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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

公布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
（上接第1版）

获奖名单如下：

一、组织工作奖（共15家）

北京市委宣传部

河北省委宣传部

山西省委宣传部

辽宁省委宣传部

上海市委宣传部

江苏省委宣传部

浙江省委宣传部

安徽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委宣传部

河南省委宣传部

湖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委宣传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二、优秀作品奖（共105部）

戏剧（15部）：
京剧《齐白石》 北京市委宣传部

京剧《红高粱》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扬剧《郑板桥》 江苏省委宣传部

越剧《钱塘里》 浙江省委宣传部

曲剧《鲁镇》 中国文联、河南省委宣传部

豫剧《大河安澜》 水利部、河南省委宣传部

高甲戏《围头新娘》 福建省委宣传部

话剧《生命册》 陕西省委宣传部

话剧《屈原》 湖北省委宣传部

话剧《右玉》 山西省委宣传部

话剧《炉火照天地》 安徽省委宣传部

舞剧《咏春》 广东省委宣传部

音乐剧《飞天》 甘肃省委宣传部

杂技剧《天山雪》 中国文联、上海市委宣传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杂技剧《先声》 辽宁省委宣传部

电影（12部）：
《流浪地球2》 北京市委宣传部

《第二十条》 北京市委宣传部、最高人民检察院

《志愿军：雄兵出击》 北京市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

江西省委宣传部

《热烈》 浙江省委宣传部

《长安三万里》 上海市委宣传部

《万里归途》 上海市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宣传部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江苏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委宣传部

《长空之王》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国务院国资委、

陕西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委宣传部

《人生大事》 上海市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宣传部、

河北省委宣传部

《我本是高山》 云南省委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宣传部

《钢铁意志》 人民日报社、辽宁省委宣传部

《北京2022》 河北省委宣传部

电视剧/片（16部）：
《问苍茫》 湖南省委宣传部

《繁花》 中央广电总台、上海市委宣传部

《三体》 上海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委宣传部

《南来北往》 北京市委宣传部、公安部、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委宣传部

《城中之城》 中央广电总台、上海市委宣传部

《父辈的荣耀》 吉林省委宣传部、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山东省委宣传部

《去有风的地方》 福建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委宣传部

《县委大院》 浙江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宣传部、

北京市委宣传部

《欢迎来到麦乐村》 北京市委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人生之路》 陕西省委宣传部

《幸福到万家》 安徽省委宣传部

《大山的女儿》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浙江省委宣传部

《大漠初心——彰武治沙群英纪事》 自然资源部、

辽宁省委宣传部

《锻造雄师向复兴》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广电总台

《两岸家书》 福建省委宣传部

《中国》（第三季） 湖南省委宣传部

网络文艺（10部）：
《陶三圆的春夏秋冬》 浙江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委宣传部

《滨江警事》（第1部） 江苏省委宣传部

《我们生活在南京》 江西省委宣传部

《漫长的季节》 福建省委宣传部

《我的阿勒泰》 北京市委宣传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宣传部

《特级英雄黄继光》 广电总局

《浴血无名·奔袭》 广东省委宣传部

《我们的赛场》 贵州省委宣传部

《中国奇谭》 上海市委宣传部

《声生不息·宝岛季》 广电总局、湖南省委宣传部

广播剧（10部）：
《禾下乘凉梦》 湖南省委宣传部、农业农村部、

江西省委宣传部

《问天》 湖北省委宣传部、辽宁省委宣传部

《喜鹊》 最高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委宣传部

《彩虹路上》 江苏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宣传部

《赫哲人的“伊玛堪”》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上海市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

《马兰的歌声》 北京市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

《山海渔歌》 山东省委宣传部

《遇见良渚》浙江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听！国宝在说话》 工业和信息化部

《我从湾区来看你》 国家民委、广东省委宣传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山西省委宣传部

歌曲（12首）：
《天山放歌》 中国文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浙江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委宣传部

《一路生花》（2024特别版） 人民日报社、中国文联、

广东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委宣传部

《盛世莲花》 澳门中联办、江苏省委宣传部

《瓷魂》 山西省委宣传部

《枕着光的她》 甘肃省委宣传部、天津市委宣传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无我》 中央广电总台、河北省委宣传部、北京市委宣传部

《今朝》 中国文联、河北省委宣传部、

福建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我们的家》 香港中联办

《小花》 四川省委宣传部、辽宁省委宣传部、

山东省委宣传部

《如许》 共青团中央、河南省委宣传部

《新路》 福建省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

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我引绿洲接长路》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图书（15部）：

