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赖书闻

“当下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让中国观众回

到影院，喜欢看我们的电影。只有这样，从学

术研究、创新、投资、制片到宣传、发行、放映的

完整产业链才能复苏，复苏起来我们才可以真

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丽传媒集团高

级副总裁兼新丽电影CEO李宁说。

在日前闭幕的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上，资深电影人与新晋电影从业人员带着同

样的疑问而来，并在电影节期间热议着破题

之道。

从身边人的故事出发

关于电影我们会谈到很多方面，诸如技

术、科技等，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最基

础的讲故事。正如《人类简史》所言：“智人之

所以诞生并创造出人类的文明，原因正在于

他们会讲故事”。

近年来，诸如《我不是药神》《你好，李焕

英》等讲述身边人故事的电影获得成功，也获

得了不少观众的共鸣。

作为开幕影片，由大鹏执导的喜剧电影

《保你平安》在电影节上完成了首映。影片是

一个现实主义喜剧故事，正是取材于发生在

我们身边的故事。

从《煎饼侠》《缝纫机乐队》《吉祥如意》到

《保你平安》，大鹏的创作每一次都选择在小

人物、身边事上“掘金”。

影片通过一个谣言把所有的角色联系在

一起，不同的人物各有各的境遇，啼笑皆非的

喜剧外壳下，不同社会切面的现实在电影中

被照见。

“想通过喜剧的方式鼓励大家都能坚守

善良，选择勇敢，做你觉得正确的事”。大鹏

现场阐释初衷。

“人类可能在几万年以前在岩洞里面就

开始创作，那是人类最原始的叙事，那个时

候开始讲故事、讲他们自己怎么狩猎。现在

我们仍然适用这个原则。我们必须立足于

我们自己的生活，任何走向国际视野的电影

都必须要有现实基础，这是最起码的，任何

脱 离 现 实 基 础 的 电 影 都 不 可 能 具 有 普 遍

性。”在电影节期间举办的一场名为“立足

国际视野 讲好中国故事”上，知名导演、编

剧章明也认为立足自己生活的电影是讲好

中国故事的重要基础。

国家一级导演、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厂长、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刘建中

提出：“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选好故事，选

好故事最关键的还是创作。只有发掘生活中

最真实的人和故事才能动人，真实才能感人。”

发掘、创作更多中国故事

不同于《保你平安》这样强类型片的商

业逻辑，电影节展映的《北京人：人类最后

的秘密》《就是要跑》《飞越苍穹》三部影片，

从遥远的史前文明到火热的现实生活，再

到辽阔的浩瀚宇宙，用各自不同的视角观

照人类生存比较，体现共建共享切合当下

命题，展现出开阔的创作视野，鲜明的时代

气息和强烈的人文追求。

《飞跃苍穹》以太空为背景，讲述了一

位年轻的空间站工程师挑战极限并最终实

现太空梦想的热血经历。

“这是中国第一部在太空当中实景取

景拍摄的一部电影，我们的电影设备是在

离这里不远的文昌发射基地用火箭打上去

的。”影片太空拍摄导演朱翌冉说。

值得一提的是，航天员王亚平等既是摄

影师也是故事主角。王亚平说：“为了捕捉到

最好的角度，有时我们悬浮在空中，有时倒挂

体验着职业摄影师的乐趣，那个时候是我们

跟太空产生共鸣的时刻”。

站在国际传播的视角上来看，“过去我

们二三十年都在学习所谓美国类型电影，但

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停下来去想有没有更

适合中国观众的故事讲法，能把我们的价值

观或生活形态推广到世界，能够让其他国度

的人也能够觉得早上起来去喝杯茶，是一个

我想要的生活形态，可能我们未来面对的是

这样一个挑战跟历程。”编剧、监制张家鲁在

思考电影如何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

惯、价值观更好地融合。

讲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得让观众先

回到电影院。

知名制片人张宇认为，我们把电影拍

好，推广到世界，很希望电影节可以帮助到

有国际视野、有先锋化选题的项目，把它们

推广出去。“设立一些好的奖励和制度可能

是当下能够帮助这些能推进的一个方法。”

为好故事保驾护航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 30 周年之际，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应运

而生。历经发展，电影节不仅成为国际电影

交流的重要纽带，也伴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建设，见证着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自信

与包容。

不少电影人希望借助自贸港这个平台把

中国故事推出国门。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

席、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冬

认为：“要打造旅游+电影，就要殚精竭虑、披

荆斩棘地确保人才落地，不光是面向内地、面

向大湾区，还要面向东南亚、面向全球吸引优

秀人才来海南拍电影。”

中电影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杨步亭从守正

创新的角度对海南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建

议，他认为：“守正就是守住正本，创新就是创

造新思想。电影技术将电影推向了高级阶

段，技术是电影创新的核心，而电影艺术的核

心在于创作好的故事，希望海南抓好故事创

作这一根本。”

