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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伴随着百余年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中国电
影理论发展呈现出博大精深的深厚的历史感，在
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研究中一直领风气之先。
其中，电影理论家罗艺军先生的电影理论研究和
为理论史建构付出的艰苦努力、形成的深远影响，
一直为电影理论界所敬仰。他矢志不渝的电影民
族化思考，为电影评论、电影美学、电影史学、电影
教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产。最集中反映这种学
术精神和人格修为的，是《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及
其修订版（以下简称《文选》）的编撰印行，充分体
现了以罗艺军先生为代表的电影理论工作者的史
识、史才、史德。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选最终编选
从1920年到2000年各类理论文章106篇，时间
跨度长、理论跨度广、文体跨度大。诸多篇什，结合
创作实践，反复探讨电影与社会的关系、电影艺术
特性和文化价值；研究商榷电影与戏剧、文学的关
系，电影本体研究、电影语言现代化问题；持续关
注电影产业的外来借鉴、电影类型化策略、电影技
术和产业化进程等问题。同时，深入探讨了现实主
义表现手法、抒情美学传统、民族化等问题，在电
影理论的历史维度和中西交流中，为建构中国特
色的电影理论大厦勾勒出基本轮廓。其中，对电影
语言现代化、新时期电影、谢晋电影、第四代与第

五代电影等现象进行热烈讨论，推动了电影创作观念的更新、理论内
涵的丰富，让电影理论更贴近创作，让电影艺术更贴近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
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批判和鉴赏作
品”。《编选凡例》中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指
导，显示不同时期电影思潮嬗变的轨迹”，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标
准作为编选原则，使入选文章经得起历史检验，始终褒扬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方向，揭示电影艺术创新经验，突出艺术进步追求，鼓励美
学规律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这方面的
代表文章有：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1958）、周恩来《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陈荒煤《加强电影
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1980）、罗艺军《电影的民族风格初
探》（1981）等。文选没有编选外国电影理论，凡例中提出“限于篇幅，
凡探讨外国电影、外国电影理论及外国电影史的论著，与中国电影无
直接联系者，一般均不入选”。但《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现代电影观
念探讨》《〈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序》《电影美学随想纪要》等篇章
论题，显示了新时期思想解放以来，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开阔的视
野、敏锐的眼光、严肃的态度，以及对中国电影振兴热切的期盼。罗艺
军先生本人对于第四代导演美学风格、戏曲片和动画片的研究，吸收
了意境、韵味等中国传统美学范畴和理论借鉴，对电影民族风格精细
探究，与新时期大量美学文章一起，切磋琢磨、撷英咀华，显示了不忘
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湛的史才。

文选编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在每一篇选文的前面，作了客
观、精到的介绍，让阅读者了解文章论题、观点，也点明其倾向性和理
论脉络上的位置。重读系列介绍，发扬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
隐恶”的良史精神，本身即是精要的电影理论。文选对钟惦棐《电影的
锣鼓》（1956）、陈荒煤《论正面人物形象的创造》（1955）等选文的评
介，比较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色。纵观新时期的优秀理论著作中，既
有同一电影文本的研究和创作谈，如郑国恩、陈凯歌、张艺谋关于《黄
土地》的选文；也有对于同一电影现象的褒扬批评，如钟惦棐、谢晋、
朱大可对谢晋电影的论述；既有导演代际研究的文化研究方式，也有
跨越世纪的现象描述；既有西方理论范畴与话语转化应用的蹒跚，也
有传统电影美学核心概念和言语表达的回旋……琳琅满目而丰富多
样的风格层次，如同项链上的珠宝，在历史聚焦下，多棱地反射真理
光芒，体现着研究者探究电影基本论题的理论热情和宽容姿态。

在新时代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发出美学声音、确立新的美学原
则，构建新时代的电影理论大厦，是电影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不仅要从经典选本上学习理论知识、建构电影认知，更应该更多
参与电影实践，使电影理论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切实成为
推动电影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电影理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电影理论的正确方向、不断明晰电
影理论的时代命题、始终保持优秀的理论品格、始终保持生动的理论
形态、不断追求德艺双馨的境界，以精湛的专业素养、深厚的人文情
怀、铁肩担道义的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大力弘扬传播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积极推进电影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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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由传媒内参主办的网络剧《司藤》研讨会在京召开。
《司藤》由贾士凯、伍星焰担任制片人，李木戈执导，景甜、张彬彬等主

