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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一个市民导演
——论冯小刚导演作品风格的多样化

肖启映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冯小刚是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导演，作品风格以北方京味儿喜剧著称，是中国大陆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

之一。谈论到冯小刚，不得不提其拍摄的商业电影，尤其是他的贺岁片，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值得去探究。冯小刚很

睿智，并不沉迷于金钱效应，更不会迷失对艺术的追求，他的电影风格不断转变，努力在重大历史和民族记忆中，寻找可

歌可泣的平凡人生真谛，体现出当代国产商业电影的美学风格，在平衡电影艺术与商业美学的独特方式上，冯小刚导演作

品具有很高的探讨价值。

【关键词】冯小刚导演；商业电影；黑色幽默；票房

贺岁电影的盛行，其实是艺术价值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必

然物。冯小刚游走在商业与艺术之间，通过改编套用别人的

故事，对准一系列的平民视角，更加与导演自身的情怀共鸣，

用自己的故事内核，表现出民族的悲情。在商业元素多变的

时代，这种结合对艺术的追求和人生思考，使艺术与商业元

素双向结合的方式，无可厚非能取得重大成功。人物的命运，

经艺术的加工，往往呈现出的作品更加深入人心，直击观者

心灵深处。同时赢了票房，也获取名利。

一、电影作品类型多样化

冯小刚的大多电影大都是小说改编，与其合作最多的，

是通俗作家王朔，严肃作家刘震云等人，优秀的文学脚本

搭配多样化的导演风格，天时地利人和的汇聚，也因此使得

冯小刚从无名小卒走向国内外极具有影响力的导演。从《甲

方乙方》（1997）、《不见不散》（1998）、《没完没了》

（1999）、《一声叹息》（2000）、《大腕》（2001）、《手

机》（2003）、《天下无贼》（2004）、《夜宴》（2006）、

《集结号》（2007）、《非诚勿扰》（2008）、《唐山大地震》

（2010），《一九四二》（2011）再到近年来《我不是潘金莲》

（2016）、《芳华》（2017）至《只有芸知道》（2019）等

等众多著名影视作品，从琐碎的市井小民生活到宏观历史的

题材，都有涉略。冯小刚是高产量导演，年代时期不同，冯

小刚的电影风格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中期和后期。 

   早期作品走大众娱乐路线。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外

电影的冲击下，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名声在外，而第六代导

演的作品还处于起步阶段。冯小刚带着“冯氏喜剧”类型

电影脱颖而出，《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

“贺岁片三部曲”获得极高票房。这类作品娱乐了观众也

娱乐了投资人，有没有娱乐自己，恐怕只有本人知晓。但

我们知道的是这类作品使他进入亿元票房导演俱乐部。 

    中期作品走严肃路线，这类电影作品不仅收获了口碑，

还稳住了票房。《夜宴》《集结号》《一九四二》《唐山大

地震》等，电影表达看似不同时代的印记，却带着冯氏主观，

回应政治意识形态。为冯小刚收获了众多奖杯，大众看电影

要么求一哭要么求一笑，观众不喜欢深刻，评委却最喜欢深刻。

后期作品走放飞自我路线。在此期间，虽有改编作品，

但这类改编作品不再以娱乐大众恶心自己为目的，年过半百，

他才开始自我表达，羞于表达情感的他才真正开始回忆，开

始抒情。借此，《我不是潘金莲》《芳华》等佳作孕育而出。

显而易见，不同于其他导演，先是从艺术向商业电影的转变，

而冯小刚的创作模式却是在“逆行”。这跟众多导演的创作

历程刚好相反，典型如，张艺谋《黄土地》到后来的《英雄》，

陈凯歌《霸王别姬》到后来的《无极》。都是先艺术后商业，

先表达自我，后娱乐观众。

二、冯氏喜剧性幽默风格

在冯小刚系列电影创作中，70% 以上的镜头往往经由语

言来支撑，大量的对白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了冯氏

电影的独特风味。这也是冯小刚喜剧电影区别于成龙、周星

驰等其他华语影坛喜剧电影人的典型特征。冯小刚导演的风

格给人第一感觉是很“痞”，影片中的主角的形象极大部分

都是都市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惊人的成就、没有出众的外

表、没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市井小民，

有自己的需求和梦想，嘴硬心软的平凡人形象塑造，对白采

取调侃的京味语言，赋予角色中的人物具有鲜明的个人气息，

