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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短暂时间内研究伊朗电影史及其现状是一件困难的

任务。由于在此不能研究编年表及其分析，所以只好选择

统计资料，并尽量通过提供各方面的统计数字展示伊朗电

影现状的总的面貌（但愿这样合适）。为此，我们将目前

的话题分成七个部分，其中包括：伊朗电影史回顾，伊朗

电影的题材，人力资源、生产、国际曙光电影节、伊朗电

影在国际上的亮相及伊朗电影观众。鉴于有统计资料，各

部分力求简明扼要，力戒长篇大论，面面俱到。 

 

一、伊朗电影史回顾 

 

人们认为伊朗电影史的起点在 1900 年。当年米尔

扎·易卜拉欣·汗·阿卡斯巴希根据国王穆扎法尔丁的命

令将电影摄影机带到伊朗。与那些观众是人民群众的其他

国家不同，在伊朗电影首先进入了王宫，因此伊朗的第一

部影片是米尔扎·易卜拉欣·阿卡斯巴希从王宫拍摄的画

面。这些影片大多是为了取悦国王和宫廷大臣而制作的，

根本不公映，所以一部也未保留下来。从 1906 年开始在伊

朗建了首批电影放映厅。1910 年汗·巴巴·穆·塔扎迪从

法国回到伊朗，自带摄影机，拍摄短片。他拍摄的列入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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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国家电影名录的影片包括：1905 年的《召开会议创始人

会议》和 1906 年的《礼萨国王登基典礼》。 

1909 年阿旺斯·乌干尼扬斯制作了伊朗第一部长故事

片。遗憾的是这部名为“阿比和拉比”的影片没有留下拷

贝。乌干尼扬斯曾在莫斯科电影学校学习，他用这部影片

开创了伊朗故事片之先河。1910 年，易卜拉欣·马拉迪制

作了一部名叫“兄弟恩仇”的影片，没拍完，但这半部影

片亦在电影厅放映，结果不成功。他的另一部影片是“想

入非非”（1931 年），这部影片也已丢失。乌干尼扬斯制

作的另一部影片名叫《哈吉·阿加，阿克图尔·希内马》

（1934 年），这是一部保存完好的伊朗长片。 

在该时期，在印度制作了一些波斯语影片，但这出自

旅居该国的伊朗人如阿尔达席尔·伊拉尼、阿卜杜勒·侯

赛因·塞帕内塔之手笔，其中可提及《鲁尔姑娘》

（1932），《西林和法哈德》（1934），《费尔多西》

（1934 ），《黑眼睛》（1936），《雷丽和马季农》

（1937）等影片。 

1937 年至 1948 年伊朗电影进入低谷，在此期间为生产

任何影片。 

1948 年，随着电影《生活的漩涡》拍摄成功伊朗电影

再次步入影坛，这部电影是由阿里·达利亚比基导演，伊

斯梅尔·库尚制作的，这是在伊朗制作的 第一部有声电

影。伊斯梅尔·库尚博士被誉为“波斯电影之父”，他还

制作了其他一些影片，其中包括：《阿米尔囚犯》

（1948）、《春天的变化》（1949）、《羞愧》

（1950）、《母亲》（1952）、《偷情》（1952）、《魔

术师》（1952）等。后来，他主要是从事电影制造，那些

影片多带传奇色彩，歌星的参与对歌舞坛来说是一种活

力。1978 年以前带有歌舞、裸体镜头的低水平传奇故事成

为伊朗某些影片只要内容之一，随着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伊

朗电影进程才发生变化。在这类电影风行的同时，有时也

可以看到希望的火花；一些电影如，《城南》（法拉

赫·加法里，1958）、《古齐的夜》（法拉赫·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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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1964）《砖坯和镜子》（易卜拉欣·古列斯坦，

1965）、《阿胡夫人的丈夫》（达乌德·马拉普尔，

1968）。经过断断续续的努力，在 1969 年伊朗电影形成了

新的潮流。两部电影《牛》（大流士·麦赫尔朱伊）、

《恺撒大帝》（马苏德·基米亚伊）是新潮流的开创片。

《恺撒大帝》借鉴了前人电影的经验，创造了新的形势，

塑造了新的英雄，这在以后的电影中也形成一种模式。

《牛》这部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1970）放映，是获奖影

片。这部影片在芝加哥电影节亦受青睐，荣获奖励。但这

股新潮流在低级影片洪流面前没有找到多少发展机会，直

到伊斯兰革命前伊朗电影一直在慢慢地无声无息地延续着

生命。从 1972 年开始，贝赫拉姆·比扎伊靠《枪林弹雨》

这部大片开始起电影活动，在此之前他曾制作过《萨比鲁

大叔》这部短片。他是伊朗革命前后两个时期最著名的伊

朗电影导演之一。革命前其他重要的电影制片人有纳赛

尔··塔加瓦伊、阿里·哈塔米、霍斯·西纳伊、萨哈拉

卜·沙希德·萨列斯、卡马兰·希尔达勒、阿巴斯·基

亚·拉斯塔米、帕尔维兹·基米亚雄、阿米尔·纳德里、

霍斯鲁·哈里塔什等。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伊朗电影业多少陷入停滞

状态。当然在伊朗电影萧条的阴影中从 1977 年出现过光

明，但在革命前的几年里很少生产影片，因为这与观众有

关，当时气氛不宜，实际上真正的电影观众都深深陷入政

治社会饥渴之中。当然有些人仍然迷恋电影，但当时道德

范畴中的闪光点不在电影活动中，有关电影生产的职业和

经济关系非常不稳定，革命前不良电影歌曲也泛滥成灾。

因此，从 1979 年至 1983 年每年平均生产不过 15 部影片。 

1980 年开始，由于两伊战争爆发伊朗经济困难加重。

尽管如此，新生的伊斯兰政府仍主张对文化艺术领域给予

更多的关注。为此有必要首先从经济角度创造安全环境。

引人注意的是，伊朗电影从那种困难中走出低谷，在以后

的纪念中在世界上取得了骄傲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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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法拉比电影基金会成立。创办者们的意图首

先是增加电影产品，然后再提高影片质量。当时的文化和

伊斯兰指导部负责人认为：阻止录像机和俱乐部的录像活

动有助于改善伊朗电影业的经济。因此，这一活动被明令

禁止。这一决定在当时确实推动了伊朗电影经济的改善。 

法拉比电影基金会的成立，是革命后伊朗电影发展的

一个转折点，从 1983 年伊朗电影开始了新的时期。法拉比

基金会提出“监督”、引导、保护”的口号，它既促进了

电影生产的投资，又成为电影原材料和技术设备生产和分

配的中心。 

 

增产期持续了三年（1983—1986）。另一方面，国家

经济由于战争陷入压力和困窘，电影界负责人为说服国家

制定有助于电影发展的经济计划作了艰难的努力。 

1983 年仅生产了 24 部长片，第二年达到 33 部。这一

增加是电影节负责人采取特殊政策—特别是对法拉比电影

基金会—的结果。在此期间为了支持电影生产的发展甚至

允许某些差片放映。由于这种政策，革命前许多电影明星

逐渐靠边站，但革命前好多杰出的电影制片人特别是在那

个年代与低级电影潮流保持距离的人仍继续从事电影活

动。 

1985 年初两个重大事件对伊朗电影经济产生了影响，

一是 1985 年 1 月当时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负责人将全部伊

斯兰革命前的影片和外国影片从各电影发行站集中起来，

外国影片的进口权仅掌握在法拉比电影基金会手中。此举

是为了执行当时电影负责人制订的政策，他们认为这有助

于伊朗电影经济。 

第二项举措是降低伊朗电影放映的税率，从 20%降到

5%，这 15%属于电影制片人，目的是支持电影生产。但与

此相反外国影片放映税却从 20% 增加到 25%，同年，文化

和伊斯兰指导部进口的电影设备则免除关税。由于这种政

策，电影商业广告也开始在电视台播放，这有助于增加伊

朗电影收入，这样一来电影业逐渐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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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些不良因素如裸体、暴行、低级下流、大腕

