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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诚然可以帮助观众坚定文化自信，但是否还能
有更多帮助呢？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出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号召，这与5年前十九大报告提
出的“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相比，在

“文化自信”基础上引人注目地新增了“文化自强”的意涵，形
成“文化自信自强”这一新话语方式。这一新话语方式的提出
显然富有深意：让“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紧密交融，汇合成
为推动文艺发展的新动力或新路径，其目标直指“铸就社会主
义文艺新辉煌”。

这确实是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文艺发展动力或路径的一次
重要的话语调整。文化自信，按照相关论述，意味着文艺工作
者自觉地返身从中华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对自身文化理想、
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持高度信心，并且努力使自
己的作品成为增强广大观众的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而文化
自强则代表依托文化自信但又指向更高层级的要求：文艺工
作者应当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广大观众奋发图强，增强自
身尊严感、强大感和完满感等的强大精神力量。将文化自信与
文化自强相并提，表明这两件事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密切结合
起来予以统筹规划的时候了。正是在当前新时代新征程，文艺
创作不仅要激励观众对自身文化保持高度信心，更要进而激

励观众提升或增强其自我的强健、强盛或强大之感。如果说，
文化自信主要要求文艺作品产生增强观众自信心的精神力
量，让个体从自我怀疑的犹豫状态走向自我信念的确定状态，
那么，文化自强主要是要求文艺作品激励观众在精神上变得
更加强健、强盛或强大，促使个体带着确定的信念投身于让自
身变得更加强大的扎实行动或实践之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提升；前者重在内在意志力的确定，后者重在向
外展开的实践力或行动力及其实际效果的持续增强。因此，文
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交融或扭结，会对文艺创作提供更加强
劲而又厚实的新动力或新路径。

应当看到，在刚刚过去的新时代十年间，文艺工作者自觉
地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坚定观众的文化自信而
创作，奉献出一批批精品力作，确实起到了树立文化自信的作
用。展望当前和未来，文艺工作者将面临新的使命，这就是在

文化自信基础上锐意推进文化自强，努力让文艺作品真正成
为增强观众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强力的精神力量。具体地
看，优秀的文艺作品有可能以多种不同方式去造就文化自信
与文化自强之间的交融格局和相互增强态势。

首先，不少作品能以文化自信心为文化自强力奠定基础。
河南卫视《唐宫夜宴》《芙蓉池》《纸扇书生》《端午奇妙游》《中
秋奇妙游》等系列作品在运用多媒体、融媒体等大众媒介方式
实现文化传统的通俗化表达方面走出新路，舞剧《五星出东
方》《只此青绿》运用非凡想象力而让古代文化遗产“活”在当
代观众心坎里，对中国古典文化及其斯文传统生出惊羡之情，
这些既可以帮助观众树立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心，也
可以促进他们释放出文化自强的新动力——我们是否可以像
古代祖先创造辉煌的文化传统那样，也创造出属于当代中国
富于魅力的新型文化？

其次，有的作品可以由文化自强的提升而返身夯实文化
自信。影片《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等中式战争大片，在全
景式战争巨制中刻画志愿军的“悲歌慷慨”“气韵沉雄”的英雄
群像，突出我军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熔铸出现代中
国人民家国同构、军民同心的强盛形象。这可以让观众在获得
文化自强力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形态有着
更深沉而坚定的自信心。

再次，还有的作品可以让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自强力之间
形成互动共生的局面。从电视剧《觉醒年代》中为寻求救国真
理而东奔西走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艺术典型人物身
上，当代观众可以同时获得走向未来的自信心和自强力。透过
《山海情》中成功的闽宁帮扶脱贫攻坚范例，观众在品味“彪炳
史册的人间奇迹”的同时，可以产生出实现当代乡村振兴强大
的实践驱动力。

应当看到，提出“文化自信自强”的真正着眼点正如二十
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在于“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而“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也就是说让文艺作品成为广大观众投身
其中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精神动力。当然，文艺作品
不过是人类创造的感性符号表意形式，它不可能直接推动历
史车轮前进，但毕竟可以通过感动正在历史洪流中前进的人
们，为他们提供可以产生自信心和激发自强力的不竭动力
源，从而间接地起到介入和影响历史进程的精神作用。在这
个特定的意义上说，文艺作品产生的精神力量是可以通过影
响人的精神状态而间接地转化为影响历史进程的物质力量
的。观赏英模人物传记作品，如舞台剧《谷文昌》《桂梅老师》，
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守岛人》，电视剧《功勋》《大山的女
儿》《高山清渠》等，观众可以从这些感动人心的艺术典型身
上获取坚定的自信心和沉厚的自强力，并且自觉地携带着它
们，更加意志坚定、意气风发地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
程中。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

