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责任编辑：高小立 徐 健 电话：（010）65389198 电子信箱：wyb.yszk@263.net 2010年10月20日 星期三影 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电话：（010）65002492、65935482 传真：（010）6500249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1.0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亲历时代发展 见证电影进步
□冯小刚

从1994年至今，我已拍摄了14部影片，带着
电视剧创作的心得体会进入电影界，参与并见证
了中国电影从夕阳产业到朝阳产业的嬗变。改革
开放，顺应时代要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
都及时有效地挽救了中国电影。

注重思想性与观赏性的结合
思想性与观赏性的结合使电影赢得了观众

最广泛的认同，在市场上赢得口碑、树立诚信是
电影创作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大计。只重思想性
或单纯追求娱乐性，都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到最
广泛的观众。

我创作的第一阶段：贺岁片的创作在注重观
赏性的同时，用轻松的喜剧形式传达主流价值
观，颂扬真善美，讽刺假丑恶，使贺岁片深入民
心。让久违了影院的观众重新找回了看电影的快
乐。

我创作的第二阶段：为防止自身创作和来自
观众方面的审美疲劳，突破创作“瓶颈”进行
新类型的尝试。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民族记忆中
寻找平凡的但又是激动人心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和人物。我们尊重公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但
把着眼点放到了沧海一粟的小人物身上，观众
对这些剧中的平凡人物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
影片中共同经历他们的困境，和谷子地、李元
妮同呼吸共命运，为他们的遭遇揪心，也为他
们的坚守感动，更在离开影院后，对自己的父
母和家庭多了一分惦念、一分亲情。这一阶段拍
摄的影片没有卖座的大明星，不是所谓的商业题
材，靠的是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

创作理念，但票房却一次又一次刷新纪录。这
一时期适逢中国电影产业飞速发展，在政府的
大力扶持下，电影产业在中国成为举世瞩目、
发展最快的经济领域之一。我们抓住了机会连
创票房新高，在观众中进一歩赢得良好口碑，
确立了创作信誉，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

以诚意面对观众
创作者的诚意最为重要。创作不是任务，要

有感而发。创作动机要相对单纯，不能为获奖而
拍。现阶段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影片首要服
务的对象仍是本土观众和华语区的观众。中国经
济发展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实事求是
地说，文化的影响力还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
大。电影的输出还处于尝试阶段，进军欧美主流
市场目前还不现实。如果能在 5年的时间里在日
本、韩国打开局面形成影响力，中国电影产业的
格局就已经不小了。真正做大本土市场才能保证
中国电影的不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从观众消
费看电影的角度，“观众没有义务保护中国电
影”。让观众掏钱看国产电影只能靠中国电影人
自己去努力，用好看的电影去赢得观众。这就需
要我们对观众的观影需求有一个清醒和准确的
判断。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在选择题材的时
候，第一要问的就是观众会不会喜欢？为什么会
喜欢？我们的故事不仅要讲给电影人听，还要讲
给发行的人听，讲给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人听。
他们听你讲故事的时候注意力是不是集中？是不
是抱有浓厚的兴趣？是不是可以被感动？从众多
的反应中，我们才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尊重多

数观众的感受就是赢得观众的法宝。自视清高，
自以为比观众对生活的认识深刻，就会导致对观
众的误读。

进一步创造和谐的电影环境
反映现实的作品最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这

也是中国电影能够和好莱坞大片争夺观众的有
力武器。我们一直说题材是没有禁区的，但在
实际操作中，一个细节、一句台词都要推敲。
如 《天下无贼》 里浪子回头的贼能不能作为影
片的主角？《集结号》里谷子地应不应该在团长
的墓碑前发泄委屈？这些导致影片能否成立、
能否打动观众的关键环节，创作者都承受着社
会效果的巨大压力。在影片主题传达主流价值
观的前提下，能不能表现一些人性的弱点、道
德缺陷、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负面问题，以此来
对比坚持正义、坚守道德底线的可贵和付出的
代价？美是对比丑而存在的，没有弱点的人物
是离生活和观众最远的，不会真实、丰满、可
言，是直接导致影片空洞、单薄、缺乏感染力
的主要原因。解放创作人员的手脚，反映火热
的现实生活，首先要减轻、降低来自各方面给
创作者造成的压力。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导演对
自己的影片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更应该相信观
众是有鉴赏力的。不负责任的胡来首先就会被
市场淘汰，进而也会被制片公司所抛弃。随着时
代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已经感受到了
电影大环境的逐步宽松，为了实现中国电影的大
繁荣，我们热切希望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创作者
提供更好的创作条件、氛围和机遇。