演。该剧改编自尾鱼同名小说，讲述了设计师秦放意外坠入山崖，唤醒沉
睡数十年的苅族司藤，自此揭开了一段如藤蔓般纠缠交错的恩怨情仇，颇
具东方古典奇幻色彩。

与会专家认为，《司藤》尊重改编规律，充分挖掘网络文学自身价值，
在原著奇幻叙事之中看到了现实情感的传递，并从年轻观众视角出发对
价值内核予以升华。司藤与秦放，一个是百年藤妖，一个是现代设计师，
植物和人类两个本互不相干的物种却因偶然救了对方并在最后共同抵御
邪恶的过程中产生情愫，这一大胆设定贴合年轻观众的情感与审美需求，
剧中既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飘逸，又有秦放和司藤共听随身听
等现代都市青年生活方式的展现，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青年文化
的有力交流。有专家谈到，剧中司藤不再是等待被爱情拯救的童话公主
形象，她信奉唯有自渡才是真渡。她不断审视自我、接受自我、改变自我、
超越自我，在生命被唤醒的同时，内心的善与爱也被一点点唤醒，这使得
该剧的内涵意蕴更为丰满。据悉，该剧海外播出成绩不俗，未来还将在日
本、韩国等多国播出，把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与东方美带向海外。

（小 宇）

网络剧《司藤》研讨会在京召开

从电视剧《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到
新版《红楼梦》再到今日之《大宋宫词》，李
少红独特的美学追求为历史表达涂抹了
另一种“色彩”，其自觉的女性意识穿透时
代烟云，引发了对历史遮蔽的以及此后未
知的更持久的思考，为历史提供了另一种

“声音”。
许 莹：作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

您在上世纪 80 年代拍摄了《血色清晨》
《四十不惑》《红粉》《红西服》《门》等电影
作品，后来拍摄电视剧时，这种电影思维
一直有所延续，请谈一谈您对电视剧电影
化的认识。

李少红：我起初是学电影的，对使用
电影思维拍摄电视剧这一方式会更熟悉。
实际上电视剧和电影相比，除了篇幅长短
有所不同，二者在文学性与视觉观感上的
追求并无太大差异。用电影的思维拍摄电
视剧是件辛苦事，我的制作费并不比别人
高，拍摄周期也不比别人长，基本是4—6
个月的时间拍完一部剧。电视剧《红楼梦》
例外，50集大概拍了一年半，主要是受限
于没有任何实景使用，只能一边搭景一边
拍。在差不多的条件下，用电影思维拍摄
电视剧的难度大大增加，但是我认为这是
值得的，美学展示上会更有层次感。比如
在拍摄《大宋宫词》时，我一再强调朝堂戏
不要沉闷，我们用到了斯坦尼康，手持移
动摄影的方法几乎贯穿了全剧。实际上，
手持移动摄影在电影中的使用较多，特别
是电影中的动作戏，有时电影中的文戏也
会使用到。但是电视剧中的文戏，更多还
是使用固定机位拍摄，摄影师更多聚焦于
构图。这种对主观切换镜头意识的削减，
使得整部剧更具电影化、人眼化，会让观
众感到你的讲述更富运动感。这次我们用
手持移动摄影的方法拍朝堂戏，这无疑提
高了对摄影师的要求，构图之外，摄影师
还要知道台词内容、顺序以及人物情感变
化，朝堂上的大臣外表虽是静态的，但大
家各怀心思、内心汹涌，手持移动拍摄能
够将内心的矛盾冲突较好地表现出来。现
场拍摄时，摄影师会把剧本架在摄影机
旁，运镜时还要考虑如何流畅地绕过大臣
头顶的帽翅，做到无痕迹穿越，演员练戏
的时候，摄影师也会跟着试拍，从而达到
更好配合。电影化的拍摄方法使得朝堂戏
不再沉闷死板，适宜的镜头语言使内心戏
得到了有效外化。