继而又有”北京爷“的形象。冯小刚电影从早期集中于北京

拍摄，到后来转战国内外各大城市，无论影片里的场景怎样

变换，葛优饰演的“北京爷”在抬手举止间，话起话落时又

把这满溢的“京味儿”呈现出来。什么是“京味”？影片《不

见不散》中主角刘元是移民到美国的混混，没有固定的工作，

装瞎的行为结合诗朗诵一般的情感流露出深深的无奈，可是

这一切却随着被揭穿后的一句：“我又看见了，这是爱情的

力量”，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突出了庄谐相生的幽默。而“同

志，我们今天大踏步地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进”、

“首长好，为人民服务”更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善意而温和

的揶揄。《甲方乙方》中川菜厨子“守口如瓶”，“打死我

也不说，地主家的余粮没了”的英雄梦，心直口快，藏不住

秘密的胆小行为彻底消解了英雄的崇高含义。《非诚勿扰》

里秦奋的一段相亲自白尤其有代表性。“从投资的角度看，

我就算不良资产，我这包袱说什么也不忍心抛给你，咱们今

儿个就先停盘吧”“人品五五开，不算老实人，但天生胆小，

杀人不犯法我也杀不了人，伤天害理了自己良心也备受摧残，

命中注定想学坏都当不了大坏蛋。”现代都市现实的“爱情

观”，带着批判性的立场，密集的对话充满了嘲讽，普通的

相亲介绍被写成相声，调侃之味充斥其中，引发观者更深层

次的思考，通过“北京爷”的演绎淋漓尽致地展现“京味儿

幽默”的味道。由此可见，所谓的“京味”，是缔结发生在

人与城市之间特有的精神联系，是人所感受到城市文化内涵，

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风格。作为一种地缘文化，京味儿文化是

北京特有的传统文化，是地域风格对北京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与塑造形成，是一种本地人‘集体无意识’的生活方式，它

尤其强调这个‘味儿’。冯导的喜剧很好的运用了京味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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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风格，极具个人特色，缩短了与观众时间的距离，接地气

的展示出地道的本土爷们语录。

冯小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影响深远的时代。他的自嘲台

词反映了社会的情节，并以公众喜爱的独特形式表达出来。

台词既粗俗又有点优雅，反而观众们觉得很有趣，很有灵感。

这种独特的喜剧模式是无法超越的，它是冯小刚导演独特的

黑色幽默，是一种具有导演个人魅力的艺术手法。葛优在冯

小刚镜头下饰演的各类角色，类似一个标签化的存在，每一

个人物自带黑色幽默，调侃生活，调侃人生。央视《开讲啦》

节目现场 , 主持人问冯小刚 :“如果你的四个好友葛优、张

国立、王朔、刘震云同时掉到水里 , 您会先救谁 ?”冯小刚

很爽快地回答 :“先救葛优 !”“为啥 ?”“因为葛大爷嘛。

王朔的水性非常好 , 震云也没问题 , 国立是最好说话的一

个人 , 没救他过后给他说个抱歉 , 他也没什么意见。

葛大爷是国宝啊 , 咱们首先要打捞国宝。”惹得现场

爆笑不断。[1] 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电影中，冯小刚都自带有

这黑色幽默，语出惊人。冯小刚的黑色幽默，是把电影中的

喜剧设置成舞台情景式的滑稽，好比生活上的段子手，令观

众开怀大笑的同时，还能令人若有所思。《我不是潘金莲》

中的“李雪莲”则是一家小面馆老板娘，生活上自给自足，

常常头戴斗笠，身着乌黑色长袍，恍若古代的侠女。在上访

的过程中，把官场社会现象一一揭露，令人啼笑皆非，又讽刺

严肃。《甲方乙方》中四个自由职业者给予客户服务“好梦一

日游”的设定，有钱人想过苦日子，大明星想当普通人，千奇

百怪令人啼笑皆非的要求更是需要通过做美梦才能找到人生的

乌托邦。《大腕》中的尸体布满的赞助商广告语，讽刺当今社

会为了钱什么都肯干的不良现象。反讽与黑色幽默大同小异，

冯小刚导演擅长运用这种搞笑荒诞的情节语境，戏剧化模式展

示，具有隐喻意味。与周星驰导演的无厘头幽默不同，冯小刚

黑色幽默风格更贴近生活，平民化人物产生的巨大落差，加于

语言上的诙谐，用于解说、调侃、讽刺当代社会荒谬的社会问

题。揭开贺岁片喜剧形式的包装，不难看出冯小刚导演所追求

的电影故事是对当下都市人的生存状态的呈现，这也正是冯小

刚的贺岁片没有纯粹成为搞笑闹剧的原因。

三、赋予商业作品中艺术价值

 冯小刚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的导演，明明擅长

拍商业片，却带有一颗艺术家的心，他始终把目光投向喧闹

的现代都市生活和市井平民的精神状态。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就是一个市民导演”。[2] 早期的冯小刚注重商业性，以