●新作点评●特别关注

2011-2015 年（即“十二五”）是中国文化产
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黄
金五年”。中国电影产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近来，国务院先后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
划》和《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
见》，将电影产业作为文化产业振兴的重要部分
上升到了国家级战略产业的高度予以大力支持，
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对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提
出了总体目标，要求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
的转变。日前，在江苏江阴举行的第19届金鸡百
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以

“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影发展战略为主题，围绕电
影产业的宏观发展趋势、市场规模、影院与院线
建设、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软实力建设、数字电
影及创意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探索电影产业跨越式、可持续发
展的多种路径

中国电影推行产业化以来，制片主体、影
片生产、院线建设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迅猛发
展。面向“十二五”的黄金机遇期，与会者普
遍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加
快、消费结构的转换将成为未来电影产业发展
最大的机遇。

站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中国传媒大学教
授齐元峰主张未来实施成长战略，即转变电影发展
方式、重点实施渠道策略，解决产业发展瓶颈——
加快院线建设、拉长产业链、实施本土化和国际化
的双向发展。北京大学教授陆绍阳也认为，建立一
条完善产业链的科学机制、版权销售的长效机制、
信息发布的权威机制、产业研究的智库机制等至关
重要。要突破国有电影企业僵化的经营模式、突破
国产电影“能见度”低的迷障、突破传统档期的局限
等诸多制约电影产业发展的因素。

从制片企业的角度，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
员刘藩认为，未来5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将并
肩前进，10个左右的领军型品牌电影制作企业
将逐步成型。浙江大学教授范志忠通过个案分
析，从公司组建模式、项目投资、品牌化运
营、上市融资、产业链布局等多种维度，分析
处于“成长阶段”和“国际化阶段”历程中的
中国民营影视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指出
其深化发展的策略与必要性。此外，国内市场
票房分析家刘嘉从产业信息与产业高速发展严
重不对称、制片方大多数不盈利与中国影院大
多数盈利的不对称等制约产业发展因素的分析
中，关注了电影市场与观众的发展趋势，认为省

市电影公司未来 5 年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决定了
他们在市场中的作用和位置。

中国电影应该具备国际化视野，
树立全球化思维

自 2004 年正式实施“走出去”工程，中国电
影的海外票房、发行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国际影
响力进一步加强，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大多数
对电影的关注点仅限于一部或几部影片的得奖、
发行或票房，停留在追求国际声誉、市场利润的
外在层面，缺乏宏观的战略布局和国际化的视
野、胸怀。这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认为，中国电
影应当自觉地树立全球化的思维去应对全球化
的挑战，应当主动地选择走出去的战略，这是进
一步促进中国电影创作和生产全面现代化、实现
从电影大国尽快转变为电影强国战略的关键步
骤和环节。为此，我们需要做到：首先，把握优势、
扬长避短是实现中国电影全球化战略的根本立
足点；第二，实现人类价值的中国表达是中国电
影全球化战略的核心工作；第三，实现中国电影
的全面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电影全球化战略
的必经之路；第四，打造重点文化品牌是中国电
影全球化战略的有效手段。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亦中结合近年来中国
大片“走出去”的成败经验，指出外销影片一定要
注意适销性，提高海外能见度；电影主创人员要
积极应对海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问题，掌握、
揣摩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与欣赏习惯。全球化时
代，我们的观念不能滞留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
界的”这种单一认识，要树立“中国元素，国际表
达”的理念，后者正是对前者必要的补充和延伸。

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文
化软实力的提升和人文精神的弘扬

“十一五”期间，中国电影的产量逐年增加，
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真正能够达到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统一的作品并不多见。在对票房利
润和大众趣味的追逐中，部分电影失却了对文化
的坚守，遮蔽了人性的关怀，娱乐为尚、恶搞成
风，就连那些高额投资的大片，也在价值观的倡
导、内容导向、情节设置上出现了偏差，一味迎合
市场的需求。文化的缺失是未来电影产业发展的
障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希望电影人能对这种忽
视电影人文内涵的创作倾向保持警惕。电影的主
要价值是精神价值，中国电影最缺的不是票房、
市场，而是人文精神、思想深度，缺乏真正能面对

现实而发出深刻思想见解、独特艺术形式的作
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强调在建设电影硬
实力的同时，不能忽视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简单确立产业目标也许容易实现，但根本是源于
国家文化意识的建设，这样才能既突进产业规模
又从根本上提升精神文化高度，实现物质和精神
的双重目标。从某种意义上看，后者是更为迫切
的任务。

面对好莱坞电影和西方文化体系的冲击，中
国电影的文化存在和表现方式也成为与会者关
注的话题之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军认为，要
想与好莱坞抗衡，就应该鼓励代表中国文化影响
力的多元化影片的出现。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路海
波则强调应该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对主流文化
的坚守有强烈的信心。中西文化有共通之处，中
国主流价值体系与世界文化并不矛盾。