电视剧电影化，还在于我们尝试电影
化的叙事手法，例如《大宋宫词》整部剧的
结构方式与其他平铺直叙的电视剧不太
一样，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会有局部的
勾连与闪回出现。这种方法对于时间跨度
较大的电视剧而言很重要，这种电影化的
叙事手法能够不断加深观众对人物的理
解与印象，为观众多维度审视人物的成长
提供了契机。

许 莹：说到闪回，您是从一开始设
计时就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交代人物历史
还是本意要按照正向叙事？

李少红：原本设计时我们就有闪回，
前几集压缩较多所以使得闪回稍显密集，
但是后面的压缩较少，闪回的呈现就更加
妥帖。

许 莹：请结合您的作品谈一谈借用
影视作品盘活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哪些
心得？

李少红：我在表现历史时，往往会从历
史遗存下来的样本中寻找答案，如文字样
本、绘画样本等，或是从戏曲文化中汲取营
养。拍摄《大明宫词》时，为了更好呈现唐朝
的历史风貌，我们借鉴了许多敦煌石窟上
的壁画或晚唐流传下来的画作。到了拍
《大宋宫词》的时候，可以依据的历史样本
更多了。比如《韩熙载夜宴图》《瑞鹤图》
《听琴图》等名画一度成为我灵感的来源。
但是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不是作为一个浮于
表面的符号被单纯展示，而是同故事、人物
等紧密贴合。比如《韩熙载夜宴图》虽是五
代南唐的画作，但是与宋代距离时间不远，
且剧中秦王的境遇同韩熙载的境遇非常相
似。剧中秦王大宴宾客、夜夜笙歌，就是为
了让皇上看到自己没有谋反之心，但皇上
还是不相信，他总是担心别人在窥视着他
手中的皇权。这一情节同《韩熙载夜宴图》
相似，南唐后主李煜怀疑韩熙载有谋反之
心，就派人去打探，才有了这幅画。《韩熙载
夜宴图》共分为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
宴五部分，为了更好融入剧情，我们特意从
左向右展开画卷，有意识地让剧中秦王像
韩熙载一样串在这五个场景里。再如我们
把宋徽宗画的《瑞鹤图》用仙鹤降临为大宋
送火玉这出戏呈现出来，从而进一步加深
观众对这幅历史名画的理解。还有像撵
茶、沉香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同人物做
了有机结合。例如赵恒、李婉儿、潘玉姝三
人做沉香时各有各的心思：赵恒做沉香，与

他晚年的佛性禅心相吻合；李婉儿第一次
侍寝，我们没有展现她侍寝的过程，而是用
李婉儿做沉香营造了一种意蕴与意境；潘
玉姝与侍卫有染被发现，她做沉香时完全
是慌乱的，她要通过制作沉香来掩盖自己
的复杂心情。

许 莹：女性性别视角对您影视作品
中的历史呈现带来哪些影响？

李少红：女性性别视角使我能够更加
细腻地感受、呈现女性内心意识、生活状
态、情感表露、态度表达等。我觉得这很可
贵，如果女性导演不去做，就不会有人意
识到，在历史长河中那些女性的境遇、所
作所为、所思所想或许并不是后来所记述
的那样，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我希望通
过自己的作品，帮助女性树立清醒的自觉
意识。

例如大家都对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很
熟悉。在清代小说《三侠五义》中，借用狸
猫换太子这个案件来凸显包拯正直、公正
的大臣形象，但是在塑造这一男性形象的
同时，也牺牲和黑化了刘娥这一女性形
象。包拯并不是宋真宗那个年代的，而是
在宋仁宗时期做的大臣，所以他并没有破
过狸猫换太子这一案件。从女性视角出
发，我大胆推测了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可
能，当然这并不等于为其定案，这案谁也
定不了，只是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去看这
段历史，去探寻还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在
历史上，宋真宗与其兄弟相比，子女命薄，