“歌星”等从革命后的电影中消失，其他因素则应取代它

们。因此，电影音乐、美丽的外景、精美的化妆、特技镜

头及特殊色调和表现手段则受到重视。这些可视为革命后

电影技术改善的因素。与此同时，在 80 年代的电影中宣传

道德价值是比较明显的，但在以后的几年这种品位逐渐失

去颜色：在 80 年代初的电影中“内容”高于“形式”，但

后来“形式”占了上风。 

1986 年可视为革命后提高电影质量时期的开始。在此

时期生产了有价值的影片如《奔跑的人》（阿米尔·纳德

里，1985）。1986 年至 1990 年制片者们生产了各种内容的

影片，增加了伊朗电影题材的多样性（在伊朗电影题材一

节中将更多地涉及此问题）。 

伊朗电影质量提高期是与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和经济

困难同时发生的。因此制片费用增加，电影票价上扬。这

使得观众减少，电影观众之所以减少还有另外原因，应从

某些影片特别是事故片的内容重复，结构粗糙中寻找。 

伊朗电影质量提高期即保护“优秀”影片期。获得一

级影片称号的影片享受票值加价的优惠。在此期间，具有

哲学、伦理学、传统内容的影片受到保护，这使这类影片

数量大增，如《小商贩》（穆赫辛·马哈姆巴夫，

1986），《守夜者》（穆罕默德·阿里·纳杰菲，1987）

《土地的诱惑》（哈米德·萨曼达里扬，1988），《榆

树》（萨伊德·易卜拉希米法尔，1989），《炼狱》（穆

罕默德·阿里·塔拉比，1988），《探寻者》（穆罕默

德·马图萨拉尼，1988），《好心》（阿米尔·古达尔，

1989）。但由于有些电影在商业上未取得成功，以及某些

对题材缺乏深刻了解的电影制片人声誉下降，电影界政策

制订者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须让电影制片人更加放开

手脚独立选择题材。这一变化打开了战争片广阔的大门：

第一批战争片制片人头脑里并没有两伊战争的明确图像，

还是照搬以往战争片的模式。但逐渐地有些亲自参加过战

斗的人搞战争片，由于他们了解战斗前线的情况和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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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制作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更加真实的战斗片如《夜航》

（拉苏尔·马拉加利普尔，1987），《哨兵》（易卜拉

欣·哈塔米·基亚，1989 年）等。 

在提高质量时期，伊朗影片从技术上讲也得到了改

善，并跻身于国际电影节，取得了一定成绩。一些电影将

勇敢的目光投向社会题材，其中包括：《外乡人》（拉赫

曼·列扎伊，1987），《小商贩》（穆赫辛·马哈姆巴

夫，1986），《夜训》（阿巴斯·基亚·拉斯塔米，

1988），《好姻缘》（穆赫辛·马哈姆巴夫，1989），

《外币》（拉赫尚·巴尼·艾泰马德，1989），《萨尔比

时期》（霍斯鲁·马苏米，1988），《蛇牙》（马苏

德·基米亚伊，1989），《扎茵德河之夜》（穆赫辛·马

哈姆巴夫，1990），《马季农》（拉苏尔·马拉加利普

尔，1990），《希卡尔朗巴伊》（穆赫辛·马哈姆巴夫，

1988）等等。 

由于政府果断决定，从 1993 年开始伊朗电影步入新的

历程，从此以后电影行业只好自力更生，靠吸引更多的观

众来维持生存。因此电影题材和费用都呈现出其他形式，

更多地电影变成了事故片。从 1993 年至 1997 年生产的大部

分影片都是惊险事件，在电影广告中很难看到没有爆炸凶

杀场面。但由于这类影片的费用不能与外国影片相比，所

以观众不太欢迎。这样电影制造商便寻找新的途径，带保

持电影文化品位和避免迎合观众不良趣味的同时，在争取

观众方面下功夫。因此家庭友爱题材影片更多地上市。总

之，伊朗革命后的电影从技术上将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

大部分影片都特别注重人道主义题材，所以在国际电影节

和电影会议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当今伊朗影片名在许

多国家已是家喻户晓，名声大振，而在此之前人们甚至不

知道伊朗有电影业。 

 

二  伊朗电影题材 

马苏德·马赫拉比在伊朗电影史一书中提到从 1978 年

开始的 11 项黄金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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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富人，剧本中的反面人物妄图攫

取他的财富，但最终落入法网。 

比如：艾哈迈德·纳吉卜扎达写的《里加杜

（Rikardu）》电影剧本（1969）。 

2．电影剧本主人公追求他不可能弄到手的情人，但剧

作者创造奇迹，使他如愿以偿地得到情人。 

比如：《田间的夜莺（1957）》，作者：马吉德·穆

赫辛尼。 

3．电影剧本的主人公是女佣人，总勾引家中老爷，但

在一系列事故中老也终于清醒过来。 

比如：《不合时宜的公鸡》（1961 ），作者：伊斯梅

尔·普尔·萨伊德。 

4．人们对“穷苦”大力士或当地勇士进行指责，但通

过一些事件消除了对他的误会。 

例如：《年轻的壮士》（1958），作者马吉德·穆赫

辛尼。 

5．故事梗概是描写一酒吧舞女的生活：一个男子对舞

女一见钟情，为了帮助她同她结了婚。但男子对舞女的经

历始终产生怀疑。剧本作者通过一系列曲折的故事终于使

男子了解到舞女的纯洁和贞操。 

例如：《乌斯塔·卡里姆》(1974)，作者：帕尔维

兹·哈蒂比。 

6．故事大意是瓜分死者的遗产。 

例如：《达拉胡》（1967），作者：易卜拉欣·扎马

尼·阿什提亚尼。 

7．故事主人公钟情某人，然而对方早有恋人。通过一

些事件如情敌死去，剧中主人公如愿以偿。 

例如：《青年》（1974 年），作者：艾哈迈德·纳吉

布扎达。 

8．故事主人公陷入各种令人头痛的事件之中，因为有

一个人与同长相相似，人们把他们错当成一个人。 

例如：《凶猛的猫》（1962），作者：帕尔维兹·哈

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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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剧情与一个男人有关，他为了强奸妇女或杀害其丈

夫而犯罪。 

例如：《萨迪格·库尔达》（1972），作者：纳赛

尔·塔加瓦伊。 

10．故事主人公的了一张彩票，从而引发了一些有趣

的故事。 

例如：《糊涂虫》（1972），作者：马赫迪·穆希

比。 

11．（根据当时电视连续剧拍摄的影片）如：《老爷

变演员》（1974），帕尔维兹·萨亚德。 

但除此之外，在革命前的电影中还有一些其他题材，

在此罗列如下： 

12．剧本是有关一位历史学家、科学家或宗教人士的

经历撰写的。 

例如：《阿加穆罕默德·汗恺加》（1954），作者：

维斯拉特·穆赫塔沙姆。 

13．某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冒充他人，最后真相大

白。 

例如：《哈蕾姑娘》（1957），作者：阿明·阿米

尼。 

14．根据几个人的长相撰写的滑稽题材，如古尔莎、

萨帕尔尼亚、穆塔瓦萨拉尼三人拍的影片。 

例如：《日本三片子》（1966），作者：穆罕默

德·穆塔瓦萨拉尼。 

15．一乡下人进城，造成很多麻烦，出了不少笑话，

最后又回到乡下。 

例如：《萨法尔·阿里》（1960），作者：伊斯梅

尔·普尔萨伊德。 

16．一个男人和女人由于种种原因离家出走，经过一

系列事件后失望地回家。 

例如：《医生和舞女》（1974），作者：马齐亚

尔·巴齐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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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批走私者被警察抓获。通常是一个警察打入这

伙人内部，由于他给这伙人带来麻烦。 

例如：《亡命的商人》（1962），作者：曼努切

尔·马提伊。 

18．财富不是好东西。 

例如：《我的牺牲品》（1962），作者：马吉德·穆

赫辛尼。 

19．一对无子女的夫妇认领一个小孩为子，有孩子带

来许多困难，最后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 

例如《往事》（1962），作者：阿布·卡赛姆·马拉

库提。 

20．一位关注社会的人打算为群众办善事，但遇到一

些困难，但最后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达到目的。 

例如：《天堂的钥匙》（1966），作者：侯赛尼·马

达尼。 

21．效仿外国影片，与伊朗文化格格不入的题材。 

例如：《凶残的女人》（1967），作者：穆斯塔

法·艾斯库伊。 

22．有关电影的题材：一个演员的生涯，或一部电影

制作过程，或电影中的电影。 

例如：《电影制片厂故事》（1958），作者：希达

尔·萨拉米。 

23．两个人关系密切或有亲缘关系，在童年或由于发

生事故彼此分离，多年后再次重逢。 

例如：《苏尔坦·加尔布哈》（1968），作者：穆罕

默德·阿里·法尔丁。 

24．两个部落的敌视和分歧是剧本、故事的主题，通

常这两个部族的男女青年的爱情也夹杂在剧情中。 

例如：《苍天作证》（1968），作者：易卜拉欣·扎

马尼·阿什提亚尼。 

25．以文学作品、寓言和民间故事为题材。 

例如：《优素福和扎里哈》（1968），作者：马赫

迪·拉伊斯·费鲁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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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两个亲戚或朋友，多年之后反目为仇，其中一人

