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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就说

南京大学胡星亮教授主编的《影像中国与
中国影像——百年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是一
部学养深厚的电影史著作。全书篇幅大（共49
万字），容量大（从1905年写到2005年），包括中
国大陆、台湾、香港的电影发展历程和电影艺术
创造。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论述了
1905—1979年的大陆电影，主要包括第一代导
演电影艺术的艰难拓荒，第二代导演电影艺术
的走向成熟和第三代导演电影艺术曲折中的发
展；中编论述了1979-2005年的大陆电影，包括
第四代导演、第五代导演和新生代导演不同的
电影艺术追求及其审美创造；下编是 1905—
2005年的台港电影，分别论述这两个地域的电
影历程、艺术追求和审美特点。

一部电影史的历史分期与作品阐述，取决
于作者的电影观念，而电影观念又决定了作者
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标准来书写电影史。该书就
贯穿了胡星亮的电影观念和价值立场，具有鲜
明的学术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具有明确的学术追求。该书从中国电
影的现代性创造出发，勾勒百年中国电影的发
展历程，阐释中国电影的艺术创造，具有明确的
学术追求：“坚持电影研究的艺术立场，强调电
影表现社会人生的审美独特性，注重分析影像
本体的艺术电影；坚持电影研究的人文立场，强调电影是反映社会人
生、尤其是表现人的艺术，注重阐释人学内涵的现代电影；坚持电影
研究的主体立场，强调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建构中的独创性和重要
性，注重论述世界视野的民族电影。”该书正是以“影像本体”、“艺术
电影”、“人学内涵”、“现代电影”、“世界视野”、“民族电影”等为核心
概念，对百年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进行了新的整合。正是在这种电影
观念的观照下，该书从精选的61位导演的62部电影中勾勒出百年中
国电影艺术发展的脉络，并且在每一章的篇首和结尾，深入论析了每
一代电影导演（或不同地域电影导演）对于“影像本体的艺术电影”、

“人学内涵的现代电影”、“世界视野的民族电影”的美学追求与艺术
创造，显示出著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研究格局。

其次，是鲜明的现代价值立场。百年中国电影经历了艰难曲折的
发展历程，其艺术追求屡屡遭遇社会、政治和商业、娱乐的强大阻力。
该书对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的论述，坚持“艺术电影”、“现代电影”、

“民族电影”的学术立场，强调中国现代民族电影的艺术创造，具有鲜
明的现代价值立场。正是立足于现代电影的人学价值，该书在论述第
四代导演时，指出第四代导演对于“人”的关注，他们是“用镜头来写
人、写人的灵魂的”；也正是立足于现代电影的人学价值，该书论述香
港电影，在指出香港独特的环境发展出成熟的商业电影类型的同时，
重点分析了王家卫、许鞍华、陈果等的人文电影。同样地，在论述第五
代导演的电影创作时，概括他们的电影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时
代背景下，“既是视觉革命意义上的艺术电影，又是包含丰富的现代
精神和文化内涵的人文电影”，给予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创作在人学内
涵和影像本体美学方面的探索以高度的评价。当然，注重人学内涵、
影像本体的中国现代电影同时又是富于民族特色的，所以该书对于
百年中国现代电影的民族化创造——或曰中国现代民族电影的创
造——也予以了充分阐释。例如，著者论述第二代导演的电影艺术创
造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大批具有独特风格、“典型中国
式的”民族电影的产生，如吴永刚的《神女》、袁牧之的《马路天使》、蔡
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费穆的《小城之春》等作品；在论述台湾电
影时，从1960年代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1982年兴起的台湾新电
影运动等历史流变中，也着重分析了台湾电影“对民族化艺术审美的
建构”。正是立足于导演创造的现代性价值，才使得全书具有坚定的
学术立场和审美评判，深入地言说了中国电影家是如何在世界视野
中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电影的。

