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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新时代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
法，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情怀？中国电影
人如何借助新的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实
现中国电影美学与世界的积极交流和对
话？在中国文联、中国影协、郑州市人民政
府、央视电影频道《今日影评》栏目联合主
办的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主题论坛上，
电影人以“全面奔小康 共筑电影梦：现实
主义的光辉与电影机遇”为题，就电影如何
更好地与火热的时代生活交相辉映展开了
有益探讨。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
宏在论坛致辞中说，在党和国家全面实现
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举办
的本届百花奖论坛，其主题承载了中国电
影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千百年来，来自现
实生活、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咏叹，形成了中
国文学和艺术的现实主义源头。今天，中
国电影能够在全球电影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之际，成为首个满血复
活的电影大市场，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中国
电影植根于中国这一片现实的沃土。在人
类社会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年代，中
国电影人更应继续发扬中国电影的现实主
义传统，把镜头对准中国大地。立足于中
国人不断奋斗、书写中国传奇的坚实大
地，深切雕刻民族奋进的灵魂，用电影完
成好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的时
代表达。

导演谢飞在主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从
学生时代起60多年来参与见证百花奖的
历史，并谈到上世纪80年代，国产电影曾
诞生了一大批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中
国的现实变化和人们真实思想情感的电

影，中国电影的艺术质量和思想质量得到
空前提升，而这一时期的辉煌正是由改革
开放、思想解放带来的。今天我们面临一
个新的历史拐点。新世纪的20年来，中国
电影市场也涌现出很多优秀作品，在全世
界都已进入一个电影发行跟网络联合的时
代，中国电影如何在新时代再现辉煌，使我
们的电影观众能够覆盖社会各个年龄段、
各种文化层次，还需要电影人进一步解放
思想，共同创造中国电影业的美好未来。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谈到，
今年疫情曾一度令整个电影界进入“严
冬”，但是影院恢复放映后，市场加温的速
度却远超想象，这令电影人振奋的同时也
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创作
者、艺术家应该用什么样的作品以及怎样
使我们的作品承担好社会责任。在张丕民
看来，现实主义就是电影的永恒话题。在
中国电影从“大国”向“强国”迈步攀登的关

键时刻，现实主义力作能在国际上为中国
电影争得应有的民族尊严，因此在今天，现
实主义仍应是每个中国电影人必须高度重
视和追求的永恒情怀。

中国影协副主席尹力谈到，对于电影
创作来说，真正的目的还是写好人物。一
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能引起大众的共鸣？一
是在于情感的共鸣，一是在于作品能传递
共同的价值观。好的现实题材电影，能令
观众走出影院还有所思考，让每个人的命
运都能在其中找到映照与交融。电影是创
造奇观的艺术，一种奇观是超越人类经验
的，还有一种也是奇观，那就是我们在坚持
拍摄现实题材的过程中，用逼真的质感呈
现出的现实生活，它让普通观众看到，他们
的生活也是一种艺术，这实际上也是一种
奇观。

谈及面对媒体融合的时代挑战，中国
电影应如何以更具差异化和独特性的呈现
方式来满足观众对现实题材作品的期盼，
中影股份总经理、华夏电影董事长傅若清
说到，在机遇与变革并存的时代浪潮中，我
们每个电影人都既是参与者、实践者，也是
推动者，因此我们的电影创作应始终坚持
面向人民、聚焦时代、观照现实。无论是书
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拼搏奋斗的发展
历程，还是反映中国人民上下一心抗击疫
情的艰苦斗争，为这些取材于现实的中国
故事赋予能温润人心灵的精神底色，以这
些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正是
当代电影人的使命和担当。

李少红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谈到，从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直至今天，中
国电影的发展伴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发
展的过程，国产电影的很多优秀之作都跟
时代息息相关。这些电影讲述了一代代人
是如何寻找自己的人生支点，如何将自己
的生活与时代进行接轨的，这些现实主义

的作品非常精确地踩在了时代的热点上，
传达了创作者看待世界和社会的眼光，而
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创作观也慢慢
成为伴随电影创作者一生的追求和重要课
题。