贺岁片的形式迎合大众娱乐审美。中后期多为大制作、大市

场、大发行等投入，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融合，逐渐艺术化。

冯小刚因贺岁片而声名鹊起，被誉为“贺岁片之父”，作品

带有其独特的标签，再想撕掉就极为不易，尝到了类型商业

片甜头之后，冯小刚毅然决然地去追寻自己的“艺术梦”。

也可能是他从来就不满足于商业电影的制作，脱俗入雅不过

是“曲线救国”的策略。他曾在公众场合表态：“我在走投

无路的情况下，才狠下心拍商业片的。”[3] 从这儿可看出，

冯小刚并不满足于贺岁片等商业电影所取得的成就，开始有

意识地进行对艺术的探索研究，系统坚决开展严肃的艺术电

影的创新，从一开始的喜剧模式票房走向注重影片内容的厚

重感，关注到人的生存境遇再到人文底蕴，逐步向艺术性靠

拢。冯小刚很睿智，有意识的选择厚重感很强的文学作品进

行二度创作，将自己的个人价值观艺术观融入影片制作中，

形成艺术与商业交流结合，焦点对准“普通人”，展示的是

大时代背景下的“小情怀”，形成人与自身之间，人与社会

之间的距离格格不入。冯小刚电影《芳华》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上映，讲述了在文革时期的部队文工团里一群正值芳

华的年轻人在爱情萌发时经历了残酷战争的洗礼。文革两个

字眼对中华民族来说很沉重，它摧残了几代人的心灵，也给

那一代代人留下深刻的回忆，这回忆有苦涩有甘甜，即使是

摧残，即使是糟蹋，它也有属于它的芳华，属于一代人的印记。

这个印记镌刻着历史的故事，书写着当时人物的悲欢，彰显

人性的芬芳。越来越多的有识分子去深挖文革十年的磨难，

有人在研究历史，有人在反映历史，经过那艺术的加工，艺

术的提炼，或者故事内核的虚构，再提升深入，从而创作出

更多的影视作品，这些电影，它来自生活，源于生活，也高

于生活，表达出创作者的意图和想法，表达出创作者的人生

观价值观等等。七八十年代的时期，冯小刚也曾是文工团的

一份子，电影里边讲述的文工团的故事，不正是他自己当年

历史的写照。2016 年 11 月，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一上

映就引起极大争议。冯小刚采用遮幅的拍摄手法，圆形画面

占据荧幕中间设计出审美距离，营造出偷窥感，赋予更深刻

的蕴意，这是导演艺术化的叙事手段，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

风格。影片中李雪莲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她是寻求自我的权利，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的清白，冲淡封

建思想的压迫，朴素的农村妇女为了维护尊严，维护个人权利，

毅然决然的踏上了坎坷的维权之路。李雪莲的维权，一是来

自于丈夫假离婚的欺骗，二是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李雪莲

为了自证清白，十年如故一遍遍上诉，挑战社会法制平等。《我

不是潘金莲》脱离了传统的女性范畴，在影片中表示对命运

对苦难的思考，李雪莲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参与假

离婚风波，参与十年闹到北京，死磕到底的李雪莲展现出“巾

帼不让须眉”的自强意识。主角人物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职

业都是普通老百姓，冯小刚这种平民视角，既有对历史洪流

下小人物的人文关怀，也有对人性的救赎思考生命的意义。

冯小刚的大红大紫，得益于“善于讲故事、善于编情节、

善于攒语言、善于选演员”。[4] 切合观众的审美需求，采用

商业性与艺术性结合的创作模式，冯小刚获得良好的口碑与

票房。影视业的发展不仅要承担大众娱乐和票房消费的功能，

更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传达现实时代的生活方式。从事

影视行业人员更要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而冯小刚导演商业美学电影无疑是极好借鉴的例子，

具有市场经济效应下，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收益有速

度，电影有深度。

冯小刚导演的艺术文化内涵影片愈发丰富深刻，使其从

容游走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寻求两者的精妙平衡。尽管偶有

争议，但票房永远是他实力的铁锤，无可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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