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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与江河影像

回溯历史，自 !"#$年上海徐园第一次
放映电影开始，开放、包容以及现代化的上
海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其后的历
史发展中逐渐成为电影影像内外的重要书写
对象。在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上海影像出
现在 %#!&年。这一年，亚细亚影戏公司的
张石川拍摄的一系列滑稽短片，开启了上海
影像的历史。

众所周知早期中国电影以上海为中心。
民国时期，上海就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电影制
作与生产基地，诸多不同类型的电影的叙事
空间均以上海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老上海”成为上
海影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类是如《子
夜》（%#"%）《日出》（%#"'）里作为十里洋场的
现代都市的“老上海”，其往往是主流价值观
批判的对立面，另一类是对应全球化以及中
国城市化进程，作为现代摩登代表的“老上
海”，出现了《阮玲玉》（%##&）《摇啊摇，摇到外
婆桥》（%##(）《风月》（%##)）《花样年华》
（*+++）《长恨歌》（,++'）《理发师》（,++)）等一
批电影，构成了怀旧影像表述的热潮；另一方
面，不断发展变化的“新上海”，涵盖了个体的
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理空间、社会空间等诸
多层面，《大桥下面》《情洒浦江》《周末情人》
《苏州河》《股疯》《美丽新世界》《夜上海》《海
上传奇》等作品成了不同时间段的代表。

在上海的影像呈现中，相对于其他地标
空间，苏州河与黄浦江的影像表达更为自然
地诠释了上海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因河而兴、
通江贯海的精神气质。河水奔流所代表的时
间流动性与两岸带有历史错落感的建筑在空
间上的固定性，决定了苏州河与黄浦江在上
海城市叙事中的独特地位。苏州河与黄浦江
的江河影像不只是静态的单一呈现与单向度
表达，更多的是对城市文化想象的动态心理
及情感体验的深入刻画，也是对人与时代的
空间化书写。

历史表述与个体体验中

的苏州河

吴淞江上海市区段被称为“苏州河”，它
自西向东穿上海而过，最终经外白渡桥汇入
黄浦江，是上海最早的航运主道。在现代上海
的城市格局中，苏州河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界
内里，苏州河沿岸的生活群落、民居建筑以及
由此形成的完整的社会生活空间是上海最初
的发展中心，而后又经历了百年搭建最终完
成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的基本水域框
架，在上海的发展和城市空间的建构上扮演
了“生母”的角色，在历史的起起落落中经历
了早期农业经济形态的传统船运、近代工业
特别是纺织工业的水源和交通、现代工业化
的重度开发到 #+年代中晚期持续到当下的
河流治理，其空间景观与文化功能处于不断
的动态的建构之中，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
涵也在不同历史阶段与题材类型的影像书写
中发展变化，具体表现为历史表述与个体体
验两个方面。

老上海时期，苏州河影像在诸如《十字街
头》等作品中有所出现，往往和底层工人的工
作生活场景及工人运动场景有关，但并不多

见。在老上海，苏州河居于公共租界的北端，
很长一部分是公共租界与上海辖区闸北的分
界线，其一方面带有“界河”的意味，一方面又
是从文化和阶层上区分人群的依据。

第六代导演，同时也是上海新都市电影
代表人物李欣导演的《对岸的战争》（,++"）以
一个儿童的视角重述了“八·一三”淞沪抗战
爆发时著名的“四行仓库”战役，从历史细节
处着手，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战争的联
系为叙事基础，将普通百姓的生活苦难、抗击
日寇的民族决心与国家军人英勇抗敌行为通
过苏州河两岸的呼应联动结合起来，把父子
之情、家国之情、同胞之情通过西藏北路桥连
接起来，成为苏州河悲壮的历史景观，也表达
出了苏州河的历史厚度与深度。管虎导演即
将上映的新片《八佰》，也是处于这个历史背
景下的题材，其对苏州河空间的影像表达，也
让人十分期待。

