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码时代来临，电影在死亡中

当下时代的数码转型，有
两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一个
是2011年《时代周刊》提到的，
“如果我们要为正在经历的10
年和未来的10年、20年寻找文
化关键词， 那这个关键词是I-
pad。”另一个是柯达胶片公司
破产。 这两个事件说明一个重
大的转型———数码转型在发
生。

具体到电影来说， 这种转
型非常直接， film�death或者
film��deathing的直接翻译是
一个事实表述： 胶片死亡或者
胶片在死亡中。 这个词还有另
外一种翻译： 电影死亡或者电
影在死亡中。

今年， 上半年在美国有机
会当面问了两位好莱坞重量级
人物，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
斯： 你们怎么看film�death？乔
治·卢卡斯认为3D电影将取而
代之， 而斯皮尔伯格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未来的电影是什么”。
我比较倾向于后种答案， 因为
即使按照乔治·卢卡斯的说法，
film�death和film��deathing的
命题仍然成立。大家反思一下，
当有声片取代默片时， 看似只
是增加了一个艺术单元， 电影
从单纯的视觉媒介转化成视听
媒介， 可如果大家具有一点电
影史的知识， 就会同意默片和
有声片是两个片种，基本叙事、
构成原则完全改变。

3D电影作为一个新的片
种和新的艺术正在向我们走
来。 电影数码转型到今天为止
并没有被电影人、 电影从业人
员、电影制作者所充分认识。

一个美梦正在成真， 一个梦
魇正在走来

《美丽新世界》的世界正在
向我们走来， 或者已经莅临我
们身边。当冷战成为过去，我们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一种延续
的专制形态正在降临。

数码提供了及时、 移动通
讯的方式，使得人类以空前的、
直接的、 紧密的方式联系在一
起。我们进入自媒体时代，不需
要经过其他媒介， 似乎也不需
要经过任何审查， 就能把我们
所了解的真相通告全世界。

斯诺登的“棱镜计划”正向
全世界揭示， 美国政府可以足
不出户地监视全世界的全体民
众， 美国正在获得未来世纪最
大的资源，即对全球不同国别、
不同民族、 不同文明状态的民
众心理状态的把握。那么，它告
诉我们， 另外一个反面乌托邦
正在向我们走来， 那个反面乌
托邦叫《1984》。我们很容易把
那个直接的政治独裁结构中的
监督系统读作“老大哥在看着
你”；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你所
有通过电子媒介播散出去的符
号都被各种各样的“棱镜”所捕
捉，这才是真正的“老大哥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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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谈中国为什么需要文化自觉
数码时代究竟是

美丽新世界还是步步
逼近的梦魇？中国为什
么需要文化自觉？近
日，北京大学教授戴锦
华做客腾讯思享会，主
讲“数码时代与文化自
觉”。 她指出数码转型
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
式。而中国百年来救亡
图存的代价之一，是整
个民族经历了深刻的
文化自我流放，文化自
觉是中国面临的一个
急迫命题。

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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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素材由腾讯思
享会提供）

着你”。
一个美梦正在成真， 一个

梦魇正在走来： 当我们说数码
时代、移动平台、即时通讯使人
类以空前紧密的方式连接在一
起时， 这些东西也正在以无形
的电子囚牢把我们彼此分割
开。 数码转型成为21世纪一个
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变化，不仅
在改变着电影、媒介，改变着人
文、社会、科学的传播，生产、学
习的状态， 还整体地改变着人
类的生存。

现代化进程没有解决中国传
统文化的现代化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穷得只
剩下钱， 一些只能通过数据来
计算的钱。 在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崛起”颠扑不破，因为中
国成为世界上GDP持续增长、
高速增长的国家， 成为全球外
汇储备数量最高的国家。 中国
也是世界霸主美国最大的债
主， 是全球顶尖奢华消费品量
最大的国家。 但作为中国人我
们都知道， 所有这些描述的问
题都没有讲出一个最基本的前
提，即中国最大的人口基数。全
世界左翼和右翼的经济学家都
认为中国至少还有10-20年的
黄金时代， 未来10-20年的中
国经济大国位置势必改变世界
的格局。

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现在热
衷于讨论中国文化自觉的问
题， 有的人是“中国称霸主义
者”，讲大中华民族文化；另外
一些人是我比较认同的， 在一
种紧张、焦虑的现实感中，思考
如何让中国这条大船继续航
行。 我认为我们需要差异性知
识、差异性价值、差异性的生存
方式， 中国文化自觉本身是一
种危机意识。

我们说中国有辉煌五千年
的灿烂文明， 但我们要获得自
己的知识、文化难吗？非常难。
有人说中国现代化进程从晚清
开始，也有人说从晚明开始。无
论你把它推到哪儿， 中国现代
化进程没有解决传统中国文化
的现代化议题。一百年来，仁人
志士一边抛头颅洒热血， 一边
致力于重新激活传统文化，但
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我们的生
命、 日常生活可以践行的文化
的任务到今天都没能完成。

我举电影例子予以说明。
《南京！南京！》希望南京大屠杀
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看到的历史
悲剧，怎么办？我们只能想象有
一个有良知、 有灵魂的日本军
人，透过他的眼睛看，这个故事
才能被世界看到。中国的导演、
中国的艺术家不相信我们的眼
睛可以是世界的眼睛。

《金陵十三钗》也讲南京大
屠杀，却是一个美国人在看。影
片中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视点：
教堂上的玻璃圆窗， 子弹从那
里打来，视点从那里出去，里面
的画面通过那儿被看到， 外面
的事件通过这个窗看到。 在宗
教建筑学上， 教堂圆窗的名字

是“上帝之眼”。这不是一个简
单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不
是崇洋媚外的问题， 而是一个
巨大的文化自我真空的目光。

中国文化自觉是一个危机性
的急迫命题

新的民族主义者越来越
多， 张嘴就是“五千年辉煌文
明”， 却没有反驳和进一步追
问：我们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中
国文化所形成的一系列不同生
存的、生命的、社会的、人生的
内容，除了厚黑学和宫斗之外，
你们还知道什么？

我在看北大网上字幕组翻
译字幕时， 发现在美国电影中
不断出现两个字：宫斗。我很好
奇美国人说“宫斗”到底是在说
什么？ 认真看了一下， 发现是
“politics”。原来，政治就是“宫
斗”，这竟是我们触摸历史和文
化的路径。但实际上，在宫斗之
外还有真实的政治， 在宫斗之
外还有太多的价值和生命存在
的方式。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
自觉在今天是一个危机性的、
救亡图存的急迫命题。

有一次我被一个朋友在国
际学术会议上痛斥， 但也心悦
诚服。当时我说“帝国主义的威
胁是亡国灭种的威胁” 是一种
神话时， 那个朋友站起来说：
“怎么是神话？” 然后他举了大
量例子说亡国灭种并不是不可
能。那次我心悦诚服，认为他的
反驳是对的。 我们为了应对这
样的亡国灭种危机救亡图存了
一百年后， 我们付出了很多代
价， 其中代价之一是整个民族
经历了深刻的文化自我流放。
我们今天的文化、 我们的身份
成了某种被放逐的、 难以召唤
的课题， 所以我们必须假装成
美国人或日本人才能看见自己
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创
伤， 我们也相信只有化装成美
国人、日本人等，才能让世界看
到我们这个课题。 这是一个重
要的代价。

■整理/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匡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