用数字化电影技术和人才培养
加速电影创新步伐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升级，新技术在电影创
作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应用范围也日益广泛，以
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电影技术在银幕上为广大
观众带来了形式多样的视听感受。哈尔滨工业大
学教授郝冰认为，数字化电影技术已不再是一种
单纯的制作技术，它已转化为一种思想、观念及
新的创作方式。他希望中国电影从故事题材、主
题立意、导演、制作人的决策上宽容地留给数字
化制片方式一点空间，多尝试一些数字特性的电
影制作模式，呼吁建立数字化制片体系。

电影人才的培养问题也是与会者关注的热
点话题。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是在电影人自己的
努力下实现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要实
现电影强国的战略必须以人为本，依靠大量电影
创意人才的艺术智慧和创造。北京电影学院院长
张会军认为，高等教育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负有非
常大的责任。针对目前电影人才培养缺少专业人
才，低端人才缺乏、高端人才难以上手的状况，他
建议电影教育应找准定位，注重培养质量；加强
研究生阶段制作人才的培养和行业培训；要努力
培养适应未来电影市场需求、具备创意思维、能
把握电影宏观经济的人才。饶曙光指出，电影人
才培养应着眼于更加长远的战略布局，既要创造
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又要建立开放公平的选拔
机制。目前中华文化在世界影坛上的代言人物仍
然是上一世纪的偶像，属于未来的中国电影人品
牌还未出现。

展望“十二五”电影发展愿景
提升中国电影产业整体实力

——第19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综述 □徐 健

本报讯（记者 王觅） 根据香港作家李碧
华同名小说改编、由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执
导的 32 集电视剧《生死桥》将于 10 月 22 日起
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这不
仅是李碧华众多经典作品中的首部电视剧作
品，也是田沁鑫首次执导拍摄电视剧。

《生死桥》的背景截取在民国十四年到二
十四年，围绕三个孩子在“生不如死”、“死不如
生”、“先死后生”的三支命签谶语般的笼罩下
生死相缠的青春，着笔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极富
历史质感的城市文化标本，讲述了一段跌宕起
伏的梨园传奇故事。同时，该剧再现了民国时
期已趋于完善的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娱乐形
式，全方位展现出当时中国的娱乐风貌。据悉，
该剧剧本由田沁鑫闭门两年多时间、十易其稿
改编创作完成。她一方面保留了原著小说中的
精华，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文学作品的“内核”；
另一方面又结合自身艺术理解，融合现实性和
偶像剧元素，运用其擅长的话剧手法进行表
现，力求作品得到艺术升华。

《生死桥》由四川广播电视台、电广传媒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华夏视听环球传媒、北京福
缘视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据总制片
人铁佛介绍，该剧演员阵容庞大，其中黄宗江、
朱旭、侯少奎等老艺术家和杜源、潘虹、倪大宏
等中年演员甘当绿叶，并积极帮助孔琳、贾乃
亮、王泊文、王子文、万茜、孙坚等青年演员挑
大梁。

本报讯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杭
州市委宣传部、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等单位联合摄制，毛岸英遗孀刘思齐独家授权并亲自担任顾问，
作家导演刘毅然执导，韩中、于晓光等主演的电视剧《毛岸英》将于今晚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该剧全
面展现了毛岸英从出生到英勇牺牲的生命历程，描述了他短暂人生中学习、工作、爱情、战斗的生活，细
腻地展示了毛泽东和毛岸英之间的父子深情及毛岸英与母亲杨开慧、与妻子刘思齐、与兄弟毛岸青等亲
人间的美好亲情，赞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情美和人伦美，同时还塑造了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感人形象。该剧史料翔实准确，故事催人泪下，剧情忠于历史原貌，许多情节鲜为人知。该
剧是为纪念毛岸英牺牲60周年、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而创作拍摄的。看过该剧的有关专家学者指出：在
目前整个电视剧环境中，该剧的播出非常重要。现在需要讲正义，讲精神，荧屏要多一些毛岸英这样的人
物。以表现领袖如何教育儿子的影视作品教育观众很有现实意义。 （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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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解放海南岛》以新颖独
到的纪实风格和现实主义手法，用
雄浑壮美、凝重深刻、乐观浪漫的美
学品格，热情讴歌了我军横渡琼州
海峡解放海南岛的英雄诗史，彰显
了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这一不朽英雄丰碑，提
醒世人：中国革命的红色历史永远
不能忘记，革命英雄的核心价值观
当永远铭记和敬仰。