《习近平走进百姓家》 全国妇联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在旷野里》 共青团中央

《大辽河》 辽宁省委宣传部

《零公里》 湖北省委宣传部

《阿娜河畔》北京市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草木志》 天津市委宣传部

《爹》 山东省委宣传部

《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 浙江省委宣传部

《奔跑的中国草》 中国出版集团、福建省委宣传部

《为什么是邓小平》 中国出版集团、吉林省委宣传部

《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四川省委宣传部

《诗书里的成长》 河南省委宣传部

《万花筒》 安徽省委宣传部

《游过月亮河》 山西省委宣传部

理论文章（15篇）：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 福建省委宣传部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首创性意义》 中国社科院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贡献》

湖北省委宣传部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 中国社科院

《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 北京市委宣传部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上海市委宣传部

《中华文明认定标准与发展道路的考古学阐释》

河南省委宣传部

《从政治高度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总结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

求是杂志社、浙江省委宣传部

《延安〈讲话〉与中国文艺的文化创造》 陕西省委宣传部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

有利文化条件——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人民日报社

《“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精粹和学

理挈要》 安徽省委宣传部

《论新时代的中国时代精神》 北京市委宣传部

《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

思维》 吉林省委宣传部

《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真善美意蕴》

云南省委宣传部

文学性及文学价值，是当下中国电影发展中

的重要命题。文学性的本意是指文学作品所独有

的特质和魅力，它体现在作品对情感的深刻表

达、所运用的艺术手法以及所蕴含的思想内涵

上。中国电影有着厚重的文学积淀与悠久的文学

传统。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与文学的互动

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文学价值也一直在赋能中国

电影。

戏剧性叙事与观众接受心理

戏剧性叙事，是中国电影中文学价值的首要

体现。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以传奇叙事主导的戏

剧性叙事具有主导地位。中国戏曲、古典小说、传

统评书及各种民间曲艺，都是以戏剧性叙事作为

主体，中国观众也养成了爱听故事、看故事的观

赏习惯。电影自19世纪末从欧洲传入中国之后，

在我国观众“看故事”的强烈诉求下，迅速与中国

叙事传统结合，很快被“中国化”；另一方面，当时

从事电影创作的影人也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比如

郑正秋、张石川、邵醉翁等影人都曾是文明戏从

业者，具有深厚的戏剧功力。还有包天笑、周瘦鹃

等“鸳鸯蝴蝶派”文人，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他

们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早期中国电影

的品格。这两种因素的叠加，使得浓郁的文学性

在中国电影诞生伊始就凸显出来。

戏剧性叙事在中国电影立足后，贯穿了半个

多世纪之久。不论是以郑正秋为代表的第一代导

演、以蔡楚生为代表的第二代导演还是以谢晋为

代表的第三代导演，在创作方面都遵从戏剧性叙

事，以戏为本，以影从戏，形成了“影戏”传统。尤

其到了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更是将戏剧

性叙事推向了极致，形成了最能代表中国电影传

统的方法及风格。

这种传统叙事在中国电影中体现为以下层

面：首先，在结构营造上以戏剧式结构为主，依托

中国传统戏曲和西方“情节剧”的叙事方式，在情

节的起承转合中围绕人物命运营造激烈的矛盾

冲突和戏剧张力，最终酝酿出戏剧高潮，且以大

团圆走向终结。其中，人物的命运特别是女性人

物的命运成为牵动观众的最强戏剧力量。其次，

确立明确的叙事主线且建立围绕主线的多条副

线，并紧扣叙事主线全力塑造人物，特别是主人

公鲜明的性格及当下的状态，网织精密的人物关

系，营造出一个个动人甚至是不朽的且具有典型

性的电影人物。第三，以“悲惨命运”“跌宕起伏”

“劫后重生”等为关键词营造情感类型，以中国式

的人情与观众建立情感的互动，和观众产生共

情。第四，一般采用全知视点，在相对封闭的空间

结构中依据线性时间进行叙事，以多元的副线来

带动主线叙事。第五，贯彻“影以载道”的美学思

想，侧重故事内容的伦理性诉求，表现传统价值

观和主流价值观，同时表现创作者的个人理想。

遵循这种叙事方式创作的电影，选材以现实题材

为体，着力表现人物与现实的互动，非现实题材

也大多是借古喻今。前三代中国电影导演大体上

遵从了上述美学诉求，以此构建起中国电影的传

统叙事，充分彰显出中国电影中的文学价值。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观众观影总人次创下了

279亿的纪录，平均每天有7000万观众在看电

影。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早期的中国电影满

足了观众“看故事”的需求，电影的文学价值也因

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

同样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电影本体

理论的传入，使得中国电影理论界开始了以影像

本体论为主的重建，强调文学性、戏剧性的影戏

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被疏离，中国电影的戏剧

性叙事传统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文学价值引发了

业界和学界的深入讨论，而“丢掉戏剧的拐杖”

