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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氏大鳄的前世今生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大鳄也绝不是一日养成的。尽管，冯氏喜剧的特色

总在于偶发的灵光一闪、令人惊艳万分，但回溯几十年的“冯氏电影”路线，大
鳄之所以为大鳄，也不是一点蛛丝马迹也无，而是有迹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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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走偏锋期
代表作品：贺岁三部曲——《甲方乙方》《不见不

散》《没完没了》

1994年，冯小刚的电影《永失我爱》出场，可

惜，什么一鸣惊人、电闪雷鸣果然都是骗人的。至

今，若不是度娘忠心耿耿地记录了冯氏作品的编年

表，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部处女作？哦，对了，冯小刚自

己肯定还记得！

上世纪80、90年代，香港电影随着录像厅的遍地

开花，打开了内地观众的视野，而内地电影人却都不

知龟缩去了哪里。不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

势，冯小刚就在那个没什么电影拍的年代里翻江倒

海，直至今时今日的称王称霸。“当时中国电影正处

在一个最低谷的时期，很多导演已经放弃了拍电影

转行去做电视剧。也是在那个时期，中国的许多电影

院变成了夜总会甚至饭馆，但是我当时已经在中国收

视率最高的几部剧集中工作过，所以我知道观众想

要什么，带着那些经验，我决定转而拍摄电影。”冯小

刚至今还记得那时的场景，这个世界上，谁都想做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集合天时地利

人和，冯小刚的破釜沉舟在当时看来，显然是剑走偏

锋了，“最初，电影圈和电视圈泾渭分明，我们并不被

电影界所接受，但当时，因为电影工业的底子已经被

撼动了，所以电影圈也接受了我。”

