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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中国电影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广大观众关心厚爱和大力
支持、电影全战线全系统担当奉献和真抓实干下，推出了一大
批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优秀影片,推动电影产业、电影事业不
断发展和完善，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的实力和韧性。回首中国
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的中国电影，在挑战中进步，在机遇里崛
起，展现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内生动力，构建出电影艺术、美
学、文化、传播等多维度的共同体，在实现中国电影可持续发
展和电影强国的道路上扎实前进。

守正通变：面向未来的重大主题电影

回顾建党百年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重大主题电影尤其
是红色经典电影成为透视建党以来中国巨变的重要切入点和
有效窗口。一部作品能否称得上是经典或者说何种作品可以
成为重大主题，历来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事情，因此时间
性就成为最重要的考量指标。重大主题电影作为一种与中国
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密不可
分的电影题材是时代的产物，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文化背
景，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机制、叙事方式和社会功能。它自身所
蕴含的深刻内涵作为特定时代里反复锤炼出的产物，在艺术
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成为人们的“阅读记忆”和“完
美范例”，而且也经过长期的积淀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进
而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如《董存瑞》《霓虹灯下的哨兵》《红色
娘子军》《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英雄儿女》等作品不但广
为人知、深入人心，更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
精神理想和价值追求，培养了一代人乃至数代人的英雄主义
情结。同时，这些作品亦以独到的视角、传奇的手法、大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塑造出了像李向阳、杨子荣、洪常青、吴琼花等性
格独特、形象饱满的英雄人物，体现了机智、勇敢、沉着、忠诚、
舍生取义等令人赞赏和敬佩的品质。这种品质不仅属于个人，
更属于时代、属于集体、属于全民族、属于未来。

重大主题电影创作和生产也由于体制机制的变化、受众
思想及消费的多元化陷入过相对沉寂的时期。党的十八大尤
其是十九大以后，重大主题影片创作和生产呈现出积极态势。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出现了一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统一的作品。2021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推出了一批凝心聚力打造的献礼建党百年
的电影精品,这些影片努力在选好题材、讲好故事、拍成精品
上下功夫。可以说，重大主题电影创作和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
黄金时代。不过能否成为经典流传，还需要人民的检验、历史
的检验与时间的检验。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经典，同时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
的诠释者和捍卫者。在当前重大主题电影创作逐渐成为一种
新的文化热点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认识到，重大主题电影创作
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坚持辩证法，包括生活的辩证法、历史的
辩证法，人生和人性的辩证法。换句话说，我们无论对“四史”，
还是对社会、现实、人生、人性，都应该有一个辩证的观察、认
识、思考和呈现。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更需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各种各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戏说。同
时，重大主题电影创作应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具体到艺术创作中就是坚持以人为中心，以人物塑造为中
心，尤其是要花大力气塑造好主要人物形象，或者说第一主人
公。丁荫楠导演的《周恩来》就塑造出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环境
下周恩来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独力支撑危局的艺术形象。《血
战湘江》《古田军号》突破了历史的某种“惯性”，塑造出彼时彼
地毛泽东的艺术形象。相较于过去某些电影中有些机械、刻板
的领袖印象，《古田军号》选择了一批充满热血的青年演员来
演绎革命领袖的青春奋斗史，给观众带来富有冲击力、感染力
的新鲜感。可以说，《古田军号》在领袖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
效、有力地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的机械刻板，使得影片与观众尤
其是年轻观众实现共情、共鸣、共振。

重大主题电影其重要性就在于其本身不仅仅是对某种既
定价值观的传达，而是参与一个价值系统的建构。这其中存在

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在于，其创作如何吸引更多的观众，尤其是
年轻观众群体。重大主题电影创作除了要在人物的深化、人物
形象的塑造上做出努力之外，还要注重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
观众的趣味，摒弃过去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灌输式”的方
式。对于年轻观众群体而言，重大主题不是一种经历、一种记
忆，而只是一种“想象”，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大距离，与他们
直接感知、体验到的现实生活也有很大距离。其实，历史（包括
红色历史）本身与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接受中间存在
一个“裂缝”，重大主题电影要想得到年轻观众的接受和认同，
就必须有效弥补这个“裂缝”，在思想、感情层面实现个人的“小
我”和国家“大我”的有机结合，在叙事和表述层面实现重大主
题叙事与个人化叙事的有机结合，使重大主题电影不仅是对某
种精神内涵的守正，亦是创新，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通变集成。