再次，是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该书既注重文献史料，注重学术
研究的历史感，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又注重运用理
论去观照和阐释史料；既不是史料的堆砌，又不是脱离史料的无根之
谈。全书以大量的文本阅读和个案研究为基础，既有细致的影片解
读，又有深入的理论分析，阐释透彻且有说服力。如此，全书宏观把握
与微观剖析相结合，史与论相结合，理论阐释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在
具体导演及其影片的论述中揭示出了百年中国电影的精神内涵和艺
术创造。这些，都体现了著者严格的史家眼光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总之，该书超越社会政治和商业娱乐的价值立场，力求秉持学术
独立性，坚持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
书写风范。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电影研究跃上了一个新的学术高
度，是百年中国电影研究的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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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那是夏日里的一个午后，中共北京市
委宣传部、北京市广电出版局、北京市南水
北调工程的领导，对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
黄宏谈起了即将峻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彼时，一条蜿蜒千余公里的护水河渠已
赫然横亘于中原与华北两大平原之上；彼
时，黄河北段的充水试验已经表明，南来之
水完全能够洒脱自如地“自流北上”，因而
调水进京几无悬念。惟一的悬念是，若是开
拍一部故事片，用来记录这人类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调水工程、表达北京人民对水源
地人民的感恩之情，短短4个多月里，如何
完成？

接手任务那一天，黄宏厂长深感天降
使命在身。事实上八一电影制片厂从来都
是国家行动的书记员，新中国成立后乃至
改革开放后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包括那
些并不太遥远的局部战争，都已被八一电
影人悉数收入镜头，更有一系列深刻鲜活
的银幕形象早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60多年来，八一厂作为国家文化的生力军
从未缺席对重大话题的发声，如今更要为

南水北调这一“中国梦”的实现而鼓与呼。
各类相关文字与资料潮水般地涌来，

黄宏厂长调动艺术洞察力在庞杂的原始资
料中发现故事、找准定位，认定这部电影绝
对不能拍成苦情片，也不能拍成农村片和
科研攻关片，它应是一部抒发大情怀、大智
慧的“中国梦”电影，需要对题材做现实主
义的正面强攻、对人物情感实施深耕细作，
总之就是要让观众能在宏大叙事之中听闻
浅吟低唱。后来的《天河》完成片基本实现
了这个愿景。在当下情感缺失、情怀低迷的
中国电影市场中犹如鹤立鸡群一般，让观
众看到了八一电影人如何以一己的赤诚，
奋力应对着弥漫其间的虚无与虚伪、软弱
与混沌、麻木与犬儒。

伟大的事业必会蕴含着伟大的故事，
需要的只是一双发现的眼睛。很快，剧本采
访组和摄制组同时前往水源地。鲜活生动
的人物与新奇细腻的细节扑面而来，一路
充实着这部由黄宏和柳建伟联合编剧的剧
本大纲。那些天里我们言必称南水北调，采
访车也被弄成了南水北调主题报告会，电

影中那些充满乡愁的画面——一棵树、一
罐土、一条狗、一桶水等细节，最初的灵感
便源于那一路的车轮滚滚之中。

柳建伟是南阳人，采访中遇到情深处
或是亢奋时，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口出南
阳腔。电影中那个在丈量土地时为维护移
民利益而一再拉断皮尺的村干部形象，让
人既忍俊不禁又唏嘘不已，其创作积淀正
是源于他对社会底层生活的洞悉，对父老
乡亲生存境况的熟知。

记得那天我们一路颠簸着来到“穿黄
工程”现场，眼前所见却已是一片寂静，巨
型输水隧洞已安卧于滚滚黄河之下，旁边
的废弃材料表明这里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
世纪工程。惟有立在河岸边的《中线穿黄隧
洞剖面图》，吸引我们寻找藏匿其中的故事
线索。一位副总工程师说起了穿黄隧洞为
什么会是国内穿越大江大河直径最大的输
水隧洞，说起了穿黄隧洞为什么会被誉为

“开创了中国水利工程水底隧洞结构”的先
河，就是在这时，那个名叫“盾构隧洞预应
力复合衬砌”的专业名词，被柳建伟的艺术
触觉捕捉到了。于是，电影中盾构机出险的
情节、冲破跨国公司技术封锁与讹诈的情
节、第二男主角命运走向的设置，就都有了
最真实的素材支撑。自此，那个原本很容易
沦为“打酱油”角色的水下巨无霸——穿黄
隧洞，后来成为了极具镜头震撼力又很利
于刻画人物的核心场景。

由于剧本初稿是在时间紧迫的状态下
超负荷完工的，属于强行起飞，免不了会有
暇疵，因而最初的审稿意见让有关各方心
灰意冷，大有鸣金收兵的意味。但是黄宏厂
长坚信这部电影价值非凡，认定这是一个
可遇而不可求的题材富矿。给北京市立下
的军令状是，10天之后交出一个让他们满
意的修改稿。