王小帅从感性的一面谈及现实主义与
其创作的关系，在他看来，导演就是一个讲
故事的人，对他来说最能触动、感动他的就
是分分秒秒正在变化着的社会，是人们价
值观的变化、情感的撕裂，以及将这一切囊
括其中的无比丰富、变化巨大的时代，因此
他想作为一名时代的“在场者”，把摄影机
对准那些他特别想对准的现实中的人，讲
述并记录他们的故事，为时代留下影像与
记忆。

来自中国香港的导演许宏宇结合自己
与大陆影人合作拍摄《建国大业》等影片的
经历，分享了自己对“现实”及现实主义创
作的理解。他认为，在今天中国，现实题材
电影具有很大力量，“对于导演来说，今天
的现实就是今时今日必须感受的一切。而
现实主义创作则要求导演必须活在当下，
在整个社会、国家的环境中，拥抱当下所发
生的事情，追寻并回归自己的内心”。谈及
由其执导的扶贫题材电影新作《一点就到
家》，他说，这个故事就是通过年轻人回归
乡村创业的故事，来表达与探讨到底什么
是梦想，什么是内心的现实，“我一直在找
一种共鸣，在扶贫的命题下，讲的还是青春
跟励志，是真正现实主义的故事”。

青年导演霍猛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现实
主义创作进行阐释，认为它就是一种尊重
真实、尊重人内心感受的创作态度。具体
表现在创作者对于再造的现实给予什么样
的出发点，是否能通过真实的生活逻辑、现
实逻辑去组织并尊重电影全部环节的创
作，是否能用比较真实的手法拍出最真实
的人的内心情感、困惑、焦虑与最真实的生
活状况等。在他看来，中国电影代代相传
的现实主义传统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现
实、真实以及对“人”的观照精神。“电影是
有着穿越时空的记录能力的，我们可以用
电影观照我们的过去与来处，对于这样的
创作，我们就需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尽
可能地保持创作的客观与真实”。

电影《金刚川》的故事情节不复杂，一定
程度上就是对一次真实战斗事件的故事性
再现，创作的成分并不多。但这样一部电
影，之所以能够吸引人、震撼人，更多的是拍
摄的“走心”。

一是演员表演的“走心”。剧中演员张
译、吴京乃至客串的邓超，都是近年来为观
众所熟知的演技派演员。三位主要演员的
表演之中，没有偶像包袱，没有哗众取宠式
的戏谑或故作幽默等，他们的表演实实在
在，最大可能地做到了情景再现，一定程度
上让观众忘了这是在看“表演”，这是一个演
员表演的最高境界。由此想到，当年张艺谋
出道的时候，曾客串《老井》中的主角，不想
这位摄影师的表演拿到了国际电影节的表
演奖。这里面的道理是四个字“触类旁通”，
只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加上对电影艺术的
高度理解，才能做到“客串”的抢班夺权。张
译、吴京等一众演员，在开拍前实实在在地
到部队接受军训，甚至对剧中使用的武器都
能通透其原理，此番苦功夫是表演成功的坚
实基础。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带
着对英烈前辈高度崇敬的感情进入到“戏”
里面的，这就使得他们从内心深处唤醒了浮泛在表面的“表情”，
这种表情不是学院训练的基本功所能简单应对的，只有深刻的
理解原型、敬仰原型，才能真真切切得以再现。有一个非常值得
推崇的细节，那就是演员张译，这样一位当红演员，不但不用替
身，就连烧焦了的尸体都要亲自扮演，四个半小时的化妆、一个
半小时的卸妆。所以说，表演的永恒概念是了解、理解，方能真
切地图解。

二是情节设计的“走心”。全剧设置了“士兵”“对手”“炮兵
班”“桥”四个片段，分别在剧情进展的不同环节相对集中地展示
了这四部分重点，这样的设置更能详尽展示细节、展示人物，也使
观众能够相对清晰地了解和观看。其中第一个片段是对全剧的
铺垫，也是全景式的展开，让70年后的人们能面对面地了解当时
的士兵，一群看似稚气未脱但又一身豪气的战士，当然还有来自
五湖四海的南腔北调，更展示了全国一心、全民一心的民族精
神。而第二个片段的“对手”，设置和展示的也比较客观真实，那
就是对手的凶残和报复。作为战争中的对手，他们也是人，也有
战友情和强烈的复仇心，在自己的战友被打死之后，任是哪样的
军队和人也会有报仇的心理，绝不是程式化的“抱头鼠窜”。这样
的设计和展示增加了战争客观性与人的主观性的融合，从而更加
入情入理。而第三、第四片段的设置和相对单独的展示，更让观
众得以聚精会神地观看战斗的推演，从而感受到战争的惨烈，当
然也会带来情感上的高度升华。