人民性：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底色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就对当时的中国电影创
作发展产生了指导性意义和关键作用，出现了《狂流》《姊妹
花》《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关切社会和民族命运、呼应时代精神
的影片，它们开始将目光聚焦紧迫的现实题材，深刻揭露社会
矛盾，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意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
思想的大背景下，以《小花》《沙鸥》《苦恼人的笑》等为代表的
第四代导演创作，既延续了中国电影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又
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和西方电影观念进一步
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内涵，现实主义成为
第四代导演洞察人心、透析当下社会的重要武器。20世纪90
年代，在商业化浪潮的洗礼下，现实主义创作也遭遇了不同层
面的冲击。在这时，像《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有话好好说》
等一批关注当代中国人生存境况和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
电影开始出现，呈现出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随后，
以贾樟柯、管虎、王小帅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将镜头对准底层
人物，直面经济发展下的社会问题。新世纪以来，不少兼具社
会需求和市场诉求的现实主义电影强势归来，它们试图穿透
当下社会背后的纷繁复杂，直面揭露和反思社会矛盾，洞察人
情冷暖。像《孔雀》《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搜索》等影片，以
不同的视角和方式呈现出社会阵痛和人性善恶。可以说，现实
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支撑中国电影创作的关键力量。

近年来，现实主义电影作品得到了明显回温，现实主义电
影生产的潜力得到有效开掘,高品质、多样化、可持续的创作
生产能力持续提升。这些作品关注小人物、描摹现实社会、展
现社会问题，显示了现实主义深化创作和现实主义路线所具
有的巨大力量和发展空间。同样，反映现实、聚焦现实、反映普
通人艰难生存状态的电影作品也能够引发观众共情和共鸣，
像《我不是药神》《温暖的抱抱》《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
英》《我的姐姐》等。这些受到欢迎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共性在于，
它们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求和情感需求，抓住了社会、人生以
及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痛点、“兴奋点”，并且给予了一个强故事
化的极致表达。影片创作者善于主动设置议题，以主动设置议
题产生话题，给予观众更多的互动性、话题性。同时，影片尊重
生活自身的逻辑，尊重生活中人物性格、命运的逻辑，做到让生

活自身“说话”，让生活中的人物自己“说话”，而不是把创作者
自己的主观意图强加给人物，将人物作为创作者的“传声筒”。

毫无疑问，网剧的迅猛发展应该说对当下创作提出了一
个很大的挑战，分流了相当一部分观众。为了吸引更多观众，
当下电影创新生产创作要努力在选好题材、讲好故事、拍成精
品上下功夫,突出思想引领、提高艺术品质。我们都在讲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要真正落到实处就应该遵循现实主义的原
则和路线。现实主义具有广阔的道路，具有无限的魅力，也可
以为电影创作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只有坚持现实主义，才
能够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落到实处，落到创作过程的
方方面面。电影不坚持现实主义，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电影现
实主义的有无既决定着电影与人民的关系，决定着电影的人
民性。当然，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底色，也可以有浪漫
主义的情怀和表达。即使像《你好，李焕英》这样的所谓穿越电
影，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某种“另类”表达。事实上，《你好，
李焕英》的核心和灵魂还是触及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活痛
点，包括情感的痛点和人性的痛点，所以引发观众最大程度的
共情、共鸣、共振，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票房第二的纪录。在笔
者看来，中国电影更应该去努力实现现实主义的深化与现代
化转换，努力完成现实主义与电影高科技的无缝对接与融合。
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应该是中国电影的基本底色，是支撑，是
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电影都需要现实主义的底色、现
实主义的支撑，只不过表达的方式、呈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提质增效：电影产业日益完善