宋真宗原本有六个儿子，前五个儿子都是
出生没多久就去世了，只留下六子赵祯，
加之从父辈的皇位传兄不传子到宋真宗
这代子嗣相传的改变，还有宋真宗身体不
好，恐不能看到赵祯顺利登基，因而在宋
真宗看来，养育甚至大过生育，他希望这
个孩子是刘娥生的，更希望这个孩子能由
刘娥来抚养。我认为狸猫换太子这个被口
口相传的故事中，最重要的人被遮蔽了，
被淡化了，那就是皇帝宋真宗，没有他的
意志，这件事关嫡嗣的事情是无法单纯由
女人来改写的。那个封建集权的年代，女
人承担生育和养育的工具属性是非常明
显的，剧中的潘妃、郭皇后等女性命运的
悲剧收场，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

从某种角度而言，在《大明宫词》中，
我也是把一个有可能被历史曲解了的女
性武则天搬上荧屏，让大家重新看待她有
可能具备的另一种精神面貌和精神世界，
去探讨她为什么要为了权力牺牲掉她作
为女人所拥有的一切。

许 莹：那如何权衡历史真实与艺术
真实呢？

李少红：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要从两
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前者是从历史考据
的角度，后者是从艺术化的角度。我很赞
同刘和平在《从历史剧的诗性品格出发
看正在被忽视的历史剧的本质特征》一文
中所写到的：“虚构和想象必须符合历史
本质的真实和历史文化的真实。在这个基
础上，虚构的故事更能照亮历史，也能照
亮现实。这正是历史剧基本的诗性品格。”

许 莹：坚持作者性的讲述，对您个
人而言有何影响？

李少红：《大明宫词》刚播出的时候也
是争议很大，因为它的叙事视角有别于过
往同类题材，是女性视角出发。那时候没
有自媒体，互联网也不像现在这么普及，
但是你如果查阅那时候的报纸杂志，争议
还是非常大的，最后争议能够平息，是因
为整部剧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新鲜的审美
感受，最后给《大明宫词》的定义是：另类，
是这两个字才使争议慢慢平息下来。可能
像这样一种非常作者性的讲述，确实需要
给观众一个理解的过程。有男性视角讲述
的历史，也应当允许女性视角讲述的历史
存在，我想，坚持作者性的讲述，至少可以
让观众看到历史的另一种“色彩”，听到历
史的另一种“声音”。

历史的另一种历史的另一种““色彩色彩””与与““声音声音””
——访导演李少红 □本报记者 许 莹

人 物

4月13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经山历海》研讨会在京
召开。该剧改编自赵德发长篇小说《经山海》，由杨亚洲、杨博执导，王丽
坤、张国强、邹廷威、侯岩松等领衔主演，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吴小
蒿、贺丰收等为代表的乡镇基层干部，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带领群众脱贫
攻坚，致力改变乡村面貌的感人故事。

与会专家谈到，电视剧《经山历海》相较长篇小说《经山海》的重要变
化在于女主人公吴小蒿的初始人设。原著中吴小蒿任职楷坡镇是为了逃
离家暴，走出不幸婚姻。而在电视剧中，吴小蒿放弃清闲的工作，抛下幸
福的家庭，厌倦了那种一眼望不到头的生活而选择投身基层。从创作角
度来看，两者并无优劣之分，目的都是为了表现人物改变现状的动机。但
由于出发点不同，其中的意义就有了变化。原小说为主人公的成长提供
了戏剧性开头，而影视作品则强化了人物选择的主动性，这是理解电视剧
《经山历海》艺术特色的关键所在。该剧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对基层
党组织建设进行了重点刻画，写出了基层党组织成员互补共进的关系：周
书记、贺丰收、吴小蒿等成员身上都有不尽完美的地方，但又相互监督、相
互补充，共同担负起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组织的积极性。特别是吴
小蒿与贺丰收从矛盾冲突到相互认可再到成为班子的好搭档，反映了基
层党员干部将充满理想主义的工作热情与实干精神相结合的思想。专家
们认为，剧中基层党员干部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理解是朴实的，是联系着
党交给自己的任务、人民赋予自己的职责来理解的，“干部就是干事，上班
就是上村”，这句朴实的台词打动了很多人，干部不是当官，干事也不能一
厢情愿、脱离民情，这些都是基层党员干部的经验之谈。