三是人性挖掘的“走心”。战争是最考验人性的，尤其是面对
死亡的时候，是单纯的执行命令完成使命，还是迸发出大无畏和
甘愿牺牲的豪情，是战争题材塑造战士形象最应着墨之处。而在
电影《金刚川》中，对于双方的这些战士们，都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特别注重对于人性的挖掘和展示。那种为了民族利益、为了生死
大义、为了战友群体而迸发出的人性之美，以及顽强的斗争精神，
让全剧内涵得以升华。人物形象得之于真实、立足于坚实，也更
加使得观者感动甚或震撼。

四是画面拿捏的“走心”。近年来在战争题材的影片画面处
理中，由于高科技手段的运用，许多几乎是“复原”式的画面，处理
得过于真实。这些画面当然客观上展示了战争的残酷，但由于过
于客观，所以让观众不忍卒读，特别是对于年轻观众甚至青少年，
一定程度上过于“残忍”，并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而《金刚川》在
价值伦理层面处理得基本恰当，既相对客观地展示了战争场面，
又不过度铺陈，恰如其分地做到了适可而止。这就要得益于摄制
调度的“走心”了。

“走心”才能“入心”，《金刚川》理应收获成功。愿更多影片在
编导演摄等方面倾注气力与智慧，拍出精品，做到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相统一，努力探索中国电影的创新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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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由河北省文联资助，河北省影视家协会主办的“河北省影视
主创人才培训班”10月26日至29日在北戴河艺术部落举办。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出席开班仪式并作《文化、影视
纵横谈》专题讲座。仲呈祥在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中，纵论哲学、
历史、文化，畅谈美学美育，结合古今中外文艺实践、作家作品，
针对新时代影视创作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论述为遵循，阐述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以文化人、以艺养心”，“培根铸魂、守正
创新”，牢记初心使命，“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纪录片编导张军锋结合自
己20余年创作实践，拍摄多部文献纪录片、以“口述历史”的方
式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百年梦
想的光辉历程，作了《关于纪录片创作若干问题》的专题讲座。

国家一级编剧马继红结合自己15岁从军，从“马护士”到
“马干事”、再到“飞天奖”“金鹰奖”“最佳编剧”的艺术人生历程，
以《我想表达这个时代》为总题，从五个方面讲述了自己的创作
历程。

三位专家精彩生动的讲座受到55名学员和全体与会人员
的欢迎和热评。学员们一致认为，本次培训班讲政治、有高度；
讲哲学、有深度；讲历史、有广度；讲影视艺术、有温度；讲为时代
画像、有硬度。对完成献礼建党百年重点影视创作提供了可行
路径。 （河 闻）

河北举办影视主创人才培训班

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与北京电
影学院联合主办，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研究室
与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联合承办的第九
届中国电影史年会10月22日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的主
题为“1980年代的中国电影：解放思想、探索艺术、振兴文
化”，共有79篇论文入选年会论坛。

本届年会包括主论坛、分论坛、学术放映等环节，参会
专家学者从理论梳理、产业研究、文本分析、类型电影、港台
电影、女性婚恋等多个主题出发，对1980年代中国电影展
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交流。与会专家表示，20世纪80年
代，中国电影界空前活跃，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在电影创作上，老中青三代电影人同台竞

技，他们积极探索新的电影观念，大胆革新电影语言，展现
出全新的美学姿态与追求；在理论探讨上，电影语言、电影
与戏剧、电影与文学等关涉电影本体的争鸣十分激烈，真正
实现了理论批评与电影实践的紧密结合，促进了中国电影
观念与学术话语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
向辉表示，作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
电影史学年会的举办有利于学术界新老力量的传承接力，
在活跃和拓展中国电影史研究思路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
中国电影学派基础学术工程建设，为疫情后继续向电影强
国目标迈进的中国电影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余 非）