自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快速发展，在不断
进步和拓展观众基础、市场基础的同时，积极提质增效强产
业,注重以深化改革增强内生动力，有效激发了电影发展动能
动力,延伸了电影产业链条,提高了电影综合收入，不断夯实
和拓展了中国电影的工业化基础，推动了电影产业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刺杀小说家》中所涉特效均
由中国团队制作完成，但在影片拍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难题。
换言之，中国电影产业的体量、规模和它的工业化程度并不匹
配，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团队、流程以及其中的环节、细节都还
存在着许多短板，有待提升。但不论怎样，以此为基才有可能

不断推进所有环节的标准
化、流程化、体系化，进而
迎来工业化可持续、成规
模的健康发展。5G、互联网
技术迅速发展，使得传统

电影院与互联网的融联互通成为必然，毕竟观众的观影习惯
已经在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下发生很大变化。影片不
仅要满足观众既有的需求，还需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使电影
能够以符合当下观众观影习惯的方式呈现出来，提高观众的
观影体验，给予观众更高层次的满足。笔者始终认为，电影工
业化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也是电影强国
建设的题中之义。中国电影除了需要重视重大主题电影的创
作，坚持现实主义底色外，还需要在电影工业化方面再发力，
夯实“新基建”，寻求新增量。

近期，建立电影宇宙成为中国电影工业讨论的重点和热
点。回顾世界电影发展的历史，电影宇宙是电影规模化发展到
一定阶段，适应电影工业化和电影技术升级换代的一个产物，而
且是必然产物。香港电影有很多所谓的续集电影，基本上都属
于系列电影的范畴，但没有形成所谓电影宇宙的概念、创意和
开发，这与电影的规模化、电影的工业化、电影的市场空间都
有一定的关系。毫无疑问，一旦电影宇宙的概念形成，并且能
够形成品牌进行系列电影的开发，将会给制片商带来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从而将经济效益最大化，将经济效益、
品牌效应进行到底。很多系列电影都提出了打造电影宇宙的
计划，这是中国电影工业化、规模化、技术升级换代发展到一定
程度的必然产物。从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电影技术
不断更新换代、电影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来看，中国电影推进电
影宇宙的构建和拓展，恰恰抓住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电影宇
宙需要的大创意应与资本、技术形成合力、实现无缝对接，推动
产业链条更加完善,行业结构更加均衡, 利益分配更加公平。
如果我们也能够成功开发出自己的电影宇宙，塑造出自己的超
级英雄形象，从文化层面来看亦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将为实现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创新性发展助一臂之力。进一
步说，这有利于实现中国电影、中国文化更加有效的国际传播。

如今中国电影仍处在黄金发展期,需要坚守价值底线,弘
扬传播正能量,努力打造中国电影品牌，构建起政治性、艺术
性相统一，社会反映和市场认可度相统一的电影评价体系和
评估机制、标准。总之，中国电影强国建设征程已经开启,在党
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引领下，中国电影前景光明、未来可期、大
有可为也大有作为。

在实现电影强国发展道路上扎实前进
□饶曙光

5月19日，全国首部乡村振兴题材电影《战旗飘飘》专家研讨会
在京举行。影片由余涛执导，剪辑师杜媛担任剪辑指导,中国音协主
席叶小纲担任音乐指导及主题曲作曲。该片以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战旗村为故事原型，讲述了旌旗村支部书记马先贵带领村里年轻人，
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抢抓机遇，发展
特色产业，带领全体村民走上乡村振兴之路的感人故事。

与会专家认为，《战旗飘飘》紧扣时代主题，展现出新农村的当代
风貌与极具特色的乡土文化，以及乡村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尤
为值得一提的是，该片抒写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深厚情感，具有较强
的历史纵深感。有专家谈到，片中数次飘扬的旗帜象征的是初心和目
标，而拆除的砖厂代表着对意识中短视、自私的摒弃，重建的新家园
则寄寓着希望与未来。有专家将其称之为一部“三交之作”：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的交接之作、乡村内部与乡村外部的交锋之作、乡村基层
新老干部的交替之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影像化展现。