在文化自信自强中推动文艺发展在文化自信自强中推动文艺发展
□王一川

2022年电影国庆档，相比以往的国庆档、春节档的
热闹表现，在类型片和大制作方面稍显寂寞,整体票房也
不算突出。但就票房表现力来说，电影《万里归途》一骑绝
尘，占据了档期总票房的七成有余，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
双赢。综合来看，《万里归途》以其精心安排的叙事空间、
对困境的思辨把握、立体化的象征维度，指向了中国人情
感结构的当下处境与未来方向。

首先，时空坐标的重新定位拉开了全新的叙事空间。
电影《万里归途》有着属于中国人情感维度的叙事侧重，电
影实际上要解决的是普通人的困境，是身处全球化及逆势
的结构性动荡中，更为普遍的个体安危的困境。而以绝大
多数观众并不熟悉的撤侨事件为载体，将时间和空间打
开，是《万里归途》巧妙的起笔。

故事展开在虚构国家努米比亚的战乱之中，这个以
2011年利比亚为原型的国家，在经济合作和援建上高度
依赖中国，其政府本身又处在自身冲突和多重国际势力
的夹缝之中，中国外交、中国企业承担着高度的风险。其
中，无论是外交官，还是企业负责人和企业员工，非确定
性的空间和环境所带来的灾难是极端的和不可控的，也
考验着每一个人的选择。

这其中，每一重遭遇都措手不及:使馆文官章宁突如
其来的死，初出茅庐的外交部新人成朗因冒失带来的后
果，一开始就急于离开的外交部文官宗大伟一次次身陷
绝境……如何在极端情况发生之时，能对更多的生命负
责和“兜底”，绝非轻而易举之事，需要每一个身处危难
的精神性的个体与绝对负责的制度性的集体，共同呈现
出一种合力。也只有当时空的维度被拉开，精神的荡气回
肠和安全的来之不易才能被看见。《万里归途》将背景置
放于战乱国家，扩大了观众对时代的认知角度，其中，普
通人对庇护的需要，普通人爆发出的精神力量的牵引，普
通人对民族国家的向心力，显现出以往不曾被看到的重
要性。由此，一个跋涉和历险的故事就有了一个稳定性的
内核，证实的是属于中国的情感结构、精神结构和体制结
构的磅礴伟力。

这种扩大坐标系的方法，也使观众从更宽广的空间，
认识到时代的背景和国际局势中的诸多风险，从新的维
度去建构和定义自身所处的位置。而对更普遍的个体来

说，即使原本的坐标充满了艰辛，看到一个扩大了的维度
的存在，也意味着能在更深远的范畴，看到更广袤的宇宙
和更闪亮的坚守。

第二，现实与理想的互文结构。如果说年轻的成朗
最讨厌撒谎，要将“事实”告诉所有人，是一种孩子气的表
现，宗大伟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则更显成熟，是一种更具隐
忍性的担当。正如面向中国发展本身，从抽象的理想主义
到具体的理想实现之间，隔着庞大、具体而复杂的历史和
现实，实践如何展开，不同的价值维度有不同的标准。然而
维护国家主权和公共安全是底线，是“毛”所依附之“皮”，
断然不可意气用事做出判断。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
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
发”。今天看来，也一再说明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分情形的
抽象的爱其实是害人害己的。电影中，成朗和宗大伟的争
执也构成了对“善”和“爱”的思辨——在面对具体困境时，
是坦陈前路无望，还是坚定最后的希望。可贵的是，影片不
是为了否定而否定，同样呈现出宗大伟对成朗的理解。

片中的理想主义是通过小女孩讲述《一千零一夜》来
完成的。古代阿拉伯的民间故事《辛巴达航海记》在努米比
亚的暗夜中构建出一个奇幻的预言世界，代表着具有人类
公共性的精神指引，也代表着文学与想象永恒的审美召
唤。辛巴达能够战胜种种困难，机智化解危险，拉长了人类
文化的纵深，也拓展了理想的共性，期许着文化的未来。