是执法人员，另一人是罪犯，执法人员将罪犯逮捕或消

灭。 

例如：《命运》（1970），作者：阿米尔·库尔旺。 

27．新一代和老一代彼此作对，通常老一代有理。 

例如：《伊龙尼的婚事》（1968），作者：艾哈迈

德·纳吉布扎大。 

28．城市社会中人们烦恼的生活，焦点在于穷苦人生

活。 

例如：《无息的自然界》（1975），作者：萨哈拉

布·沙希德·萨列斯。 

29．故事主人公寻找失去的东西，后来找到了它。 

例如：《哈尔达尔巴巴》（1975），作者：马苏

德·阿萨杜拉希。 

30．带有哲学内容的题材。 

例如：《植物的友情》（1975），作者：费里顿；

《牛斑》（1968），作者：大流士·麦赫尔朱伊；《泉》

（1972），作者：阿拉比·阿旺斯扬。 

 

以上这些是革命前最流行的电影题材，有些也延续到

革命后的影片。在革命后的影片中，出现了几个新题材，

其中有些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强加的

战争发生时两件重大事件，这对注入新内容有一定作用。

但是革命前的三类题材以三种形式进入革命后的电影中： 

1． 永恒的题材：这些题材未加任何变动进入革命后的

电影中，现在仍在延续，如 6，8，10，12，15，

16，17，18，19，20，22，24，25，26，27，29，

30 等题材。 

2． 发生某些变化的题材：这类题材稍加变化或表面看

来以新的形式进入革命后的命中，比如第 4 项题

材，他们不是穷苦大力士或地方勇士而换成其他

人，又如电影《蛇牙》（马苏德·基米亚伊，

1979）。第一条中我们提到的某些题材也已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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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势进入革命后的电影中。这些改头换面的题材

包括：1，2，7，13，19，20，21，23，28，29，30

等项内容。 

3． 发生重大变化的题材：这类题材指的是，由于故事

情节和人物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宗旨和目的也

完全变化，但故事的主线未便仍保留。如：电影

《也许其他事件》（贝赫拉姆·比扎伊，1987），

仍是第 8 条题材，只是任务与情节发生根本变化。

其他发生重大变化的题材包括第 15 条题材，如《小

洋人的蜥蜴》（贝赫拉姆·比扎伊，1969），第 20

条题材，如《好姻缘》（穆赫辛·马哈姆巴夫，

1968），第 28 条题材，如《小商贩》（穆赫辛·马

哈姆巴夫，1966）。正如上述三种分类中所提到的

那样， 大部分革命前的题材以不变的形式进入革命

后的电影中。永恒主题的特点是表面上它不属于特

定的时间和地点，革命的发生并没有使这些主体发

生重大变化。那些永恒的主题仍是革命后影片的主

要题材。虽然希望革命社会迅速建立自己独特的题

材或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前的题材，但在革命后的电

影中并未这样。尽管如此， 如下内容在革命后的最

初几年仍然出现，但后来其数量逐渐减少： 

31． 为革命奋斗的个人和集体的功绩以及他们悲欢与乐。 

例如：《飞往天堂》（1980），作者：阿斯加尔·古德

希。 

32．战士在战场上英勇献身，通常以他们胜利而告终。 

例如：《边界》（1981 年），作者：希鲁斯·阿拉万

德。 

33．注重革命后的社会情况。 

例如：《解放》（1983），作者：拉苏勒·萨达尔·阿

迈里和费里顿·基朗尼。 

34．保安部队同反革命分子及走私者进行斗争。 

例如：《戒毒所》（1986），作者：马苏德·阿萨杜拉

希；《手稿》（1986），作者：贝赫鲁兹·阿夫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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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被压迫人民反对封建领主和统治者的起义。 

例如：《女仆》（1981），作者：萨伊德·马塔拉比。 

36．揭露前政权的腐败。 

例如：《《参议员》（1984），作者：费里顿·基朗

尼。 

37．萨瓦克的活动和罪行。 

例如：《暗杀》（1981），作者：穆罕默德·巴加尔·霍

斯拉维和穆罕默德·阿里扎达。 

38．由于强加的战争和革命造成的个人和社会困难。 

例如：《探寻》（1981），作者：阿米尔·纳达里。 

我们所列举的内容都是由于社会变革而出现的新题材。但

其他一些新题材也在革命后的电影中出现，但与社会变革

没有多大关系，例如： 

39．同当时的魔鬼和困难作斗争。 

例如：《艾斯塔扎》（1981），作者：穆赫辛·马哈姆巴

夫。 

40． 教育制度的困难和失败。 

例如：《开端》（1985），作者：阿巴斯·基亚·拉斯塔

米。 

41． 伊朗电影历史中的事件。 

例如：《电影大观》（1988），作者：哈桑·海达亚特。 

也许我们回顾一下伊朗电影题材一个时期的主导内容及

其原因不无益处。一个时期的主导内容指的是某特定题材

在特定时期流行和在该时期的电影中反复出现。这种现象

在革命前亦常见。比如：1962 年， 《半夜呼声》（萨穆

尔·哈契克扬）的影响使当年生产的近一半影片（全部影

片是 27 部）都是侦探片和恐怖片。 

“1966 年，影片生产全都具有《卡隆宝库》风格。前

些年走哈契克扬道路的生产侦探片的电影制片人和剧作家

现在又都制作《卡隆》”。 

“1970 年，人们知道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应该生产

《傻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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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社会局势之外，某部电影在商业上（或艺术上）取

得成功也是某些题材在一时期成为主导内容的原因。 

在革命后的影片中，在第一阶段即 1979 年至 1983 年在

电影中可以看到三个主要题材： 

1． 有关各政治集团同前政权斗争的政治片； 

2．关于毒品走私的影片，一般来说，这些事件都发生在

前政权时期； 

3．关于地方、农民既受压迫者起义的农村片。1984 年历

史片流行，以后几年也生产了这类影片。1984 年和

1985 年喜剧题材风行，生产了一批喜剧片如：《知

之甚多的人》（伊达拉·萨马迪，1984），《弥尔

扎·努鲁兹的鞋》（穆罕默德·马图萨拉尼，

1985），《罪证》（曼努切尔·哈加尼·帕拉斯

特，1985），《公共汽车》（伊达拉·萨马迪，

1985）。 

“1979-1986 年时期电影的主流是宣传伦理道德、宗教

知识和文化习俗的影片。在缺乏思想内容和电影艺术结构

的情况下，说教训诫统治了当时的影片”。但有时这种气

息也被打破，出现其他题材，生产了另外题材电影如《好

姻缘》等。 

1986 至 1996 年，题材广泛，前面已提到。从 1984 年

开始家庭片流行。影片《菊花》开创了这类影片之先河。

此影片的成功使得这部影片成为以后若干年家庭片的楷

模。1985 年生产了一些逻辑分析片如《迷雾方向》（曼努

切尔·阿斯加里·纳斯卜），实际上这是这类影片的首部

作品。 

1988 和 1989 年生产了许多战争片。这个时期的战争片

不同于以前的战争片，展现了更加真实的战争场面，特别

是《哨兵》（易卜拉欣·哈塔米·基亚，1988）这部影

片。 

1989 年秋，伊朗电影节发生重大事件，对以后电影题

材产生深远影响，这一事件是：电影剧本批准条件基本取

消，即：A 组电影制片人可以不审批剧本就拍片；B 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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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只需审批剧本设计； C 组电影制片人需审批全部剧

本。但对迄今尚未公映的两部影片《扎茵德河之夜》和

《恋爱周期》（两部都是穆赫辛·马哈姆巴夫之作）有不

同见解，只是后来又重新规定了剧本审批条件。1990 年以

后，伊朗电影题材多数是为了争取观众，逐渐脱离了战

争、革命和社会事件。 

总之，对革命后电影题材一时期的主导起作用的因素可

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1． 社会总的氛围，这是各时期题材发生变化的最主

要的因素，“农民问题”、“萨瓦克问题”、“战争问

题”、“社会问题”等题材占主导地位就是由于这种原因

引起的。 

2． 观众的赞许，这个因素决定内容是否陈旧，是否

需要重写或提出新的题材。 

3． 电影政策，这个因素特别是在 1983-1986 年和

1986-1990 年是电影题材主要内容的决定性因素。 

4． 电影经济形势，这个因素自然而然地应成为题材

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到 1993 年则失去其作用。因为政

府对电影业的种种支持和帮助对此因素不起什么作用。

1993 年以后，这种因素逐渐对抛弃过去的题材起了作用。 

5． 伊朗电影在世界上亮相，伊朗某些电影特别是基

亚·拉斯塔米的杰作获得成功使得伊朗影片从 1997 年在国

际电影节上受欢迎，尽管这类影片的数量同革命后生产的

电影总数相比还为数不多。 

6． 部分影片的经济效益，例如，影片《让我活》

（沙普尔·加里卜，1987）卖出好价钱之后家庭片的数量

开始增加。《报复》（萨穆勒·哈契克扬，1985）在商业

上取得成功之后，这种模式的几部战争片问世，其中包括

《卡尼·曼卡》（赛义夫阿拉·达德，1987）。 

7． 社会政治事件，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对革命后电

影题材的主流有一点影响，但革命后的电影并非反映社会

全貌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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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哈尔（曙光）国际电影节，此电影节对伊朗电