多名专家认为，该剧对人物精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挖掘与探索颇为
细腻，有专家具体举例谈到，吴小蒿请石屋村村书记刘贤达在镇政府食堂
吃饭一场戏是教科书级别的细节处理，刘贤达当了多年的村书记，还是头
一回在镇政府食堂吃饭，他拼命用吃饭掩盖泪水的细节处理很有震撼
力。剧中此类对于生活的独到表达，除了得益于文学作品的滋养外，更离
不开主创团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做法。据悉，为掌握第一手素材，主
创团队在创作前期走访了山东省60多个模范村镇，与100多位基层干部
进行深入交流，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故事、心声，收集真实鲜活的素材事
例，使作品更有温度。就此而言，该剧不仅描绘了乡村振兴事业的美好愿
景，更为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提供了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许 莹）

电视剧《经山历海》：

基层党员干部的“百科全书”

4月19日，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当代电影》杂
志社联合主办的电影《悬崖之上》观摩
研讨会在京召开。影片改编自全勇先
原创故事，由张艺谋执导，张译、于和
伟、秦海璐、朱亚文、刘浩存、倪大红、李
乃文等领衔主演。前有特务围追堵截，
后有叛徒变节反水，风雪笼罩下的哈尔
滨遍布杀机，影片讲述了特工们在严峻
考验下与敌人斗智斗勇、执行秘密行动
的故事。与会专家提前观看了该片并
对影片主题立意、人物塑造、情节建构
等多方面进行研讨，以期为谍战片拍摄
更好“见人见事”总结宝贵经验。

与会专家认为，《悬崖之上》作为国
内近年来鲜有的谍战类型电影，在一种
克制、冷峻的调性中，实现了对谍战英
雄的赞美，在雪白的自然意象中，凸显
了血红的信仰底色，展现了革命前辈为
胜利前的黎明而浴血奋斗的不懈努
力。“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是整部影
片的戏核，影片没有对谍战技术层面做过多探
讨，转而聚焦红色特工身上的信仰力量。影片
伊始，四名特工每人取了氰化物药片，毒药片
正是特工留给自己的子弹，为避免叛变而随时
做好牺牲的准备。在人物关系的建构方面，影
片有意识地将本是夫妻、恋人关系的特工分
开，也是为了避免叛变。这些细节都将特工人

的不俗命运展现出来。影片延续了张艺谋导
演对色彩运用的独特思考，将隐蔽战线的故事
置于冰天雪地的外部环境，在白雪皑皑的大地
上上演了一段红与黑的生死较量，给人以视觉
的冲击。据悉，该片将于4月30日登陆全国
院线与广大观众见面。

（许 莹）

4月13日，由中共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宣
传部主办的石景山区党史学习教育主题特色
学习活动暨红色电影《青春之骏》全国首映式
举行。

电影《青春之骏》由韩赤飞编剧、导演，影
片讴歌了我党早期领导人、东北地区党组织

主要创始人、回族第一位共产党员马
骏烈士的爱国情怀与坚定信仰。在
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中，马骏始
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与全国各地的
进步青年组建觉悟社，带领天津、北
京、济南学生数千人声援北京，迫使
我国驻巴黎和会代表拒绝在丧权辱
国的二十一条上签约。片中马骏从

“家人的马骏”成长为“国人的马骏”，
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永垂不朽的英

雄乐章。
据悉，电影《青春之骏》作为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献礼影片已于4月20日在全国
公映，由全国各省市地区联动的《青春之骏》
党史教育主题特色学习活动也将从北京正式
启动。 （影 讯）

电
影
电
影
《《
悬
崖
之
上

悬
崖
之
上
》》
观
摩
研
讨
会
在
京
召
开

观
摩
研
讨
会
在
京
召
开

冰
雪
之
上
凸
显
信
仰
血
红
底
色

冰
雪
之
上
凸
显
信
仰
血
红
底
色

电影电影《《青春之骏青春之骏》》首映首映

罗艺军罗艺军

李少红李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