“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等成为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与实践重点关注的

议题。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电影理论界的一场

关于“电影文学性”的争论，更是将中国电影中的

文学性及文学价值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当时

的电影导演、编剧、作家张俊祥强调文学的重要

性，提出电影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的

观点，他进一步指出：电影应该追求体现作品的

文学价值，电影艺术的任务是用电影艺术手段把

作品的文学价值充分体现出来。著名电影理论

家、翻译家郑雪来以及当时的年轻学者张卫等人

则与其针锋相对，他们认为，用“文学价值”取代

电影自身存在的意义，是对电影本体的漠视；电

影艺术本身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和表现

手段，不应该用“文学价值”来表示。这场论争让

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界首次反思了中国电影中

传统的戏剧性叙事和文学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电

影与文学的关系，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电影理论界

激进的现代性思潮，以及对电影现代化的追求。

文学性的拓展与影像本体升华

有关电影文学性的争论，以及之后第四、第

五代导演的创作实践，使得中国电影的影像本体

意识有了明显的提升，而电影的文学性也不再被

赋予单一的戏剧性叙事属性，而有了多元的呈

现。其中影像本体也成为中国电影增强文学价值

的主要手段。比如，第四代导演的作品在叙事结

构上以“时空交错式结构”“意识流结构”“诗化结

构”“散文结构”等新的影像叙事结构，以人物情

绪为叙事主线，以及时空交错手法、多视点叙述、

限知视点叙述等具体形式打破了封闭空间结构

中依据线性时间进行单一叙事的传统模式，丰富

了中国电影的文学性。相比之下，第五代导演群

体更为注重以多元手法来实现文学价值。首先，

他们大量改编文学作品，或从知名作家的作品中

挖掘适合电影化表现的题材，或选择新兴作家的

小说，甚至从散文、叙事诗等多种文学形式中提

取创作素材，具有一定的文学深度和广度。其次，

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强调电影应基于自身独特的

艺术特性，坚持电影化的创作原则，比如在台词、

色彩、构图等方面结合文学修辞手法，增强了电

影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第五代导演在之后的

作品中，在叙事结构上充分借鉴文学技巧，具体

表现为变换叙事视点、运用旁白构建复杂的时空

结构等，例如电影《红高粱》里采用余占鳌孙子的

叙事视角和旁白，还有电影《英雄》的多视角叙

事,电影《夜宴》的本土化视角等，都从不同层面

增强了电影的文学价值。

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凸显了以影像

为本体，多元化展现电影文学价值的特色，但在

之后的中国电影艺术实践中，由于过重地强调影

像本体而忽视中国传统的戏剧性叙事，中国电影

与戏剧性呈渐行渐远之势，而中国电影的叙事问

题也日益显现。如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追求

视听效果与高科技融合的同时，叙事质量日趋下

降，同质化现象愈发严重。一些影片特别是商业

大片倾向于复制成功的模式，导致主题和情节的

重复，缺乏复杂性和发展性的人物塑造，从而导

致叙事表层化，人物塑造单一化，无法引起观众

的共鸣。这种同质化趋势削弱了电影的文学价

值，使得中国电影在发展历程中原本擅长的叙事

能力一度成了短板，急需重视和改进。

新时代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特

别是在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国产电影开始重

新注重叙事，尤其是戏剧性叙事，电影的文学价

值得以回归。这种态势在近年来的弘扬主旋律大

片和现实题材影片创作中最为显著。如电影《湄

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长津湖》《流浪地球》系

列、《志愿军》系列等，不再追求纯粹的视听震撼、

不再过分追求影像本身而回归到叙事本体，以延

续传统的戏剧化叙事为主，将影像框定在叙事的

戏剧逻辑之中，让其服务于叙事的中心。在人物

刻画层面，亦是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更加注重

对个体的生命状态和情感状态的体验，更多地从

人性深度来呈现家国话语体系的多元，从而引发

与观众的共鸣。因此这些影片大都致力于扎实的

戏剧叙事，利用影像语言来营造强劲的叙事动

力，刻画鲜活、独特的人物。这样的叙事和人物表

现，使得弘扬主旋律影片的文学价值在回归传统

的同时又得到了创新性的彰显。

新时代以来中国电影的传统叙事性回归和

文学价值的彰显，还体现在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

层面。这类影片如《我不是药神》《消失的她》《孤

注一掷》《第二十条》等立足传统的戏剧性叙事，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与悬疑叙事对接的创新。悬疑

