民，表现

土地，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到来时，他开始

表现社会革新主题，表现现代人们生活的价值观

念与爱情观念。这种全面与深刻的转变带有隐藏

性，而这种隐藏性中其实包含了吴天明作品的复

杂性。毫不夸张地说，了解吴天明导演电影的复

杂性就了解了中国电影和社会发展的历程，这种

复杂性就是 “为人民”与 “为艺术”的主体创作

宗旨转型。

二、“为人民”与“为艺术”的矛盾

导演吴天明，他的影片就如同他的为人一样，

质朴而宽 厚。改 编 自 作 家 路 遥 同 名 小 说 的 影 片

《人生》中充分表达了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的爱情

观与人生观，与此同时，也彰显了那一代人的时

代风貌与精神风采。在那样一个年代，一切艺术

形式都能够体现出一个宗旨，那就是 “艺术来源

于生活”。而这部影片也很好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80 年代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一切都处于变化

中。知识分子在那时是比较 “无力”的一个群体，

尽管他们学识渊博，然而他们在新中国的电影传

统表现之下，却是带有 “无力”性的，他们没有

强健的体魄，做事带有弱化性，他们唯一能够彰

显出他们自身的价值性就是 “无私”，然而这又是

他们所欠缺的。而体力劳动者在这里是能够得到

充分赞美的，他们热爱生活，热爱人生，他们积

极上进，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明

天。80 年代的人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这个印记

是历史作用的结果，而当时人们的人生观、价值

观也是这样形成的。于是，在导演吴天明的电影

中，“非知识”青年反而受到了赞美，这也是新中

国时期人物塑造的重要特点所在。
土地、劳动在这里被神圣化了，成为新中国

时期人们的一种信仰，这是自力更生、自我认知

的一种信仰，在这样一种信仰中，艺术家们的价

值观、选择权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于是，在作家

路遥与导演吴天明的作品中都体现出了这样一种

矛盾性，就是避重就轻地选择了赞美劳动者，而

将那些处在精神世界挣扎状态的知识分子们 “忽

略”掉了，于是，他们选择与劳动者们站到了一

起，用他们的视点来表达着这个世界。因此可以

说，如果想要了解吴天明的电影作品就要了解那

个年代，了解劳动者与美之间的关系性，只有这

样才能够充分认识到导演吴天明电影的精神主旨

所在。
在吴天明的电影中，劳动是第一位的。就如

电影《人生》中的女主角刘巧珍一样，她的所有

生活都在劳动中产生，她的所有快乐也都在劳动

中获取，即便是她谈恋爱了，她也会因为遗忘在

地里的锄头而选择匆匆离去。刘巧珍是土生土长

的农村人，她种地、锄地，她的生活是建立在劳

动上的，似乎没了劳动，她的生活就要消失掉。
她的形象是劳动者的形象，也是那个时代的专有

形象，电影造就了刘巧珍，刘巧珍演绎出了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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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形象基础。而这一基础形象不仅代表了当

时劳动人民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代表了那个时

代对劳动者的极度赞美和讴歌。这是新时期中国

劳动人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依赖，也是一种共存、
共生关系的表现。这一表现性体现在了路遥的原

作小说中，也体现在了导演吴天明的电影作品中。
在路遥的笔下，劳动人民的心灵是质朴而纯真的，

他们依恋着土地，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

的共存、共生关系在这里同样得到了体现。正如

吴天明所表现的，其实作家路遥与导演吴天明都

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劳动者的刘巧珍

所演绎的与其说是与恋人高加林的一种关系性，

准确而言，不如说是与土地之间的一种依恋性。
土地是刘巧珍活着的意义和根本，这是高加林所

不能体会的。正因为如此，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

尽管值得我们分析，却难以让我们感受到深刻。
在路遥的小说中，尽管刘巧珍是作为一名劳

动者被歌颂的，然而作为一个女人，她是被忽略

的、被弱化的，这种忽略与弱化体现在了路遥的

小说形象化建立上。刘巧珍在路遥的小说中总是

处于被动的位置，她遭受着知识分子高加林的冷

漠与忽略，尽管她质朴而纯真，然而她的质朴与

纯真都被无情地漠视淡化了，并且更像是被贴上

了傻气的标签符号。而这一切都在导演吴天明的

电影作品中得到了颠覆，在这里刘巧珍有着属于

她自己的一片天，尽管她依旧是个农民，依旧在

干着农活，然而，她有着自己的性情，有着自己

的执著，她在人格上是独立的、自由的、饱满的。
她敢于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尽管在这样