纪实风格的鲜明突出
该剧以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的

政治态度，将对革命历史的尊重、对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崇敬、对革命英
雄的景仰，浓缩为忠实历史的创作
态度和坚强决心，给作品赋予了纪
实的“灵魂”和不倒的精神，做到真
实可信、振聋发聩。全剧以毛泽东
军事思想为鲜明主线贯穿始终。毛
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纵览
世界风云，洞悉战略时机，准确把握
和判断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指导原
则、时机条件、战术要领等，牢牢扣
住了剧情脉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剧在准确
把握我第四野战军15兵团40军、43
军和琼崖纵队参战的“宏大叙事”，
生动描述部队海上大练兵、渡海作
战，由“东北虎”变为“海上龙”过程
的同时，对普通官兵也有真实准确
的描述，对跃然荧屏的733名历史人
物、战斗英雄，都有细腻刻画，也有
台词对白，真实性和可信度很强。
如白沙门岛之战,我加强团八连、九
连与强敌血战三昼夜，九连指导员何长文等
壮烈牺牲，就连普通战士李金柱、马继贞等也
有简明勾勒，为他们留写了英名。这是对革
命英雄最大的尊重与敬仰，是对革命历史最
大的负责。

克敌制胜英雄人物的精彩呈现
《解放海南岛》没有迎合世俗情趣的追

求，更没有简单描摹战争的英雄话语，而是站
在历史的潮头浪尖，深层体悟战争硝烟，以革
命的情怀和意志缅怀英雄业绩，真实解读人
民军队的性格、情感、智慧和追求，既突出官
兵朦胧迷茫的海洋意识，又避免标签化的表
面现象；既表现他们为人民利益敢于牺牲的
共同品格，又描写出他们迥异的性格特征；既
刻画他们铮铮铁骨优秀品格，又表现他们思

想局限的个性缺点。
一大批栩栩如生的革命英雄呼

之欲出，40军“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
后退半步生”、43 军“血战到底，有进
无退”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大无畏
英雄气慨，惊天地泣鬼神，具有感人
肺腑、催人泪下的伟大力量。在风门
岭对 105 高地的激烈争夺中，我 127
师官兵打退了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国民党部队的13次冲锋，敌机狂轰滥
炸将山头削平了、把阵地烧焦了，但
我英雄官兵的意志比钢铁还硬，钢铁
连、钢铁兵彪炳史册、感天动地。与
此同时，该剧还特别注重塑造官兵机
智灵活、大谋大勇的英雄品格。15兵
团司令员邓华的运筹帷幄、绵里藏
针、举重若轻的儒将形象，40 军军长
韩先楚深谋远虑、临危不惧、志坚如
铁的战将风范，以及师参谋长苟在
松、政治部主任刘振华指挥若定、冲
锋在前、敢于担当的先锋典范，极具
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时代眼光和现代精神
的全新解读

该剧用时代眼光解读历史战争，
用现代精神浇铸人物性格，有柳暗花
明、耳目一新之感。首先，我军指挥
员不是机械执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
天职”，而是创造性地理解上级指示、
把握战场机遇、争取最大主动。其
次，部队始终不渝坚守思想政治工作
的生命线地位，领导干部带头上船训
练、带头冲锋陷阵，因人因事搞好思
想疏导。

剧情人物的语言风格、情景表演等也力
求突破旧观念、旧模式的束缚。一些生活化
的语言机智幽默、轻松浪漫、甚至很俏皮，让
高度紧张的战争戏轻松起来。就连我渡海先
锋营4号船被敌舰打沉、11名官兵决不当俘虏
准备沉海英勇牺牲时，仍然从容坦然，丝毫没
有紧张、恐惧、焦躁。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
情怀。于无声听胜惊雷，带给观众心灵的震
撼远远超过了想象。另外，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剧中也得到充分展现，解放军不收老百姓
犒劳部队的耕牛，是为了保存赖以生存的劳
动力；动员船工参加海上训练给一些生活补
助，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的尊重与理解；制止乱
砍滥伐，体现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这些都实
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巧妙对接，引导和鼓舞人
们以时代的精神弘扬传统、开创未来。

《毛岸英》：让英雄史诗永远激励后人

《生死桥》展现民国梨园传奇

●影视创作系列谈

本报讯 10月 16日，第 30届大众电影百
花奖在江苏江阴揭晓。《建国大业》获最佳影片
奖，《惊天动地》《花木兰》获优秀故事片奖，于
洋、田华获终身成就奖，冯小刚凭借《非诚勿
扰》蝉联最佳导演奖，陈坤、赵薇分别荣获最佳
男、女主角奖，苏有朋荣获最佳男配角奖，王
嘉、许晴共同荣获最佳女配角奖，徐箭获最佳
新人奖。

由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共江阴
市委、江阴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 19 届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暨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于10
月 12 日至 16 日在江阴举行。在为期 5 天的时
间里，电影节举行了电影节开幕式、国产影片
推介展映、金鸡国际影展、港澳台影展、中国电
影论坛、百花奖颁奖典礼暨电影节闭幕式等6
项主体活动。 （徐 健）

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