电影《战旗飘飘》已于5月25日全国公映。 （小 宇）

5月21日，由传媒内参主办的电
视剧《啊摇篮》研讨会在京召开。该剧
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理想照耀中国”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作
品创作展播剧目、陕西省重大文化精
品项目、陕西省广播电视局重点跟踪
扶持项目，由陕文投艺达影视出品，贾
轶群担任制片人，林柯执导，王茜编
剧，海清、李泽锋、周也、朱锐、徐绍瑛
等主演。《啊摇篮》讲述了上世纪40年
代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成立
托儿所，众多革命工作者为保护红色
后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革命经历。

与会专家认为，《啊摇篮》的成功
源于社会大众对“真”的呼唤。首先是
故事“真”，该剧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辗
转陕西多地，实地取景取材，前期走访

了众多曾在延安保育院工作生活过的历史见证
人，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为保护烈士后代
在延安成立托儿所，后因战争侵扰托儿所被迫踏
上长达3年的转移之路。其次是人物情感“真”，生动
刻画了在艰苦环境下，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红色后代、
呵护未来希望的保育员群体形象，从而铸就了一段
温暖与爱的“红色童话”。最后在价值观表达上，该剧
力求传递人间大爱及革命者之间的美好情谊，给人
以真实、平和又充满温情的观感。专家谈到，“一切
为了孩子”这一坚定信念贯穿全剧，印证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该剧以别样的女性视角，通过女性共产党
人的感人事迹，展现了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里的
温暖与柔情。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演员精湛的演技
与每一集片尾原型人物的访谈，实现了艺术与真
实的呼应，从而引发观众强烈的代入感与共情体
验。该片深情阐述摇篮精神，赤诚传递红色基因，
具有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重要意义。（许 莹）

5月12日，“光影里的旗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
片展映暨海报展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启幕，活动将通过集中展
映红色优秀影片、展出经典红色主题影片海报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深入了解党的百年奋斗史，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精神力量。

活动现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以电影人身份与观众分
享光影中记录的百年党史。他谈到，中国电影作为学习党史最生动、最
形象、最感人的视听教材，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记
录者、推动者、传播者，此次展映意义重大。在经典影片《青春之歌》中
扮演女主角林道静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分享心得感悟，并携歌唱家
张目、青年歌唱演员金霖共同演唱了《青春之歌》主题曲《五月的鲜花》，

熟悉的旋律唤起了大家悠远的记忆。曾多次在影片中扮演毛泽东的国
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霙以一首诗朗诵《沁园春·雪》，让观众感受到
共产党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壮志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激
励青年一代坚定四个自信，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由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精心选取，反映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新时代人民幸福生活的100幅优秀国
产影片海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展出，包含“敢教日月换新天”

“雄关漫道真如铁”“弄潮儿向涛头立”“长风破浪会有时”四个篇章。同
时，活动现场还放映了“光影里的旗帜”建党百年红色影片片花集锦及
露天电影《血战湘江》。

据悉，“光影里的旗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影片展
映包括露天电影放映、纪念建党百年经典电影主题教育“六进”活动、优
秀共产党员银幕形象走基层活动三大部分，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影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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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里的旗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优秀影片展映暨海报展在青岛启幕

5月17日，电视剧《温暖的味道》在京举办
媒体看片会，并于当晚20:00点登陆湖南卫视
金鹰独播剧场，当晚芒果TV全网独播。该片由
李云亮执导，讲述了靳东饰演的报社副主编孙
光明上任后石沟村“第一书记”后，见招拆招化
解了诸多难题，并带领村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
棘手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孙光明自己也收获了
个人的再次成长。《温暖的味道》以美食作为串
联全剧的重要线索，随着乡村发展的主线剧情
展开，后石沟村从贫到富、村民观念逐渐转变的
历程再次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
为湖南卫视播出的又一部现实主义大剧，《温暖
的味道》在田园剧类型中不断创新，通过对田园
诗意的唯美呈现以及诙谐剧情，让观众在欢笑
中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也传达了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 （湖 讯）

首部乡村振兴题材电影《战旗飘飘》研讨会举行

《《古田军号古田军号》》

《《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烈火中永生烈火中永生》》

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艺

《《周恩来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