在此，战争国家对于生命朴素的希望与中国人的家国
观念、亲人之间的情感、孩童的天真和热望获得了高度一

致的共振，单纯的理想主义和智慧的理想主义共同积淀为
人们的勇气。

第三，作为隐喻的冲突对矛盾内核的映射。电影中，叛
军首领穆夫塔不断用俄罗斯轮盘游戏考验宗大伟，而这一
轮盘游戏具有高度的隐喻性。事实上，手枪中是没有第六发
子弹的，而穆夫塔的信徒却一直被他虚张的勇气和脸上的
面具所煽动和蛊惑。

与其说打破困局的唯一方法是宗大伟对自己扣动扳
机，不如说精神层面的较量才是根本：虚张的勇气与精于
算计的欺骗会固化为一种思维方式，且始终无法相信破
局的可能，最终也会因此被反噬。

如果从文化思维来看，中国人的“义”源远流长，从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再
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种种生成于
民族内部的、在绝境或非绝境中产生的力量，显然是个人
主义的文化解释不通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世界的本质是生成的，个体也在
其中生成着自我。在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寻求自
我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平衡，才能生成“将心比心”、“小
家”和“大家”之间的辩证思考，也才能不断探寻人性之充
盈与丰富。

从这一点上，《万里归途》也说明，近代以来文化多元
交融，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实力还需进一步自证的当下，也
许未来的我们依然要穿越种种不确定。即便跋涉艰难，但
只要有归途就是好的，就不会迷失在他人规定的罗盘之
中。这亦是一种经由内心的确定性，追寻文化确定性和国
家发展确定性的过程。

当然，从影片叙事本身而言，《万里归途》在情节融贯
性、配角人物在语境中的行动合理性等方面，还有提升的空
间，人物固然有其个性，也还可以有更生动自然的流露，相
信拍出过《无名之辈》的饶晓志导演，在未来的拍摄中，能
够更加平衡得当。

万里归途，启
程了，就会到达。

（作者系北京
林业大学艺术设
计学院讲师）

《《万里归途万里归途》：》：作为隐喻的作为隐喻的““万里万里””和作为信念的和作为信念的““归途归途””
□□李亚祺李亚祺

2008年，文牧野连
考3年如愿进入北京电
影学院跟随导师田
壮壮读研。导师田
壮壮问了他一个
问题，“你拍电影，
到底是喜欢过程
还是喜欢结果？如
果喜欢过程你可
能会开心地度过这
一生并坚持下来，如
果你是喜欢结果，可能
就本末倒置了。这个问
题还要你自己想清楚。”文牧野真切感受到，过程确实比结
果更令他心向往之。回想自己在东北师范大学念本科时，老
师说可以从学校租设备去拍短片，可那时候班上基本没什
么人去拍，文牧野从学校租了一个小DV，自己编、自己导、
自己剪、自己录声音、自己做动效，每次拍完之后，他都会上
网去搜索“DV、短片、微电影”等关键词，报名参加各类比
赛、电影节。在拍出第一部长片《我不是药神》之前，文牧野已
经拍了10部短片，纯粹的热爱带给他克服万难的勇气与推
进拍摄的韧劲与主动性。他丝毫不贪恋导演这一职业带来的
权力与光环，只是单纯想把电影作为终身事业进行下去。

心向往之，行必能至。
文牧野学生时代拍的最后一个短片名叫《安魂曲》，他

通过对悲情伦理困境的呈现，将镜头对准底层人民，将他们
的就医难题深刻揭露出来，该片凭借对悲情伦理困境的有
力呈现，不仅入围洛伽诺电影节，摘得第12届亚洲国际短
片电影节国际短片大奖，更让大家发现了文牧野这位善于
刻画边缘人物、有着浓郁人文关怀的导演。

2014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文牧野耗时两年创作了
《我不是药神》电影剧本，剧本定稿后有160多场戏。《我不是药神》于2017年
开机拍摄，2018年全国上映。如果说这十年间有哪些作品被历史老人真正留
下，《我不是药神》必然是其中之一。至今，豆瓣上有超过190万人给这部电
影打出9分的成绩。文牧野坦言，自己当时并没有预料到《我不是药神》能在
市场和观众中产生如此大的反响，现在再来总结首部长片的成功原因，或许
正是因为在内容层面该片同时代发展、人民所思息息相关，在表达方式方面
实现了类型化与现实题材本身力量与质感的较好平衡，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与喜爱。