影题材的导向不无影响，这是 1982 年以后展示伊朗电影的

最重要的地方。当然在 1983 年至 1988 年可以更多地看到其

影响。在电影节上一部影片受重视在以后几年这种题材仍

流行。比如，影片《稻草人》（哈桑·穆罕默德扎达）在

1984 年入选，《祖父》（马吉德·加里扎达）在 1985 年入

选，致使家庭题材片在 1986 年占主导地位。 

革命后伊朗电影题材总的发展过程是从虚无主义到宣传

说教，然后到现实主义，最后又返回到虚无主义，这个过

程多少类似一个封建的圆形，这对伊朗电影来说是一种可

怕的危险。 

 

三  人力资源 

各国电影的人力资源和行家里手是其电影发展与落后的

主要因素之一。伊朗电影从一开始就有掌握正规电影知识

的训练有素的的人力资源和将电影知识变成实践经验的人

员。但后者人数大于前者，尽管好多伊朗电影界行家—特

别是在制片部门—对艺术了解不多， 这也许是革命前大部

分伊朗电影缺乏感染力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好多人曾

认为，现在还认为，只要掌握电影技术设备，没有独到的

见解也可以制作影片。 这种错误观点即使在今天在好多伊

朗电影人员中仍然流行。这导致伊朗电影没有感染力和缺

乏感染力。 

革命前，伊朗电影处于严重的封闭状态，这增加了它的

困难。这种局限性使该时期的电影总在封闭的轨道上重

复， 除有限的影片外，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影片。电影的生

命线安全操纵在一小撮人手中，他们在此封闭的轨道上发

号施令，把电影只当作一种商业行为。 

革命前的电影如同制作其它商业片那样制造明星效应。

大明星在某影片出现往往保障卖高价。这所谓的“明星”

后来也用到导演身上，把用于表演的做法在导演那里也照

搬；其中包括某些电影如《距离》（1975）、《安全之

地》（1977）、《纸花》（1977）的作者、导演、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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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演员穆尔塔扎·阿基里；另外，纳塞尔·马里克·马提

伊毕业于德黑兰高级示范体育训练系，后任体育处处长，

1949 年从事电影业，成名后便当导演，他导演了许多影片

如：《亡命商人》（1962）、《乡村新娘》（1963）、

《男人和道路》（1963）、《先生的整体》（1965）、

《逃跑的百万富翁》（1966）、《逃避现实》（1966）、

《宽容》（1967）、《萨马尔罕的金光大道》（1968）。

甚至资历不深的演员如赛义德·阿里·米利也撰写并导演

了电影《齐米和法兰库·瓦塔尼》（1970）（但未上

映！）。从 1953 年开始演电影的纳斯拉特·阿拉·瓦赫达

特到 1979 年便担任好多电影的演员、导演和制片人。当

然，这类影片只是昙花一现，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

革命前一些电影大明星用他们积蓄的钱搞电影制片，后来

又买了电影厅，形成一条龙；他们自己是电影导演、演

员，制成影片后便在自己的电影厅放映。其中课题到穆罕

默德·阿里·法尔丁，在他的工作经历中，除了当演员、

制片人和编剧之外，还导演了十余部影片。 

相反，好多电影学者由于没有给他们提供进行电影活动

的场所，只好靠边站，多数人只搞些记录片。其中包括：

胡森格·卡乌希（他是伊达克电影学院学生）博士，穆斯

塔法·法尔赞内（伊达克导演系学生），霍斯鲁·哈里塔

什（U·C·L·的电影系学生），阿拉比·阿旺希扬（伦

敦技术电影学校学生），达五德·马拉普尔（伦敦电影学

校导演系学生），曼努切尔·安瓦尔（伦敦话剧艺术皇家

学院学生）。还不只局限于这些人，有些知名的电影制片

人如贝拉赫姆·比扎伊也在其中。 

笼罩着革命前电影界的“制造、销售”的想法主张以最

快的速度，最低廉的方式生产影片。因此，好多电影界公

认的职业在革命前的电影中不复存在。例如：布景设计、

服装设计、特技设计等职业，有时甚至连舞台记录都没

有。这种“简化”电影制作组的行为不是出于独立制片和

少花钱的动机一如同法国新潮一，而是像我们说过的那样

追求“制造、销售”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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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这种模式中，很少影片注重音响效果，几乎所有

波斯语影片都不讲音响效果。令人奇怪的是 20 世纪十年代

的伊朗电影全都将舞台音响效果，但后来电影制片中绝对

重要的这点却被遗忘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导演如贝赫

拉姆·比扎伊、纳赛尔·塔格瓦伊在电影中注重音响效

果。 

通常摄影师也参与编辑自己所拍摄的影片，如穆萨·阿

夫沙尔。他从裁缝职业进入电影界，后来在电影界从事摄

影师、导演、制片编剧等职务。 

在研究革命后的电影中，从人力资源角度讲值得注意的

首要一点是增加导演的人数。革命前导演人数大约 130 人

（这个数字也包括晋导演过一部电影的人），革命后电影

导演人数有 181 人，他们现在都是电影之家导演协会成员，

有些人在革命前也搞电影。为导演事业的发展和培养新人

才创造空间是革命后电影业的积极成果，一些导演如穆赫

辛·马哈姆巴夫、易卜拉欣·哈塔米·基亚、拉赫尚·巴

尼·艾特马德、阿布·法扎勒·贾利利、贾法尔·帕纳

希，他们导演的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光芒四射，为伊朗电

影赢得了荣誉。另一方面，伊朗电影生产和公映能力尚不

足，这样有些导演成功地制作一部影片要 6、7 年时间。 

革命后伊朗电影的另一明显性质是不存在明星的制度。

当然从根本上说电影是依靠人们喜闻乐见的演员的艺术，

但革命前人们喜闻乐见的种类与性质同革命后迥然不同。

革命后的电影“明星”与革命前的某些同行相反，不能左

右电影活动的进程，导演系、编剧系、制片系都不是行家

演员。尽管革命后的某些演员如马吉德·马吉迪、法穆

兹·萨迪基、法拉穆兹·加里比扬也当过导演，但除了马

吉迪之外，其他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成绩。 

革命后电影人力资源的另一特点是日益看重导演。当今

伊朗好多电影行家都表现出这种倾向，有些人在这方面取

得了成功。比如一些电影摄影师如：阿塔阿拉·海亚提、

图拉基·曼苏里、马哈茂德·卡拉里、哈桑·加利·扎达

等。还可以提到另外一些人如侯赛因·赞德巴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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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麦赫尔扎德·米努伊（策划者）、赛义德·阿米

尔·萨利曼尼（演员）、贾法尔·瓦利（演员）、哈密

德·萨曼达里扬（话剧导演）、阿克巴尔·哈希米（演

员），他们都制作了影片。在革命后的几年里也可以提到

一些导演，他们没学过电影专业而从事电影制作，其中包

括穆赫辛·马哈姆巴夫、阿布·法兹勒·加利利，他们制

作了一些有价值的影片，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革命前只有两所大学，话剧艺术学院和广播电视高级学

校，培养电影方面人才。革命后，由于国家和私人电影教

育中心的增加，电影学员人数大量增加，好多人被电影行

业吸引。电影学员的增加从两方面有助于伊朗电影质量的

提高：A.这些人在制片人岗位上或作为电影某专业的专家

对影片的生产发挥作用，从质量上讲这与其他影片是不同

的；B.这些人作为观众不时随声附合，这使观众的欣赏水平

提高。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对伊朗电影人才的增加其作

用：革命前后的电影从道德和文化角度讲不同；电影杂志

书籍的增加对提高青年人对电影的兴趣有作用。第一因素

与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有关。第二个因素使全社会普遍关

注电影事业。现在，在伊朗发行了 15 种电影方面的专刊：

电影（月刊）、法蜡比（季刊）、影片和影院（月刊）、

影院（周刊）、电影报告（月刊）、文化和影院（月

刊）、影剧院（月刊）、影片世界（月刊）、影评（季

刊）、录像影院（周刊）、录像（月刊）、体育电影（周

刊）、信息（周刊）、今日影像（周刊）、影迷（月

刊）。此外，还有许多电影活页出版物。电影出版物的增

加既吸取了电影爱好者，又增加了电影翻译和编剧人数，

总之这些都是电影家族的成员。 

在增加电影人力的过程中，为了成立电影专家行会于

1995 年成立了“电影之家”。成立这个行会在伊朗电影史

上是空前的，它为协调行业活动和有组织地保护伊朗电影

专家提供了活动中心。可以说，拥有 26 个行业协会的电影

之家使 2700 人受到保护。根据电影之家公共关系部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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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各行业协会的名称及人数详见下表。当然，此表并不