对剧本初稿的修改工作在远离尘嚣之
外艰难推进。黄宏调动生活积累，用一系列
极具质感的情节链，绵密再现了当下中国
普通民众的形象，即便就是人物身上的些
许小狡黠、小聪明，都被当做了表达主旨、
塑造人物的特殊材料。在电影开篇的重场
戏中，那些在拆迁地闹事的村民们从起初
的自以为是与理直气壮、到后来的蓦然惊

醒，那些南水北调建设者们所维护的国家
利益和所经历的艰苦困顿，全都遵从了生
活现实，既不回避也不滥用，既不溢美也不
隐恶，更有令人信服的科学数据加以支撑，
将一座超级大都市的缺水危机赋予了开宗
明义和振聋发聩的表达。

剧本修改的侧重面是叙述上的生动
性。《天河》与所有的主旋律电影一样，酒香
也怕巷子深。需要修出一条小溪，最好错落
有致，能够一路叮咚地响个不停，吸引人们
闻声而来，再驻足欣赏，从而领略到酒窖的
恢弘与酒液的甘醇。这种开放式的创作态
度正是《天河》最终被各方接受的重要原
因。电影中，老书记鼓足全部勇气向身为副
市长的儿媳妇求情，结果却什么都没说出
来，就心甘情愿地离开了，因为儿媳妇用一
连串的赞美词巧妙化解了一场情感冲突。
此处的创作技巧既展示了编剧的智慧，更
表达了剧中人物的智慧。当观众们不时发
出会心会意的轻笑和恍然大悟的爆笑时，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八一电影人
重塑了主旋律电影的固有形象。一句来自
网络的评语颇有些点石成金的意味：“电影

《天河》是把地气接在了老百姓的水龙头
上”。

42 万移民身上或许蕴藏着 42 万种乡
愁、42 万次割舍之痛，但黄宏更愿意对 42
万移民给予文化上的凝视和人格上的仰
视，而不是带着怜悯感的俯视，于是便有了
移民群众宁愿迁祖坟也不愿让烈士陵园搬
迁的重场戏。这个情节更是在向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致敬，是要高调重提那些如今
不大被人在电影中提到的东西，诸如家国，
诸如传承，诸如克己，诸如感恩。

《天河》剧本修改稿在日夜兼程之中提
前完稿，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正式拍摄
了。宁海强导演与沈东导演各率ＡＢ两个
摄制组分头拍摄，将宏大场面的剪裁铺排
与精雕细刻的镜头演绎表达得深沉而迷
人……

4个月后，电影《天河》胜利杀青，千里
干渠的团城湖渠尾也已完美现身。至此，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在化为一首荡气回肠
的交响诗，而电影《天河》，则完美演绎了这
首交响诗中的最后一段华彩乐章。

《天河》之“水”这样来
——电影《天河》剧本创作侧记 □刘宏伟

■创作谈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批准，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三地“十大华语电影”新
闻发布会暨第一届华语电影理论征文揭晓表彰典礼1月27日在北
京举行。此次活动旨在推动海峡两岸电影文化发展，促进三地电
影文化的深度交流，力求在人才交流、内容交流、模式交流、学术对
话、产业资源整合及接轨等方面达成实效、形成机制，从而构建起
一个展示优秀作品、评出公认奖项、对接资源资本的可持续发展的
宽阔平台。

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会长张思涛表示，举办“十大华语电影”
评选就是希望用更加宏观的眼光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电影，中国电
影应该是包括大陆（内地）电影、香港电影、台湾电影的完整的中国
电影；希望从三地的比较分析中总结中国电影的经验，来寻找各自
的优势和问题，探讨中国电影的共同发展之路，将华语电影的评奖
做成业界的品牌。此次评选活动将由海峡两岸三地最权威电影
家、有关专家学者、著名电影演员、电影评论家、权威人士、各参与
机构负责人等联合组成评审团，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评选原则，
按照组委会、评委会最终确定的评选规则，从海峡两岸三地征集的
电影作品中选出十部年度最佳华语电影以及对“十大华语”电影评
选活动作出特殊贡献的人员和机构进行表彰，预计5月中旬公布
最终获奖名单。本届“十大华语电影”评选由吴思远担任评委会主
席。吴思远表示，此次评选既不以票房作为依据，也不单单从娱乐
性找依据，更加注重故事内容、艺术水平与市场表现三个方面的结
合。据悉，在评选过程期间至年底，主办方还将在“三地”举办电影
展映、投资论坛、十大华语电影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在随后举行的第一届华语电影理论征文揭晓表彰典礼上，饶
曙光的《华语电影多样化与“华莱坞”》获得一等奖，列孚的《香港电
影“身份”探究》和张慧瑜的《“港片”北上的叙事策略与文化想象》
获得二等奖。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优秀论文的评选，使理论评论
与华语电影的发展相互推动，拓展优秀论文的传播路径；探索电
影与媒介有机融合的可能，进一步助推华语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和
品牌效力。 （徐 健）