《我不是药神》得到了金鸡奖、百花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长春电影节、
中国香港金像奖等一系列荣誉的褒奖与肯定，可全心热爱电影的他，在此后
的创作过程中，始终以“处女作精神”对待每一部电影。2019年，他执导了《我
和我的祖国》之《护航》单元，又于去年执导拍摄了电影《奇迹·笨小孩》，无论
是将镜头对准“备飞飞行员”的前者，还是致敬面对困难永不放弃、相互传递
善意的平凡人的后者，某种意义上都不是为了表现成功这一结果，而在于展
示积极生活的幸福过程，从一定程度上这也与文牧野的个人追求如出一辙。

文牧野从影以来的两部长片无一例外都是现实题材作品。他说：“现实
题材是土壤，现实土壤越肥沃，在现实土壤之上开出的类型电影花朵也就越
艳丽。现实中有温暖也有冷峻，针对不同故事、不同题材，我会选择不同的态
度去呈现，而这一切的出发点都在于遵从现实逻辑，如实地去诠释现实本
身。”文牧野认为，电影创作者需要努力增强自己的生活感知力。闲暇时，他
喜欢扫街拍照片，“多观察，就不会让身边的事轻易划走”。

采访中，文牧野很少谈及一路走来的不易与困难，考研三年靠接广告过
活的经历他没有展开讲，电影从筹拍到上映的种种不易都被他化为淡淡的
一句“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都是大家经历的。压力与热爱的博弈，最后总会
得出两个字——克服”。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唯有热爱,不畏世间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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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电视艺术这十年（2012-2022）》出
版座谈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张宏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中
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范宗钗，中国文
联国内联络部主任谢力，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周由
强等有关领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尹涛，高
长力、廖祥忠、胡智锋、祝燕南、康伟等撰稿专家代表，李
准、仲呈祥、王一川、马继红、张凯丽、李舫等专家艺术家
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董涛主持。

会上，范宗钗介绍了《电视艺术这十年（2012-
2022）》一书的编撰情况。范宗钗表示，中国视协努力把

“做人的工作”和“推进电视艺术精品创作”有机贯通起
来，组织开展了“电视艺术这十年”系列研讨交流活动。邀
请电视艺术行业管理机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业界知名
专家学者，一线创作者和各大制播平台代表座谈交流，撰
写评论文章，最终汇编成《电视艺术这十年》学术著作。全
书共50余万字，分为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文艺、电

视动画、网络视听艺术五个篇章。在编撰过程中着重体现
思想政治性、学术权威性和实践指导性。希望通过本书出
版，进一步激发行业创新活力，为推动电视艺术精品创
作、繁荣新时代文艺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尹涛表示，这本
书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也是一部权威的十年史，真实
记录和分析总结了电视艺术发展的黄金十年。

与会专家艺术家代表对新书出版表示热烈祝贺，并
从出版意义、创作阵容、学术含量、文献价值、理论前瞻性
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研讨，作出中肯评价。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本书是新时代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向党和人民
交上的一份成色十足的成绩单，真实记录了电视艺术行
业铸就时代高峰的奋斗足迹，生动展现了电视艺术界繁
荣发展的大好局面。本书创作阵容强大，汇集了业内领
导与行业精英，将他们对过往十年的感悟、思索、经验等
思想结晶进行富有学理性的呈现，既有现实观照下的理
论洞见，也有专业视角下的话语创新。本书研究视角具

备多维度、立体性，编纂方式灵活多样，研究领域全覆盖，
且图文并茂，生动可观。在充分肯定十年成绩的同时，本
书也对当下电视艺术各门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
析，并针对未来电视艺术发展的新趋势、新挑战提出设
想。本书将对电视理论评论创新实践发挥重要借鉴参考
作用。

胡占凡在讲话中表示，该书让非凡十年成就可视可
感，是对党的二十大很好的一次献礼。全书主题鲜明、政
治站位高；内容厚重，具有较强的理论学术价值；亮点凸
显，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相信该书的出版发行，将
是一份对中国电视艺术史和未来发展都有意义、有价值、
有分量的重要成果。张宏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此次编辑出
版《电视艺术这十年（2012-2022）》，是中国视协切实发
挥组织优势、专业优势，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的一项
重要举措，体现了视协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
明德的高度自觉。 （许 莹）

《电视艺术这十年（2012-2022）》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新时代艺术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