表明伊朗电影届人才的全貌，因为有些专家目前尚未加入

这些协会（可惜关于革命前电影人才数字没有确切统

计）。 

 

 

 

 

 

 

 

 

表 1   电影之家行业协会成员表 
顺序号 行业协会 

 

人数 顺序号 行业协会 人数 

1 导演 181 14 特技 10 

2 演员 433 15 策划 40 

3 电影学院 34 16 舞台技术设计 95 

4 化妆 118 17 剪接 111 

5 评论和作家 144 18 电影发行人 55 

6 舞台场记 31 19 影院经理 73 

7 音乐家 40 20 制片人 67 

8 编剧 66 21 生产经理 43 

9 舞台设计（服装） 39 22 动画 102 

10 剧照 55 23 摄影家 80 

11 音响 157 24 后勤保障 130 

12 摄影师助理 142 25 实验室工作员 196 

13 导演助理 130 26 电影播音员 171 

    总计 2700 人 

  

 

 

 

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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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节我们谈到革命前影片生产的某些发展过程及有影

响的因素。从 1929 年至 1979 年总共生产了 651 部影片（其

中包括 1932 年至 1937 年在印度生产的波斯语影片）。从

1979 年至 1997 年共生产了 764 部大片 。换句话说，革命后

18 年影片产量超过了革命前 50 年电影总产量。当然，革命

后电影生产也并非一帆风顺，有高潮，也有低谷。这点对

革命前的电影也是事实。比如：1929 年在伊朗仅生产了一

部影片《阿比和拉比》（阿旺斯·乌干尼扬斯）。1930 年

为生产影片。1932 年在孟买帝国电影制片厂生产了两部影

片：《哈吉·阿加，阿克图尔·希内马》（阿旺斯·乌干

尼扬斯）和《鲁尔姑娘》（阿尔德希尔·伊朗尼）。1933

年在伊朗生产了影片《好色之徒》（易卜拉欣·马拉

迪）。1934 年生产的两部电影《费尔多西》和《希林和法

哈德》（两部都由阿卜杜勒·侯赛因·赛帕内塔制作）以

及电影《黑眼睛》（1936 年）、《雷丽和马季农》

（1937）（这两部也是赛帕内塔制作）是在孟买帝国电影

制片厂生产的。在度过萧条期（1937 —1948）之后，伊朗

电影生产猛增，1959 年达到 50 部影片。 

革命后的电影数量最少的年份是 1981 年和 1982 年，每

年只产 15 部影片，最多的年份是 1994 年，生产了 59 部影

片。现在我们回顾一下革命后电影生产中某些有影响的因

素。 

在革命后电影的第一时期（1979—1983），革命风暴及

1980 年强加的战争爆发影响了对电影生产的投资，在这个

时期电影生产滑坡，从 1979 年的 25 部影片降到 1980 年的

19 部，1981 年和 1982 年仅 15 部。1979 年影片数量多是因

为这年生产的某些影片是从 1977 年和 1978 年开始的， 

1979 年到了封镜阶段。 这些电影包括：《射击令》（伊拉

吉·卡迪里）、《死胡同》（帕尔维兹·希亚德）、《对

与错》（阿齐拉·拉菲伊）、《街上人》（穆罕默德·萨

法二）、《同志的剑伤》（巴哈达里）、《飞天》（穆罕

默德·阿里·法尔丁）、《窒息》（马哈茂德·库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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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由于 1981 年和 1982 年影片生产减少，革命后第二

个时期（1983 年—1986 年）被称为“微长”时期。在这一

时期尽量增加影片数量，统计表明这一目标取得了成功：

电影生产数量从 1982 年的 15 部增加到 1983 年的 24 部，

1984 年的 33 部，1985 年的 42 部，1986 年的达到 49 部。在

这个时期，电影总的状况是处于新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之

中，由于革命政权稳固形成的社会安定以及负责人员努力

繁荣电影业是影片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尽管如此，强加

的战争造成的经济压力仍阻碍了数量的增长，未达到要

求。在此阶段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是电影“微长”的另一重

要因素。 

1986 年，电影生产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数量，从此开始

了“质量提高期”。但稍微增加数量也在计划之中。在此

阶段（1986—1990）每年平均生产 44 部影片。 

从 1993 年开始，国家对电影的资助中断，人们普遍预

计电影生产会遇到危机，但统计数字表明：从 1990 年至

1997 年年均生产 50 部影片。在此时期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监

督和引导，而不是支持。电影产量的迅猛发展也是电影质

量在各方面有所提高，其中可以提到在导演、摄影、音乐

等方面已有显著进步。这些进步虽不能与当今世界电影相

比，但与伊朗电影前几个时期相比还是值得称赞的。在好

多方面如演技、音响、效果、配音、设计、舞台布景、服

装、特技等也取得了进步。此外，与革命前的电影不同，

当时流行电影配音不顾舞台音响效果的倾向，今天电影制

片人则完全倡导使用舞台音响，这从表演角度讲多少有助

于影片质量的提高。 

下表表明伊朗电影在革命后每年生产情况，从中可以看

出：尽管存在种种障碍和困难（前已例举），但此时期电

影生产仍在继续，甚至在革命后伊朗电影的第二个时期数

量还有所增加，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微长”。需要指出的

是：1979 至 1982 年的统计数字还包括及部长的记录片，已

在电影院放映，但从 1982 年以后则不见这种现象。（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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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来源：法拉比电影基金会报告， 1997 年 8 月，第 15

届、16 届曙光电影节指南 91—105 页）。 

 

 

 

 

 

 

 

 

 

 

 

表 2      1979 年至 1997 年生产的影片数 
顺序号 年份 数量 顺序号 年份 数量 

1 1979 25 11 1989 49 

2 1980 19 12 1990 46 

3 1981 15 13 1991 47 

4 1982 15 14 1992 52 

5 1983 24 15 1993 48 

6 1984 33 16 1994 59 

7 1985 42 17 1995 55 

8 1986 49 18 1996 53 

9 1987 38 19 1997 54 

10 1988 40 总计  763 

           

     

尽管如此，伊朗当今的电影业仍面临如下困难：伊朗

电影生产的第一个严重困难就是预算不足，制片费用增

加。1993 年至 1997 年电影生产费用同 1983—1986 年相比

几乎增长 10 倍。影片的销售也表明很多影片在首次公映时

不盈利，但伊朗影片的生产仍继续发展，正如表 2 所表明的

那样，政府在 1993 年资助停止后，电影生产还在增加！有

些有识之士认为这种产量的增加预示着目前电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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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影观众认为伊朗电影主要困难 

（图表来源：切基尼，艾哈迈德；法尔努德，艾哈迈

德，伊朗电影观众-5，电影、声像情报调查局和文化及伊斯

兰指导部 183—185 页） 

电影界行家们认为，伊朗电影业影片生产的最主要的困

难如下：影片发行的法律规定、选定电影题材和故事的障

碍、财政预算问题和技术难题，引人注意的是伊朗电影观

众对此看法不同。图 1 表明：46%的观众认为伊朗电影最重

要的困难是财政预算问题，20%认为是影片发行的法规问

题，19%认为是选定电影题材和故事的障碍，14%的人认为

是技术难题，1%的人不知道有什么困难。重要的是：电影

职业专家们认为财政预算问题处于第三位，而观众认为处

于第一位。但对其他问题双方看法一致。 

伊朗电影产品——包括短片和加片——均在国内外电影

节上放映。国内电影节是展示伊朗电影产品的地方。我们

在表 3 中列出了伊朗国内电影节，由于曙光电影节意义重大

将在其他部分论述。 

 

表 3   伊朗国内电影节 

（以时间为顺） 
顺序号 电影节名称 时间安排 地点安排 

1 教师电影节 5 月 2 日—8 日 德黑兰 

2 苏莱电影录像节 5 月 4 日—8 日 伊斯法罕 

3 各省市广播电影产品节 5 月 15 日—18 日 德黑兰 

4 省大型电影节 6 月 22 日—25 日 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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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国青年电影节 7 月 19 日—24 日 德黑兰 

6 全国团结电影节 7 月 30 日—8 月 3 日 德黑兰 

7 农村文学艺术电影节 7 月 31 日—8 月 4 日 大布里士 

8 神圣努力电影节 8 月 24 日—30 日 德黑兰 

9 神圣防御电影节 10 月 6 日—12 日 克尔曼 

10 国际少儿电影节 9 月 19 日—24 日 德黑兰 

11 希马电影节 10 月 27 日—11 月 2 日 德黑兰 

12 国际发展教育训练电影节 10 月 25 日—27 日 德黑兰 

13 地方青年电影节 11 月 20 日—23 日 各省 

14 曙光国际电影节 2 月 1 日—11 日 德黑兰 

 

 

 

 

 

 

 

 

五、国际曙光电影节 

 