由白沉导演，龚雪、张铁林等人主演的八
十年代经典电影《大桥下面》（%#"(）是苏州河
在新时期影像表达和文化想象的很好样本。
影片讲述了同住在苏州河畔的上海知青高志
华和秦楠的故事，放在中国电影文化的谱系
里来看，《大桥下面》具有明显的“伤痕”意味，
它以现实境遇反射历史经历，重点描摹人们
的互相扶助与自我疗愈。电影中苏州河畔的
民居简单质朴，既具有一定的市井气息，又饱
含了一种冲动和热情。正如电影中多次出现
的苏州河，不断变化的视觉角度与河水本身
的动态结合在一起，成为从历史中走向现实
的个体现实映照。在空间表现上，局部的狭窄
的苏州河两岸的居民街道，在影片结束的时
候被逐渐拉开至大全景的现代的广阔的上海
街道代替，是个体心理空间变化的明喻。

黄浦江的文化特征!

开放性与多元化

黄浦江与苏州河所代表的上海内里的城
市空间与文化想象不同，黄浦江的文化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开放性与多元化。自开埠以来，
黄浦江就蕴含着中西结合、融会贯通的文化
意味。黄浦江对上海城市空间形成与发展的
决定性影响则主要在近现代，并且逐渐成为
上海现代主流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代表，在
上海城市文化结构中扮演了“主外的父亲”的
角色，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面子”。

在老上海电影中，黄浦江往往是现代性
想象与焦虑的符号。《马路天使》外滩从地上
到地下这第一个的镜头就把黄浦江“钉”在了
现代性想象和焦虑并存的位置之上，后来赵
丹去黄浦江和苏州河交界位置上的摩天大楼
（今天的上海大厦）找律师的桥段作为一种乌
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想象出现在电影里。《新女
性》中有一组平行镜头，一边是百乐门里的歌
舞，一边是女音乐教师带着女学生们演唱着
《黄浦江歌谣》，同时通过分屏呈现黄浦江上
及外滩的都市景象。很明显，在这里，“黄浦
江”成了现代化、社会精英主流、乃至男权的
象征，也成了反思阶级压迫、现代性压抑和男
权压抑的对象。另一个相关的方面，在老上海，
黄浦江既是上海的门户和面子，也是上海的边
界。浦东人和外地人一样，坐轮渡通过黄浦江
来到浦西，都叫作“去上海”。这种“边界”的意
味也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想象和焦虑：一来，国
际化的大上海从这里开始，十里洋场在它的西
岸，外来的物质和多元文化从这里进入，黄浦
江连着大海，这让人自豪、开放并对未知空间
和未来充满着想象；二来，黄浦江上外国商船、
邮轮乃至军舰和本土的小舢板并置，而且作为
边界区别着空间，同样也可能区别着人群，用
一种阻隔的方式。所以，旧时代，黄浦江之于
上海的文化意味，是具有这样的悖论的。

由黄佐临导演的《黄浦江故事》一片
（%#'#），主要讲述了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等
不同历史时期黄浦江两岸普通劳苦大众的生
活以及历史转变，以历史化的表达方式，全景
式地呈现了黄浦江两岸的空间景观。《情洒浦
江》（%##%）同样以黄浦江为故事中心，其叙事
核心在于国家主导下南浦大桥的成功建设就
是新的历史时期上海崛起的象征。虽然仍以
家庭为人物结构设置的基础，但与《黄浦江故
事》历史性的叙述不同，它主要以现实为表达
对象。影片以南浦大桥的工程建设为事件中
心，表现了与国家建设发展息息相关的当代
上海工人个人情感的矛盾、现实和理想的冲
突，有效展现了新的历史时期上海工人的精

神风貌，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表现了
改革开放之后处于社会变革之中的人们思想
观念的发展与变化。