第九届中国电影史年会在京举行

10月26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上海广播电视台共同
主办的“时代报告剧”《在一起》研评会在京召开。该剧由国
家广电总局全程组织指导，国家卫健委和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大力支持，以中国军民守望相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感人事迹为主要叙事内容。国家广电总局、中宣部文艺局
等相关单位领导，该剧部分主创、原型人物及业界专家、学
者等出席，与会者就该剧在组织创作、主题立意、艺术表达、
制作品质等方面的经验展开交流与研评。

与会专家谈到，如何用生动精彩的故事来呈现不断发
展变化中的重大事件，《在一起》为抓好电视剧精品创作带
来了新启示。单元剧“以小见大”地精准反映了能引发全民
共鸣和共情的民族精神，是该剧取得成功的关键。从电视
剧创作领导方式的创新与大胆实践来看，该剧是新时代条
件下对新中国电视剧史上时代报告剧与时俱进的发展创
新，为抗疫历史留下了更丰富直观的影像纪录。专家认为，
《在一起》很好地解决了陌生感、熟悉感和亲切感之间的关
系，写出了不同于新闻真实和纪录片真实的艺术真实。剧
集以今天的观众更乐于观看的短剧、短故事集粹方式，描绘
了平凡中见崇高的时代精神图谱，直抵了新时代生活本源
的深层。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广播电视台、国家卫健委宣
传司等有关单位及该剧编导演代表，剧中人物原型等也在

会上做了精彩发言。与会嘉宾认为，《在一起》作为疫情后
全国第一部全景式反映疫情防控题材的电视剧，举全行业
之力，用真实、典型的细节与形象生动反映了中国抗疫的全
过程，彰显了国内制度的优越性，向国际社会传达了“生命
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
疫精神，体现了影视行业在中国抗疫斗争中的责任担当，在
以重大题材反映现实生活、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史诗的实践
方面，该剧对未来重点文艺创作工作等也具有重要的标杆
意义与借鉴价值。 （路斐斐）

专家研讨电视剧《在一起》：

以重大题材反映现实生活的一次探索创新

《我和我的家乡》剧照

11月9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
视研究所主办的电影电视评论周于中国艺
术研究院隆重举办。开幕式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副院长祝东力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
院长兼党委书记韩子勇、中国电视家协会
主席胡占凡、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兼副主席张宏致辞。随后，以“新时代中国
影视学术发展与‘三大体系’建设”为主题
的开幕学术论坛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多功能
厅召开。

适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刚刚结束，
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具
体时间表。作为文化事业重要支柱的影视
产业，近年来创作规模、艺术品质及文化影
响力不断提升。此次论坛围绕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影视理论的创新发
展，“中国学派”与中国影视学的学术体系、
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新语境下影视
民族化理论批评的发展，中国影视理论研
究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教育等四方面议题
进行研讨，以期持续加力电影产业升级换
代，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电影话语体系。

开幕论坛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
院院长黄会林谈到，影视语言可以是世界
的，但影视语法必须是中国的、民族的，中
国影视民族化应当从理论构建、创新实践
和完善学科体系三方面着手。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谈到，中国电影需要更高层次的升级
换代，最终要在适当时间推进中国电影形成以电影版权
经济为核心的电影新经济。与会学者认为，电影具有记
录时代的文献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今天,在我
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
澜壮阔的活剧”，光荣与梦想、喜悦与忧伤都应当成为当
今电影表达的题材，未来中国电影还拥有巨大的发展前
景和空间。

此次评论周为期5天，共设5个分论坛。除开幕论
坛外，“中国特色影视产业的创新与发展”论坛、“新语境
下中国影视民族化探索”论坛、“青年编剧的新挑战与新
机遇”论坛、“城市变迁与文化记忆”论坛等将于11月10
日—13日陆续举行。5天内，将有300余位业界专家学
者和编剧导演、制作发行等一线行业专家莅临评论周，共
同为中国影视业发展献计献策。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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