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在电影活动停止的同时，在革

命前举行的也是伊朗最重要的电影节——德黑兰电影节也

暂停。1982 年，电影界负责人考虑举办一次电影节。由于

此电影节正值十天曙光日（革命胜利日为 2 月 1 日至 2 月

11 日）之际，所以此新举办的电影界为曙光电影节。曙光

电影节就在这几天举行。但重要的问题是，在电影活动中

断的时刻怎么可能举办电影节呢？于是决定：曙光电影节

要作为伊朗全部电影院联系的纽带。1983 年，确定曙光电

影节的宗旨如下： 

1． 电影节必须同伊朗电影院直接联系。 

2． 电影节的举办必须赋予伊朗电影以新的威望和生

机。 

3． 电影节必须一如既往地为研究伊朗电影一年的工

作情况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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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影节必须在加强和提高电影界艺术家在全社会

的地位和威信积极开展工作。 

在此我们将尽量简明扼要地剖析曙光电影节在实施这些

宗旨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关于第一条，曙光电影节尽管冠

以“国际”这一名称，但在前 16 届电影节上主要集中了伊

朗电影，它主要是伊朗电影比赛和评比的场所，而不是其

他国家的电影角逐的地方。因此缺少与“国际”接轨及伊

朗电影同外国电影竞争的内容。但有 4 届电影节即第一届

（1982 年）、第八届（1989 年）、第九届（1990 年）、第

16 届（1997 年）也设有比赛部分，伊朗电影与外国电影一

起放映，接受评议。也许此举可称为为发展电影节而作的

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如若中止上述比赛显然是不可思议

的。最积极的举措是从第 16 届电影节“国际化”开始的，

国际评委会在对波兰、法国、比利时、德国、香港、印

度、捷克、台湾、日本、土耳其、希腊、中国等 14 部影片

评议过程中，也评议了三部伊朗影片：《梨树》（大流

士·麦赫尔朱伊）、《阿尔蒂贝赫什特（二月）夫人》

（拉赫尚·巴尼·艾特马德）、（飞行物的诞生）（马吉

塔比·拉伊）。在这次比赛中《梨树》被评为最佳摄影奖

（马哈茂德·卡拉利）。第一届电影节有 21 部电影参加国

际比赛，伊朗 5 部，外国 16 部。但评委会认为没有任何影

片有获奖资格。第 8 届电影节国际比赛只包括儿童片。伊朗

4 部短片和 3 部长篇与外国 10 部短片、16 部长片一起参

评，伊朗两部短片《卡通人》（麦赫尔达德·纳伊米扬）

和《坦哈伊·库鲁赫》（伊斯梅尔·巴拉里）分别获得最

佳动画奖和评委会特别奖。第九届电影节国际比赛包括

一、二类影片，2 部伊朗影片，12 部外国影片参加比赛，国

际比赛评委会将荣誉证书授予伊朗电影《爱的作用》（夏

赫里亚尔·帕尔斯普尔）。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结

论：曙光电影节主要是国内电影节，是展示伊朗每年电影

产品的地方。因此，这一电影节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第一

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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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评论第二条，因为其中使用了含义不

清的词汇如“威望”“新的生机”等，从不同角度看则有

不同含义。但如果从通俗含义考虑这些词，我们可这样研

究其结果。 

1979 年至 1997 年，在伊朗电影生产每年增加的同时，

从 1982 年开始的曙光电影节则成为伊朗电影界最重要的事

件。这是因为在 1997 年以前一些影片被安排在下一年放

映，以便参加电影节。在前几年这是一些电影参加电影节

的重要因素，但在 1997 年尽管这一条件不复存在，但所有

电影制片人还是尽量把他们的电影搞到电影节。这表明曙

光电影界已变成伊朗电影比赛和比较的场所，制片人愿意

让人在那里评论自己的影片。但是曙光电影节及其奖励对

伊朗电影产量并没有多大影响。每年产量主要取决于电影

负责任的政策、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经济状况。从质量方面

讲，曙光电影节有时对弘扬某些题材有作用；此外，总的

来说它有助于伊朗电影技术的发展，因为电影节的奖励引

起了职业电影专家在各方面竞争。这些奖励为好多获奖者

以后的活动铺平了道路，虽然有些导演如萨伊德·易卜拉

希米·法尔（1988 年因电影《纳尔和内伊》获评委特别奖

水晶凤凰奖）、瓦鲁日·卡里姆·马希黑（1990 年因电影

《幻影》获最佳影片水晶凤凰奖）现已退出电影圈，后来

也没有成功地生产自己第二部影片。总之，在曙光电影节

上获奖，无论对老的电影职业家，还是对初出茅庐的新人

都带来艺术荣耀和事业的成功。 

在此我们摘引伊朗电影观众对举办国内电影节及其对伊

朗电影发展影响的看法也许是合适的。调查表明：80%的伊

朗电影观众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3%的人持否定态度，

15%的人认为有一定效果，2%的人表示不清楚。 

调查还表明：尽管观众认为举办国内电影（或国际）电

影节对伊朗电影发展有作用，但在电影节上获奖对伊朗电

影观众并无多大作用，只有 6%的观众称他们之所以看某部

电影是因为该片在电影节上获奖。这是影界负责人和制片

人应重视的问题，应分析其原因，因为通常在世界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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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电影节上获奖是观众人数增加的重要因素。鉴于此，

可以说曙光电影节在实现第二个目的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功。 

观众人数（千人） 

 

 

 

 

 

图 2   1982—1996 年曙光电影节观众人数 

但关于第三项，曙光电影节取得了成功，因为此电影—

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为研究伊朗电影一年的工作情况提

供了最重要的机遇。当然，正如其他各界电影节那样，对

这一电影节的奖励也是众说纷纭，但大家都承认曙光电影

节是评价伊朗每年电影数质量最好的地方。因为各种影片

同场放映，为电影制片人、评论家和观众提供了难得的机

遇，他们可以将每部影片同其他影片比较。在 16 届电影节

中，这届电影节已成为最重要的曙光旬电影节，比如观众

人数从 1982 年的 18 万人增加到 1996 年的 87.5 万人。图 2

是每届曙光电影节的观众人数（此图是根据地 10 至 16 届曙

光电影节指南的资料和《国际曙光电影节 10 周年》一书整

理的）。 

表 4   有关 15 届曙光电影节资料（1982—1996） 
顺 

序 

号 

届次 举办年份 2月

1 日—11 日 

放映影片数 电影院数 观众人数 备注 

1 第一届 1982 163 

（长与短片） 

7 180.000  

2 第二届 1983 131 4 48.746  
3 第三届 1984 108 4 110.000  
4 第四届 1985 211 7 167.000  
5 第五届 1986 264 7 227.354  
6 第六届 1987 192 8 270.608  
7 第七届 1988 276 15 407.600  
8 第八届 1989 215 10 450.000  
9 第九届 1990 178 13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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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十届 1991 188 14 420.000  
11 第十一届 1992 200 16 600.000  
12 第十二届 1993 264 16 562.000  
13 第十三届 1994 258 16 500.000  
14 第十四届 1995 224 20 800.000 2 月 21 日—3 月

2 日 

15 第十五届 1996 226 20 875.000 2 月 11 日—21

日 

   

 

 

 

统计数字表明：放映影片的电影院数在此期间从 1982

年的 7 个增加到 1996 年的 20 个。在此期间在电影节范围内

放映的影片数从第 1 届的 163 部增加到第 15 节的 226 部。

表 4 展示了有关各界电影节的资料（来源同上图）。 

关于第四项的，可以说举办电影节的热情、引入电影艺

术家竞争机制以及新闻媒体对此大量报道使社会人士增加

了对伊朗电影状况的重视和对电影行家们的了解。此外，

革命后全社会对电影界的总看法发生了变化，革命前由于

种种原因包括电影低级趣味好多人对电影嗤之以鼻，现在

不仅改变了观点，而且成为电影社会一员，有的还变成了

世界级的重要导演。对电影感兴趣的人巨增，社会对演

员、导演—电影节最杰出的成员—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可以看出其原因是国家领导人对电影事业的重视和曙光电

影节成功的举办，他已成为伊朗电影活动交流中心。 

当然，显而易见的事，曙光电影节也像革命后许多事物

那样经历了各种各样阶段，也暴露了某些弱点和不足，但

综观全局可以说电影界的大方向始终是健康向上和不断完

善的。尽管由于革命和强加的战争造成很多困难， 但每一

阶段度能比前一阶段有所发展，在伊朗电影发展中都占有

应有地位。另外，外国影界知名人士以及世界各电影节即

电影组织负责人出席曙光电影节，他们观看伊朗影片并了

解电影制片人则是介绍伊朗影片和使伊朗电影打入国际电

影节的主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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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伊朗电影在国际上的亮点 