的表现上，无论是路遥还是吴天明，他们对于劳

动者都是不排斥的，都在努力地维护着属于他们

身上所特有的热情与才华。而这样做的直接结果，

就是将高加林不自觉地忽略了。其实在作家路遥

与导演吴天明的内心世界里，他们与高加林似乎

更加接近，然而，时代早已将他们的表现性进行

了固定。于是，他们将所有的心思都用来塑造刘

巧珍的形象，这也是两位艺术家的不谋而合之处。
电影也好，小说也罢，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来

记录着这个时代，歌颂着这个时代的人们。电影

尤为突出，传神的影像文学符号被弱化了，影像

符号成了民众生活的代言人。是电影造就了精神

饱满、内心世界丰富的刘巧珍，让这个人物鲜活

地存在着; 也是电影让刘巧珍这个人物的内心世

界在银幕上得以呈现，这是一种感性经验的理性

表达。导演吴天明通过电影来展现着自身的人生

经验，进而转嫁到刘巧珍的身上，并借助于这个

人物，将内心世界与外在活动融合到一起，成为

一个整体。导演吴天明获得刘巧珍人生经验的方

式，也是他电影中所进行表达的艺术形象的方式。
这是一种最直接的感性表达。

影片中，女主角刘巧珍是感性的，她的感性

特征在影片中无处不在，处处得以彰显。例如，

在影片开始不久，男主角高加林便出现了，这个

白面书生在低头喝着水，英俊的侧脸倒映在河边，

也映在了女主角巧珍的心上。巧珍与高加林都在

捧着罐子喝水，可一个是满面开怀，一个却是暗

自忧伤。男主角高加林在和德顺爷边聊天边喝着

水，德顺爷是个热情的老人，他一边心疼地检查

着这个书生由于劳动结茧而磨破流血的手，一边

高声地喊叫着他的名字。殊不知，说者无意，听

者有心，巧珍那双被罐子遮挡不住的大眼睛终还

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忧伤，因为爱，她反而要保

持着缄默; 因为爱，本是非常普通的喝水动作都

变得那样惊心动魄。当德顺爷喊着高加林的名字

时，镜头立刻定格在了巧珍的脸上，一个特写的

镜头道白了那满心的忧伤与关爱。这与影片 《小

城之春》中的某个桥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或许

这正是生活经验丰富的艺术家们不假思索的特定

方式表达吧。

三、“为人民”与“为艺术”的抉择

导演吴天明是有着丰富生活经验的，他非常

清楚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下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

间的距离与差异，他也非常明白现实与艺术之间

的距离。他在充满感性的情绪中表达着巧珍的爱，

用理性的思维在提炼电影艺术的精神主旨，于是，

影片中，当刘巧珍双手捧着自己种的瓜送上前时，

镜头中的高加林并没有兴高采烈地接过，相反，

镜头凝固到了高加林的冷漠神情上，他并没有出

声音，而只是很漠然地继续挖他的地，于是镜头

再一次转回到甜瓜的位置上，直到看着巧珍黯然

神伤地渐渐远去。这个转身，这个过程，何其震

撼! 刘巧珍，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个有着纯真

心灵，为爱鼓足勇气的姑娘，然而，她终究还是

被无情地拒绝了，这不由得让深深喜欢她的观众

疯狂了。因为巧珍不单纯是她个人，她所承载的

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印记与精神寄托，那个时代的

女孩子就是那样的质朴与执著，而所有的这一片

痴心，都被高加林漠然的背影所遮掩住了。于是，

观众们的同情心开始泛滥，观众们的心开始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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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时，一个小小的暗示被寄放到了这里，