叙事是中国传统艺术中传奇叙事的重要体现，是

营造戏剧张力、体现叙事智慧的根本所在。新时

代以来的现实题材影片营造叙事张力的最主要

手段便是以戏剧性叙事作为整体框架，进行“真

相的多次反转”。这种类型营造手段，正是立足传

统戏剧性叙事的一种创新。也正是由于这种被观

众所接受的戏剧性叙事，这些现实题材影片所展

现的与当下社会生活、民生现状、社会议题等相

关的内容，才能受到关注，作品也才能触及观众

的心灵，回应时代之需。

在技术和媒介不断拓展的当下，回归戏剧性

叙事、体现文学价值，也成了和电影相关的其他

各类媒介的追求，特别是在电视剧领域内，秉持

“戏剧性叙事+悬疑叙事”模式的剧集成为电视

剧重新获得观众的重要手段。其他新媒体平台上

的微短剧、短视频等，都在叙事层面浓缩糅杂各

种社会热点话题，通过强情节、快节奏、多反转和

个性化的人物刻画等戏剧性叙事技巧吸引观众。

这些都全方位地反映出了戏剧性叙事在影视作

品中的回归与新超越，也体现出了新时代文艺作

品中的文学价值。

意境营造与写意风格呈现

在戏剧性叙事之外，中国电影中文学价值呈

现的另一维度是意境的营造。叙事性负责构建故

事框架，推动情节发展，提供电影的逻辑结构；而

意境营造则通过视觉符号和情感铺陈，超越具体

情节，触及观众的深层情感并引发深刻思考，在

为观众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也提供了思辨价

值，赋予电影以文化深度和审美意义。二者相互

作用，共同塑造了中国电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

化表达，彰显出更为深刻的文学价值。

中国电影中的意境营造是中国传统美学与

现代电影语言的融合，体现了“意”与“境”的辩证

关系。意境不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范式，更

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现。意境营造亦与写意

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在艺术作品的表意系统

中，“能指”（表达手段）与“所指”（含义）之间的关

系，决定着其写实或写意的风格，“所指系统”对

“能指系统”的逃逸性和超越感越强，文本的写意

性也就越强，意境营造能力也就越强。在电影创

作时，营造出的意境能使影片在有限的声画中表

现出无限的境界，从而使影片表意系统中的“所

指”放大，呈现出写意品格。而不适合用影像语言

直接呈现的复杂心理，在这种意境中得到了准确

的表现。写意既是风格，又是意境营造的主体性

手段，也是艺术作品获取戏剧性叙事之外的文学

价值的主要方法。

前三代中国电影导演中，虽然以戏剧性叙事

取得的文学价值见长，但费穆、孙瑜、谢铁骊、水

华、谢晋等电影艺术家也在作品中追求意境营

造，他们创作了很多以意境营造来获取文学价值

的优秀影片。但总体而言，前三代导演在创作时

的意境追求，还是围绕着戏剧性而营造的写意，

这种写意性在整体上还要服从影片整体的戏剧

性，是整体戏剧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

是一种手段。而第四代及之后的导演则在传承的

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电影的写意功能，丰富意境营

造的表现手法。有些导演将意境营造作为主体来

进行实践，甚至将戏剧性叙事作为完成意境营造

的手段，突破了前三代导演的叙述模式。

作为最能体现意境营造价值和写意风格的

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其作品中所指系统大都超

越了“能指”——影像本身，这便是其写意性的体

现，也是其意境营造的主要方面，更是其文学价

值的主要体现。如在吴贻弓执导的影片中，大量

运用空镜头，使人物融入环境，环境影响人物性

格，营造气韵深远的意境。胡炳榴导演力图突破

电影艺术具象的物质时空，营造中国古典艺术中

诗情画意的境界。如他的“乡村三部曲”借鉴了中

国古典诗词和绘画虚实结合的特点，再加之音乐

的抒情作用，营造出了“田园牧歌式”的意境。第

四代导演所营造的这些写意品格对之后的中国

电影尤其是艺术电影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第

四代导演之后，意境营造成为中国电影中获取文

学价值的重要路径。第五代导演及之后的新生代

导演在以影像营造意境方面均显示出了深厚功

力。新时代之后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更是为中

国电影中的意境营造和写意品格推波助澜，国

画、音乐、诗词等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写意品格更

多地再现于银幕之上，这一层面的文学价值被充

分挖掘。

面对观众和时代的诉求，中国电影创作者

需要重新审视并强化电影的文学价值。中国电

影美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好看的电影依赖于

好故事，也依赖于电影叙事的技艺。中国电影回

归戏剧性叙事的本源，才是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的根本。

（赵卫防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秦笠源系青年学者）

论电影文学性论电影文学性：：

发掘影视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发掘影视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赵卫防 秦笠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