革命后伊朗电影另一明显特点是伊朗电影广泛参加世界

电影节并获得各种奖励。由于在世界上亮相，伊朗电影目

前在世界电影界已享有公认的声誉。当然伊朗电影走向世

界的历史始于革命前，那个时期的某些电影也参加了世界

有名的电影节并获奖，比如：电影《乌鸦》（贝赫拉

姆·比扎伊，1976）于 1979 年参加南特“三大洲”电影

节，获评委会特别奖。同年电影《三月假期》（沙普

尔·加里布，1977）夺得印度儿童电影节银象奖。在此之

前，影片《地狱晚会》（穆萨格·萨鲁里，萨穆勒·哈齐

基扬，1957）曾于 1958 年 7 月 7 日在柏林电影节放映。古

列斯坦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波浪、珊瑚和花岗岩》

（古列斯坦·瓦兰·纳帕达里，1962），《家是黑的》

（法鲁克·法尔赫扎德，1962）和《一场大火》（古列斯

坦，1962）在 60 年代为伊朗电影夺得了首批国际奖。在参

加国际电影节的伊朗电影新潮派的导演中可提到大流

士·麦赫尔朱伊：他的影片《牛》（1969）曾于 1970 年在

威尼斯电影节，1971 年在芝加哥电影节获奖，1991 年在伦

敦电影节放映，《哈鲁先生》（1970）于 1971 年莫斯科国

际电影节比赛部分放映；《邮递员》（1971）在 1973 年柏

林电影节和 1973 年伦敦电影节上放映；《苍穹》（1978）

在 1978 年巴黎国际电影节获奖，1979 年伦敦电影节放映；

《我去的一所学校》（1980）在 1986 年南特三大洲国际电

影节放映；《拉姆布之旅》（1984）在 1984 年柏林国际电

影节放映，1984 年伦敦电影节放映；《房客》（1986）参

加 20 届世界电影节，《纯朴》（1992）参加 49 届国际电影

节，《仙女》参加 18 届国际电影节。 

革命前伊朗的推理片有别于当时电影节占统治地位的缺

乏趣味的作品，因此这类电影打入了国际电影节，有时颇

受亲睐。其中可以提到萨赫拉卜·沙希德·萨利斯；他的

影片《一次普通事件》（1973）在 1973 年德黑兰国际电影

节获奖，并在柏林、伦敦等电影节上放映；《无息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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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1973）在 1973 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获银熊奖；《在异

乡》（1973）在 1973 年柏林电影节获奖。当然有些“波斯

电影”也在国际电影节放映，如《不安定》（伊拉吉·卡

迪里，1973）曾在 1973 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放映。但这些

影片缺乏力度成效甚微。 

伊斯兰革命后，主要由于政治原因伊朗电影很少在世界

亮相，直到 1984 年随着法拉比电影基金会（它是伊朗电影

政策的执行者）的成立，才开始为伊朗电影参加国际电影

节进行广泛的努力。为此在法拉比电影基金会特设国际事

务部。由于该部的努力伊朗电影逐渐步入国际电影节和国

际电影机构。革命后伊朗电影取得的第一项大的成绩是在

1985 年首届南特电影节上获奖，获奖影片是《奔跑的人》

（阿米尔·纳迪里，1985）。革命后伊朗电影开始参加国

际电影节的其他影片包括：《冷酷的道路》（马苏德·加

法里·朱赞尼，1985）参加 1987 年柏林电影节，影片《祖

父》（马吉德·加利扎达，1985）在 1987 年北朝鲜平壤电

影节上获最佳男主角奖（贾姆希·穆沙耶希）。除法拉比

电影基金会之外，其他组织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声像局、

少儿思想教育中心以及其他专门机构为此进行了努力，但

由于法拉比电影基金会的成功，其他组织为了在国际电影

节上展示自己的产品逐渐同法拉比基金会签订合同，结果

法拉比电影基金会国际部主要负责这方面工作。 

但开始时道路并不平坦，最主要的障碍是一些国家对伊

朗持否定态度和对文化活动进行政治干预。西方媒体的宣

传使得国际电影节不欢迎伊朗电影产品，但从 1984 年至

1988 年伊朗优秀影片增加，伊朗电影节负责人为将伊朗影

片发送国际电影节进行不懈努力。伊朗电影终于被国际电

影机构接受，好多影片在外国新闻中受到好评。部分观点

登载在《伊朗新电影在世界的反映》一书上。除国际赞誉

之外，在国内对国际上的这种欢迎的反应有很大不同。尽

管如此，看来在《尝尝红樱桃》（阿巴斯·基亚·拉斯塔

米，1997）在 1997 年嘎纳电影节上获金棕榈奖之后，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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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肯定观点的大增，可以说在此有影响的文化事件之后，

伊朗电影在世界各地无人不晓。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伊朗导演都同意伊朗电影在世界上亮

相。易卜拉欣·穆赫塔里执导的影片《装饰》（1978）参

加过各种电影节，他说：“总的来看，伊朗电影在国外的

反映总有不同。一方面是影片商、评论家和新闻界，另一

方面是普通观众，观众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十多年侨居

东道国的伊朗人，他们大都远离伊朗现实社会，因此出于

好奇心对伊朗国内问题特别关注；第二部分是外国普通观

众，他们观看所有影片并加以评论，尽管外国报刊对伊朗

进行恶意宣传，但伊朗电影对他们仍有特殊魅力。”他还

说：‘《伊朗电影在世界亮相》一方面是我们摆脱观赏进

口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状态，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其他国家建

立联系，各国普通群众会直接领略伊朗的文化氛围和内

涵。” 

另一方面，电影节的负责人们的观点也从开始的悲观到

现在的赞扬，黎巴嫩影商马哈茂德·马米什说：“当我们

提到伊朗电影时，会突然在我们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印

象：我们面对的是人道主义作品。”意大利电影节负责人

安·考卡夫说：“可以将伊朗电影同意大利二战后的电影

相比。”罗卡努（LOKARNU）电影节负责人马库姆罗尔

说：“伊朗电影实际上是独立电影制片人组成的部落。”

尽管如此，伊朗国内评论家对国际电影节取得成绩的伊朗

电影片仍有不同看法。但这种现象在电影史上也不是没有

先例的，如四十年代法国评论家看到二战后意大利电影

后，大加赞扬，称之为“新现实主义”但这些电影在意大

利却遭到国内评论家冷遇和批评。 

总之，伊朗电影凭借人道主义影片，由于脱离粗暴野

蛮，赤身裸体和低级趣味，在国际电影节上参映影片一年

更比一年多。表 5 是 1979 年之 997 年伊朗影片参加国际电

影节的统计数字，以及每年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数字。从

表中可以看出：伊朗电影在此期间在国际上共参映 4096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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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获得 276 项奖励（消息来源：法拉比电影基金会国际

部）。 

图 3 伊朗电影按年份排列在国际上获奖情表 6，参加国际电

影节并获奖的最重要的伊朗影片 

（消息来源同上） 

表 5  1979—1997 年伊朗电影参加国际电影节影片数及

获奖数 
顺序号 年份 参映数 获奖数 顺序号 年份 参映数 获奖数 

1 1979 29 3 11 1989 88 18 

2 1980 31 1 12 1990 377 19 

3 1981 42 6 13 1991 291 22 

4 1982 37 — 14 1992 279 22 

5 1983 27 3 15 1993 415 33 

6 1984 41 2 16 1994 456 30 

7 1985 49 4 17 1995 745 41 

8 1986 23 — 18 1996 362 25 

9 1987 25 2 19 1997 732 43 

10 1988 47 3  总计 4096 276 

 

表 6  革命后参加国际电影节片名及所获重要奖项 
顺序

号 

影片名 导演 生产

年份 

参加就国

际展次数 

所获重要奖项 

1 繁荣 基亚努什·阿亚里 1992 9 卢卡诺，1994-银雪豹奖 

2 水、风、土 阿米尔·纳迪里 1985 47 卢卡诺，1989-一等奖；亚洲福

苦奥卡，1991 一等奖 

3 那边大火 基亚努什·阿亚里 1987 21 1989 飞帕金奖 

4 镜子 贾法尔·帕努系 1996 11 1997 卢卡诺金雪豹奖，1997 年

比利时皇家档案馆最佳影片奖 

5 阿维纳尔 沙赫拉姆·阿萨迪 1991 6 1994 阿努尼提名奖 

6 白气球 贾法尔·帕努系 1994 52 1995 年嘎纳导演二周部分最佳影

片奖；1995年嘎纳一类最佳影片

金奖；1995年国际评论家协会

奖；1995 念萨奥普鲁一等奖 

7 巴述、小洋人 贝赫拉姆·比扎伊 1985 83 1990 乌贝尔维利亚最佳影片奖 

8 巴伊希克尔兰 穆赫辛· 

马哈姆巴夫 

1988 69 1989 利米尼最佳影片；1991 哈

瓦伊最佳影片奖 

9 天上儿童 马吉德·马基迪 1996 8 1997 蒙特利尔最佳影片；1997

法兰克福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 

10 父亲 马吉德·马基迪 1995 33 1996 圣·萨巴斯廷评委会奖； 

1996 图林评委会奖； 

1997 塔尔维亚最佳影片 

11 滴嗒声 穆罕默德· 

阿里· 塔利比 

1993 13 1995 印度儿童电影节银象奖，评

委会特别奖；1995 芝加哥儿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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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节二等奖 