因为它预示着一个悲剧命运的诞生，这个悲剧命

运的诞生恰好是导演吴天明对于人生、对于年代、
对于历史责任的一种思考，也是他对人民本身与

艺术本身的思考。
导演吴天明对艺术有着执著的精神，他能够

将他的思想与现实生活巧妙地融合到一起，在他

的影片中能够看到生活的艺术，与此同时，也能

够看到艺术的生活。正如在他的影片中所表现的，

劳动的现实并不是作为悲苦人生的开端，相反，

在特定历史年代下，它是超越现实悲苦的一种伟

大的崇高，是展现劳动人民精神的伟大艺术形式。
在他的表达方式中，现实的困苦也好，人的生存

困境也好，都是基于传统历史文化下的产物，在

这些劳动者身上所展现的困苦与束缚，更能够彰

显出他们身上的那股倔强与不屈的精神，也更能

够展现出导演吴天明在人性方面的探讨与努力。
在他所执导的影片 《人生》中，作为男主角的高

加林并非农民，然而他的生活被土地所围绕着，

被农民所围绕着，他的这种被包围，并非发自内

心的意愿，他与巧珍是不同的。巧珍同样是被土

地与农民所围绕着，然而她是情愿的，更加确切

地讲，她是快乐的。于是，这种差异性的显现必

然会造成他们之间的矛盾性。也必然会由此引出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同故事与不同反应。然而，

很明确，在特定年代下，导演吴天明在理智思维

的天平上还是要倾向于巧珍的，这一点与作家路

遥是相同的。然而，当我们看到导演吴天明所创

作的《老 井》时，我 们 会 发 现 它 与 以 往 的 影 片

《人生》有着一定的差异性。《人生》中所反映出

来的，是对现实主义生活的理想憧憬，而 《老井》
所表达出来的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固有观念的突破。
两部影片都未曾脱离爱情这条主线。然而，一个

是被动地接受，一个是积压后的反抗。尽管在具

体的表现形式上或许我们看到了很多相同的地方，

然而，在价值立场上，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它们

之间的微妙变化。这是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转

变。在影片《老井》中人民群众已经被淡化为一

个无个性群体名称，它不再如以往那样重要，充

当着一个群体的依托感，正如对土地与农民本身

的崇敬与信赖。在这里，土地已经不再富有神圣

的意义，不再作为丰产的象征意义，也不再是农

民精神上的一种力量、巨大的心理慰藉。在影片

《人生》中巧珍热爱着她的土地，为自己能够辛勤

劳作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与光荣。而在影片 《老井》
中，巧英最终离开了土地，开始了新生活，离开

这片土地，成为她新的希望与开始。

四、结 语

在吴天明的作品中总是体现出关于人生活境

遇的思考，无论是对高加林还是孙旺泉的塑造。
高加林为了自身的理想与追求，为了自身所具有

的知识分子身份而选择离开土地，可现实的打击

与道德的戒律让他最终又回到了这片土地，并最

终认识到了土地的重要性。在孙旺泉的身上，知

识分子这个身份更像是一种经验主义思考后得来

的，他看待东西带有审视性、反思性。这既是知

识分子本身的一种进步，也是导演吴天明对于表

现艺术形式的一种思考反应。在影片 《老井》中，

不仅在人物设定上与影片 《人生》有所不同，并

且在拍摄手法上采取了更具创新性的艺术手段表

达。这种新的艺术手段的使用是对现实生活再现

的一种艺术加工，是艺术经验的一种创新性体现，

然而这种形式上的转变很有可能导致日后电影市

场上的形式浮夸，从而走入电影创作的误区。导

演吴天明在电影艺术表现上由最初真实地再现人

民生活，经验至上，到后来象征性地再现人民的

生活，拍摄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为人民”与 “为

艺术”成为他艺术追求的本质，他在经验与象征

的影像创作中，抒写着劳动人民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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