而第六代导演更习惯于从个体性、青年
性的角度进行微观表达。王全安的《团圆》
（,+%+）的故事则完全是以现实之下个人的情
感纠葛来回应台湾老兵与一个上海家庭之间
的历史伤痛与现实纠葛，黄浦江在电影中成
为情感纠葛的历史源头、当下回望以及再次
别离的复杂情绪的主要空间承载者，流逝的
滚滚江水更多是离愁别绪的意象表达。贾樟
柯导演的《海上传奇》（,+%+）对苏州河与黄浦
江动态影像空间建构上来讲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与意义。影片以历史影像对比和个体文化
体验为切入点，在虚构与现实之间，将苏州河
与黄浦江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变迁作出了比
较。突出城市体验者的自我言说，试图营造一
种共时性的空间概念。外滩的建筑工地、影剧
院，正在建设中的世博园，呈现了上海大部分
特色鲜明的地理坐标，并最终以游走和引入
的方式带出电影里的 %-位体验者，通过他们
口述历史，时间跨越 ,+ 世纪 &+ 年代直到
,+%+年，在“话语空间”和“故事空间”之中完
成表征与体验的深层次心理互动。更为重要
的是，结合当下上海城市空间的文化状态，从
《海上传奇》的影像中我们也会发现，曾经作
为内里的苏州河在文化形态上逐渐向现代感
更强的黄浦江靠拢，与黄浦江一起构成当代
上海城市空间的全新景观。同时，苏州河上已
然存在多年、黄浦江不断出现的“桥”，连通着
江河的两岸，也承载着社会阶层和文化心理
上的融合与连通，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城市提
供了另一个相关的角度。

未来想象

关于苏州河与黄浦江影像

不论是苏州河还是黄浦江，其物理和文
化上的差异与作为城市空间里的河流的共性
同样重要。如果把苏州河与黄浦江的影像表
达置于中国传统“江河叙事”文化体系中来看
的话，相对于它们在现实中对上海城市空间
建构的重要性而言，其影像呈现的力度和广
度仍显得不足，这也让我们对未来上海电影
中的黄浦江和苏州河有了更多的期待和遐
想。同时，还有两种变化可能会对此有影响：
一方面，上海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早已不局限
于这一江一河的水域，长江入海口、淀山湖、
跨海大桥、洋山深水港，乃至更开阔的海岸
线，都逐渐成为了这个城市的组成部分；另一
方面，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品格也
在不断提升，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乃至“五个
中心”的建设需求和举措，也逐渐成为上海文
化软实力增长的表征。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未来上海影像
中出现的苏州河和黄浦江的想象似乎也会随
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在一段时间里，黄浦江
贯通工程而形成的城市沿江景观带不断从外
滩、北外滩、老码头向上下游延伸，不论是身
处其中的两岸建筑、绿化、公共空间，还是从
私人空间里可以看到的黄浦江，这一景观带
作为城市现代化进程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代名
词，依然会在影像中以一种奇观化、符号化的
方式被呈现，其在影像中视觉中心的位置还
是会凸显。苏州河两岸的景观公园、健身步
道、房地产开发以及老仓库老厂房改造的艺
术区不断涌现，也会将相对狭窄的苏州河“连
通”和“拓宽”。而且，随着电影对城市空间呈
现手段的丰富，运动摄影、水下摄影，乃至“飞
越上海”式的航拍会给黄浦江苏州河的影像
提供新的视角，产生新的奇观性。

就如同电影从开始时候的影像奇观变成
了叙事艺术的情况，城市的代表性的空间影
像在电影里最终还是会穿过奇观化的迷雾，
为故事服务。如同泰晤士河之于伦敦，塞纳河
之于巴黎，黄浦江和苏州河之于上海，在成为
一种奇观化的代表性景观之后，会成为以一
种不动声色、无需炫耀的城市代表景观。再进
一步，它们除了跟这个城市的整体有关，还要
跟生活过在这个城市里的个体有关，还要进
入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成为一种无言的在场
者，要在人与空间的移情互动中，成为这个城
市散发出来的迷人气息和人性温度的载体。
所以，在未来的上海电影里，有关黄浦江和苏
州河的影像呈现与文化想象，不可能是孤立
的，而是要跟人、跟不断涌现的动人的“上海
故事”乃至“中国故事”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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