12 长筒靴 穆罕默德· 

阿里· 塔利比 

1993 45 1993 印度儿童电影节银象奖； 

1994 旧金山最佳故事片奖 

13 朋友之家何处 阿巴斯·基亚· 

拉斯塔米 

1988 115 1989 卢卡诺铜雪豹奖； 

1992 阿姆斯特丹电影节一等奖 

14 闺房 麦赫迪· 

萨巴格扎达 

1990 14 1993 哈拉雷最佳摄影奖 

15 陶罐 易卜拉欣· 

法鲁泽什 

1992 48 1994 卢卡诺金雪豹奖；1994 乌

贝尔维利亚大奖；1994年萨奥普

鲁最佳影片奖；1995 西奈朱尼尤

尔最佳影片奖 

16 异乡姊妹 基佑马斯普尔· 

艾哈迈德 

1995 6 1997 马来西亚儿童演员最佳导

演、音乐和评委会奖 

17 达特即姑娘 阿布·法泽尔· 

贾利利 

 

1993 11 1995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奖； 

1995 年南特最佳少年演员奖 

18 共同的痛苦 亚斯敏·马里

克·纳斯尔 

1994 10 1995 福特拉达尔迪尔金椰子奖 

 

 

 

 
顺序

号 

影片名 导演 生产

年份 

参加国际

展映次数 

所获重要奖项 

19 小商贩 穆赫辛·马哈姆巴

夫 

1986 54 1995 萨奥普鲁作品综合评论家奖 

20 蛇牙 马苏德·基米娅伊 1989 8 1991 柏林评委会特别书面将 

21 奔跑的人 阿米尔·纳迪里 1985 57 1986 南特电影节大奖 

22 兰色头巾 拉赫尚·巴尼·艾

特马德 

1994 38 1995 卢卡尼铜雪豹奖；1995 萨

鲁尼卡特别奖；1996 印度评委会

奖 

23 生活及其他 阿巴斯·基亚·拉

斯塔米 

1990 89 1992 嘎纳鲁萨林尼纪念奖，《一

种观察家》最佳影片奖；1993 萨

奥普鲁评论员奖 

24 橄榄树下 阿巴斯·基亚·拉

斯塔米 

1993 76 1996 芝加哥银猫头鹰奖；1994

瓦亚杜利德金麦穗奖；1995 新加

坡最佳导演奖；1995 巴尔加摩最

佳女主角奖 

25 装饰 易卜拉欣·穆哈塔

里 

1993 32 1994 圣塔尔兹最佳影片奖 

26 纯洁 大流士·麦赫尔朱

伊 

1992 49 1993 圣·萨巴斯廷最佳影片金蜗

牛奖，最佳女主角奖；1993 南特

箩大利菲亚奖；1993 南特最佳女

主角奖 

27 魔术师之旅 阿布·哈桑·达乌

迪 

1990 12 1991 开罗儿童电影兰奖 



34 

 

 

28 电影院你好 穆赫辛·马哈姆巴

夫 

1994 41 1995 萨奥普鲁作品综合评论家

奖；1996 慕尼黑最佳大片奖 

29 田野交响曲 穆罕默德·侯赛

因·哈基基 

1992 9 1993 大马士革金字母表和最佳音

乐奖 

30 新娘 贝赫鲁兹·阿夫哈

米 

1990 12 1994 平壤最佳女主角奖 

31 常常红樱桃 阿巴斯·基亚·拉

斯塔米 

1997 18 1997 嘎纳金棕榈奖 

32 卡鲁扎波 阿巴斯·基亚·拉

斯塔米 

1989 96 1990 利米尼银奖；蒙特利尔新电

影评论家奖（1990）；1991 丹麦

最佳影片和导演奖 

33 钥匙 易卜拉欣·法鲁泽

什 

1986 58 1993 西奈朱尼尤尔最佳影片奖； 

1993 丹麦艺术经验电影委员会

奖； 

1993 贝福特最佳外国影片奖； 

1994 布鲁日电影节三等奖 

34 古贝 穆赫辛·马哈姆巴

夫 

1995 33 1996 东京最佳艺术片奖； 

1996 西塔克斯最佳导演和评论家

奖； 

1997 新加坡最佳影片奖 

35 鱼 卡姆布齐亚·帕尔

图伊 

1988 35 1990 柏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奖； 

1990 年澳大利亚儿童优秀片奖 

36 老年学校 阿里·萨贾迪·侯

赛尼 

1991 3 1992 印度儿童电影节儿童评委会

奖 

 
顺序

号 
影片名 导演 生产

年份 
参加国际

展映次数 
所获重要奖项 

37 南方旅客 帕尔维兹· 

夏赫巴齐 

1996 8 1997 东京奖金； 

1997 图林评委会书面奖 

38 太阳号船长 纳赛尔· 

塔加瓦伊 

1986 20 1988 卢卡诺铜雪豹奖 

39 榆树 赛义德·易布 

拉希米·法尔 

1988 45 1989 曼哈耶姆文化交流奖； 

1990 伊斯坦布尔金郁金香奖 

40 纳赛尔丁国王 

阿克多影院 

穆赫辛· 

马哈姆巴夫 

1990 51 1992 卡鲁维瓦里评委会奖； 

1992 塔乌尔米亚最佳影片奖 

41 面包和诗歌 基佑马斯普尔· 

艾哈迈德 

1993 14 1994 柏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评委

会书面奖；1995 年留都让尼鲁儿

童片评委会书面奖 

42 面包和花瓶 穆赫辛· 

马哈姆巴夫 

1995 34 1996 卢卡诺评委会一等奖 

43 需要 阿里列扎·达 

乌德·内扎德 

1990 31 1992 南特评委会特别奖 

44 一个真实故事 阿布·法泽尔· 

贾利利 

1995 23 1996 南特大奖，青年评委会奖 

 

七、伊朗电影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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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属于观众的艺术：生产影片的目的无论如何——

消遣娱乐、传播消息、教育群众——都是为观众生产的，

由于电影是昂贵的艺术，因此资金的回收和赢利取决于群

众的多少。换句话说，电影通常要考虑群众思想上的喜

好，观众对电影题材的传播和对某些特殊电影是否欢迎起

着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目前研究伊朗电影地位的办法

之一就是研究观众，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如：伊朗观众对

哪类影片感兴趣，这种兴趣同年龄、性别、职业有什么关

系，什么问题——故事、导演、演员……——对他们至关

重要，如何使观众产生看电影的必要激情？研究这些问题

不仅可以掌握有关目前伊朗电影地位的实情，而且对电影

制片人核电应决策者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可以根据

这些问题为伊朗电影确定方向。在这一部分我们尽量用统

计数字和图表来研究这些问题（这些图表——除第二部分

——均引自下列来源：切基尼、艾哈迈德、法尔努德、艾

哈迈德；电影观众-5，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电影、声像情报

研究中心）。 

A.按性别、婚姻、年龄、文化、职业统计伊朗电影观众 

调查表明：在伊朗去电影院的男士多于女士，单身多于

已婚者：男士占 56%，女士占 44%。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妇

女喜欢同全家一起去电影院。另一个原因是，也许妇女们

认为电影院充满男性氛围。 

大部分伊朗电影观众是青少年，老年人很少去电影院。

换句话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看电影的人数越减少。可以

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婚后人员事情较多，这也是社会经济

条件所致，结果这些人休闲时间减少。15 至 19 岁的观众同

40—49 岁以及 50—59 岁观众之间的明显差别则充分说明了

这个问题。 

显然，去电影院看电影需要空间、机会和足够的耐心，

因此退休人员和有家人员，由于缺乏空闲时间和耐心很少

去电影院。伊朗电影观众人数最多的是大学生（84%），人

数最少的是退下人员（24%）。 

B．从观众角度看伊朗电影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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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步电影吸引力的主要因素是影片题材，研究表

明：伊朗观众对家庭题材片更感兴趣。其次是战争片、喜

剧片、侦探片、历史片、儿童片、政治片、悲剧片、科幻

片、卡通片和纪录片。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家庭题材片越感兴趣。这种兴趣的增

长也包括历史片。总之，正如老年人对历史有兴趣那样，

他们对历史影片也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 

除电影题材之外，其他因素也影响一部影片的吸引力，

主要是：演员、导演、宣传、新闻媒体的评论、影片在电

影节获奖以及其他人的介绍。在伊朗观众中电影故事、演

员、导演是他们观看一部电影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

（按百分比计算）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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