“不被电影界所接受”在往后的很多年里，都

成了外人怜悯冯小刚的关键要素，但事实是，如果不

是他的血统不纯，或许也就不敢打破既定的拍片模

式，或许也就无法从观影感受出发，或许也就没有

了之后的贺岁三部曲。冯氏喜剧基于“我知道观众

想要什么”的立场，率先推出了《甲方乙方》《不见不

散》《没完没了》，也因着几年贺岁的上映时间，创造

了内地观众无比热爱的“贺岁档”，大概，在所有的内

地导演里，唯有冯小刚才称得上——喜闻乐见。

2000年以后，冯小刚更是用《一声叹息》《大

腕》《手机》《天下无贼》等电影夯实了他贺岁导演

的名分。那个时代，他大概是最喜欢用明星、最擅长

用明星、最大胆用明星的导演，甚至有人说，后来越

来越多的导演启用“人海战术”，追根溯源还能连到

冯小刚。

急于转型期
代表作品：《夜宴》《集结号》

如果冯小刚不说，恐怕很多人并不知晓他是有

多么深爱《夜宴》，哪怕这是他目前为止被诟病最多

的作品，但他却始终认为这是他最最真心的作品。

“我最早是做美工的，所以经常会比较注重视

觉效果。初期导演作品是喜剧，喜剧中很难使用奢华

的场景，所以在《夜宴》中，我希望能够展现出古代中

国的场景，对于实现的过程也很开心。”当冯小刚渐

渐奠定了他在华语影坛的地位之后，渐渐也就不满

足了。

为什么要迎合观众？

为什么非得“贺岁档”？

为什么只能“冯氏喜剧”？

这是一系列贺岁喜剧之后，很多人隔空拷问冯

小刚的问题，或许，这也是他的扪心自问。于是，在

2006年，《夜宴》横空出世，这更像是冯小刚自己的电

影，也有人说“不像冯小刚的风格”，只是，谁又能说

得清，究竟是之前的贺岁喜剧勉强了冯小刚，还是之

后的转型难为了冯小刚呢？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究

竟什么才是“像冯小刚的风格”，大概他让袁和平把

《夜宴》的动作“拍得像芭蕾舞一样美”才是他的真

心吧。

《夜宴》的失落恐怕是每个急于转型的导演都

可能遭遇的尴尬，毕竟一击即中不是谁都可以的，既

然《永失我爱》没能打响头炮，谁又规定《夜宴》必

须要转型成功？但是这多少还是影响了冯小刚拍

《集结号》的心情，以至于当《集结号》票房大捷、人

人称赞的时候，导演却问着：“我觉得《集结号》远

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你们真的觉得比《夜宴》更好

吗？”果然，对于转型，哪怕是冯小刚这样真性情的人

也多少有点把握不住。

当然，有一点需要肯定，冯小刚绝对不是外界传

言的那样“其实并不热爱喜剧”：“拍喜剧固然好，首

先我喜欢喜剧，那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但我不能总

是制作喜剧，我不想限制自己，当我看到自己非常喜

欢的剧本，比如《集结号》《夜宴》，我必须确定剧本

的整体基调，而不是只限于自己的导演工作。”这大

概也是为什么无论他怎么转型，总能在电影里找到

笑点，因为“我没有刻意要写喜剧，只是写着写着就

变成喜剧了”。

渐趋稳定期
代表作品：《唐山大地震》《温故一九四二》

到了近两年，冯小刚似乎更加偏爱“重口味”的

电影了，虽然《非诚勿扰》紧接着卖了两部，似乎也只

是为了提醒观众：冯氏喜剧不曾消亡。余下的心力，反

倒更重地压在了话题更沉重的题材上，《唐山大地

震》如此，《温故一九四二》亦是如此。两部电影都是

精神压迫极大的题材，也难怪拍着拍着，冯小刚要吐

槽对电影“感觉不会再爱了”。

尽管数据不足，但《唐山大地震》和《温故

一九四二》作为冯小刚近年来两部基线明显的同类

电影，似乎正在渐渐摸索出一个新的路数。

首先，两部电影都有一本不错的原著小说，大概

是早年和王朔合作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冯小刚导演

一部电影，对本子的要求不可谓不高，但如今的内地

原创电影，让他倍感伤怀：“中国电影百分之九十不说

人话!”于是乎，有一个精彩的原著打底，他的底气似

乎更足些。

其次，演员的阵容只有更庞大没有最庞大。徐

帆、张静初、李晨、陈道明、陆毅、陈瑾、张国强撑起

的《唐山大地震》已经让采访难度增加了不少，大票

明星的露面，总容易有顾此失彼的焦虑症，恨不能化

身三头六臂。而《温故一九四二》里，居然变本加厉

了起来，张国立、张涵予、徐帆、陈道明、李雪健、范

伟、冯远征、亚德里安·布劳迪、蒂姆·罗宾斯、张

默、段奕宏、张嘉译、杨立新、张国强、苏有朋、林永

健、乔振宇、侯勇等等，要是再拍下一部，恐怕阵容可

以跟《建国大业》看齐了。

之所以耗费心力熬出了《唐山大地震》和《温故

一九四二》，冯小刚说，无非是为了一个梦：“名和利

都得到之后，会是两种东西：一个是你觉得不过如

此，然后就懈怠了，就没有动力，动力不足了；还有一

种是当名和利都得到之后，如果心里还有个梦，还

握着它，你就会在做这种事的时候，想法特别单

纯——不是为别的，而是做你最愿意做的事，目的特

别单纯。”

冯小刚电影全回顾

1997、1998、1999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
在《甲方乙方》之前，中国观众的观念
里，还从来不知道贺岁片是神马玩意
儿。冯小刚和葛优开创了这个先河，
当时，票房一举达到了3300万。在这
之后，两人又继续合作了《不见不散》
《没完没了》。从那时开始，冯氏贺岁
片也成了国人每年期待的贺岁大餐。影
片由几个小品式的段落构成，正是这种
小故事的段落模式，冯小刚把他那种
冯氏幽默与京味的小聪明发挥得淋漓
尽致，各个段落中的经典对白也成了人
们使用频率颇高的“日常用语”。

2001
《大腕》
依旧是贺岁片，但冯小刚试图通过《大
腕》来改变人们对他的固有印象，他在
片中加入了很强的黑色幽默色彩，除了
让大家感到有非常可笑的地方，笑过之
后，还有一些可以思考的东西，如商业
社会带给人们生活的冲击和影响。除
此之外，冯小刚首次尝试选用香港女明
星关之琳和葛优搭档，形成鲜明搞笑
的形象对比。

2003
《手机》
这一次，冯小刚希望继续用黑色幽默
来观察社会的热门事件。电影除了捧红
范冰冰之外，影片中的台词“做人要厚
道”等一度成为年度流行语。

2004
《天下无贼》
《天下无贼》是有趣的，它显示了我们
时代的道德困境，也显示了救赎之道。
冯小刚希望用片中那列快速奔驰的列
车，隐喻这个快速发展中的道德失范的
时代。一群贼和一个天真的傻根，两个
弃恶从善的“牧羊犬”，则让人们看到
了道德自救的希望。

2006
《夜宴》《集结号》
当人们慢慢开始习惯冯小刚的黑色幽
默，他又一次尝试改变，把《夜宴》推
到了众人的面前，只是，这一次尝试，
不再像从前那样叫好又叫座，整个影
片叙事的拖沓苍白和对白的不伦不类，
根植于《哈姆雷特》那复杂幽深的人性
故事被表层情调的无节制的反复渲染
抹杀殆尽，只剩下了形式上的所谓“黑
暗”、“阴郁”，这种单一雷同元素的重
重叠加令观众倍觉疲惫，于是很难将
个体情感带入影片情绪。 

同年，冯小刚开始将人性和苦难作为自
己的影片所表达的感情。《集结号》在
一场激烈残酷的巷战中拉开帷幕，以九
连连长谷子地领头的数十名战士围攻
敌军却惨被埋伏，整个兄弟连血流成
河……影片前半部分是激烈的战斗，影
片后半段则讲述了进入和平年代后，在
战火中仅活下来的谷子地寻找“身份”
和荣誉的故事，煽情感人。

2009
《非诚勿扰》
重新拍回喜剧的冯小刚绝不会尝试从
前走过的老路，《非诚勿扰》堪称是年
度最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的国产电影，作
为一部“非典型冯氏喜剧”，摆脱了昔
日那种小品化、拼贴化的特点，把希望
与绝望、喜剧与优雅等多种矛盾元素合
理地重叠在一起，一种新鲜的冯氏风
格呼之欲出。

2010
《唐山大地震》
这一年，冯小刚开始走悲情路线，还原
历史悲剧的同时，他把观众带回到了电
影的原点，它让人痛快地哭，之后让人
破涕为笑，它让我们知道，电影还是我
们记忆中的那个有生命力，能感动人，
值得我们去珍视和反复回想的电影。

2011
《温故一九四二》

（以上年份均为电影拍摄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