电影是综合艺术，音乐是其综合的重要组成部
分。所谓电影音乐，一是指影片故事的背景（环境）音
乐，它能帮助烘托故事的气氛，展示人物形象心理性格
等；二是主题歌、插曲与尾歌等，其艺术功用与前者相
等。好的电影音乐不仅当时动听感染观众，而且像翅膀
一样可以帮助电影跨越时空流传开来。美且有味的背
景音乐，或主题歌、插曲、尾歌能引起对电影的再回味，
由此而言，优美的电影音乐是优秀电影不可缺少的。

在我国的电影创作中，电影音乐一直是有思想、
艺术见地的电影导演所重视与追求的。在其发展中，
也曾出现过不少好的电影音乐，在影片问世后便为观
众所喜爱并广为传唱。

上世纪50年代，电影《上甘岭》问世，这部以抗美
援朝战争为背景，热情讴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杀敌
的影片，其主题歌《我的祖国》由歌唱家郭兰英演唱，
它的曲调优美，充分展示出了中华儿女爱国主义与国
际主义的高尚情怀。若干年后的今天忆起弥久而更
新，仍感到甜美难忘。之后，另一部同类题材的电影

《英雄儿女》，其中的《英雄赞歌》由女声领唱，男女声
复合混唱，气势磅礴，高昂抒情，对观众的感染力异常
强烈。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
红》，深沉婉转，生动地表达了真挚的情感和爱恋，不
仅深受观众喜爱，而且也为其他多种音乐样式改编演
奏。电影《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是上世纪
80年代在社会广为流传的一首歌曲，它由歌唱家李
谷一演唱，其在格调上与上两首不同，追求叙事与抒
情的结合，情真意切，富有感染力。从这些歌曲的传唱
与流行可以看出，好的电影音乐的魅力是无穷的。过

去，看一部电影就能听到一首好的电影歌曲，而现在，
看10部电影也听不到一首好的电影歌曲，这是为什
么呢？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电影创
作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这期间，出现了不
少优秀的电影编剧、导演，有众多优秀的影片相继问
世，但遗憾的是好听的背景音乐与歌曲并不多。相比
而言，电视剧在这些年的创作发展中，却涌现了不少
好的电视音乐，有的主题歌、插曲、尾歌随着电视剧播
出后，瞬即为观众所喜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如《西
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些根据四大名
著改编、拍摄的电视剧中，都有旋律优美的歌曲。其中

《西游记》的《敢问路在何方》，节奏明快、跳动性大，诙
谐有幽默感；《三国演义》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气势
恢弘、悲怆深沉，有强烈的震撼力；《水浒传》的《好汉
歌》，豪迈口语化，充满暴发力的情愫。此外，还要提及
的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百次地问》，

《渴望》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等更是有听后难忘、
常听常美的感受。从这些成功的电视剧歌曲中，我们
看到国内音乐界并不缺乏优秀的创作人才，但是惟独
缺少对好的电影音乐的重视和投入，一些电影人还没
有用心走进电影的音乐世界。

过去，有人称电影为第七文艺女神，她在100多年
的发展中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立体声，从小
银幕到大银幕，一直深为观众喜爱。创作优秀电影，不
能忘记创作好听的电影音乐。有艺术追求的电影导演
与音乐人，应该尽力满足喜爱电影音乐的观众需求。期
盼在今后的电影创作中能出现更多优秀的电影音乐。

第三届海峡两岸三地
“十大华语电影”评选在京启动
首届华语电影理论征文获奖作品揭晓为什么缺少好听的电影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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