《北京人：人类最后的秘密》不少镜头在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进行取景。该片美术

指导聂成兵说，海南的地貌丰富有山林洞穴

还有火山海洋，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南方部落

的拍摄，我们的影片拍摄是在冬天，海南的冬

天仍然还是夏天，海南提供了许多堪称完美

的场景。

不少资深电影人表示，海南建设自贸港

也将是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的一种途径。海南

岛可以为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更好的中

国形象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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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在海南三亚闭幕。为期 8 天的电影节包含了金椰奖评奖、主题论坛、大师班、影片展映、

H!Action 创投会、开幕式红毯及盛典、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多项主体活动，吸引国内外众

多电影人及业界、学界嘉宾参加，交流合作新机遇，探索发展新未来。

在日前闭幕的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上,电影人聚集一堂，探索未来发展——

讲好中国故事，让观众回到电影院

视 线G

本报记者 苏墨

近年来，重大革命题材剧进入创作高峰期，涌现出

《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大决战》等口碑与热度兼具的

优秀作品。如何深入挖掘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不断寻找

题材空白、打造新的亮点，成为业内关注的话题。

近日，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庆祝党的二十大——

我们的新时代”展播重点项目，由高希希导演，龙平平、秦

溱编剧打造的《破晓东方》首次聚焦于上海解放第一年，

全景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从“战上海”到“建上海”的艰辛历

程和丰功伟绩，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传递出

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该剧在引起广泛共鸣与热议的同

时，也为当代的文艺创作带来诸多启示。

《破晓东方》秉持严谨的创作态度，从真实历史事件

中提炼故事线索，将掩藏在典籍中的上海红色故事搬上

荧幕，讲清了上海解放的艰辛历程。从“战上海”到“建上

海”，贯穿始终的是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国

家谋富强的使命。这段峥嵘岁月中蕴含的宝贵历史经验

与思想遗产。

该剧首次聚焦于上海发展与建设的经济层面，具有

填补题材空白的重要意义。在对经济战的呈现中，主创

采用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在尊重基本史

实的基础上，增强了叙事的连贯性与可看性。一方面，该

剧原汁原味的还原了“银元之战”“粮棉之战”等历史事

件，再现了陈毅市长如何带领着用知识和智慧武装起来

的新型革命队伍与投机商斗智斗勇。另一方面，主创融

合诸多人物事迹，塑造出经济学家纪南音这一虚构角

色。除了在剧情之中穿针引线，纪南音更是陈老总制定

经济政策、粉碎敌人经济反攻的主要助手，为重大革命题

材的叙事增添了女性光彩与青年力量。

李白等地下党员为上海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解放军战士用血肉之躯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陈云、陈

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同“定海神针”，为上海的

发展与建设掌舵领航……《破晓东方》刻画出一系列让人

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的人物群像。主创团队通过这些细

节刻画与群像塑造，从上海的红色记忆中萃取出历史启

示与人文价值，凝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历史深度、思想深度、艺术深度的圆融结合支撑起

《破晓东方》的美学品格。这启示着我们，重大革命题材

剧的创作应该自觉肩负起为红色历史传神绘貌的使命担

当，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给当代观众带来情感

的共鸣、思想的启迪与精神的感召。

从《破晓东方》看
重大革命题材剧如何破题

艺 评G

邓崎凡

这届年轻人喜欢仪式感，辞旧迎新之

际，这种仪式感就体现在各式各样的跨年活

动中。不过，单纯的唱唱跳跳、吃吃喝喝已

经满足不了他们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元旦，

跨年玩出了新花样，各类“花式”跨年活动受

到年轻人的追捧。这其中，“国潮”“知识”成

为跨年活动备受瞩目的元素。

年轻人聚集的哔哩哔哩（B 站）的跨年

晚会“最美的夜”上，有《只此青绿》原班人马

耗时一年打造的舞剧《咏春》，还有讲述经典

的“中国传说”“中国故事”的《山海图》；《江

苏卫视 2023跨年演唱会》专门设立“弘扬国

风的我们”板块；中科院跨年科学演讲，则带

来了感前沿科技的硬核科普，让大家在星空

慢直播信号中体验“宇宙级”浪漫……

在线下，2022 年在上海开展的“何以中

国”文物考古大展首展“宅兹中国——河南

夏商周三代文明展”以及“兽首回归”“中华

创世神话”等展览接力举办，成为“超级网

红”；很多地方地举办的线下跨年活动，因

融入国潮和知识元素而引人注目，仅徐州

一地举行的“国潮汉风夜彭城”跨年直播就

吸引了超过百万人观看；戏曲周边产品、汉

服头饰等文创产品登上了年轻人的新年礼

物清单……

不难发现，“花式”跨年体现出年轻人身

上一个显著特点：传统文化越来越吸引他

们，这已经成为一种审美潮流，人们称之为

“国潮”。

如今的年青一代是伴随着网络成长

起来的，他们从小就与这个世界更为紧密

地连接，视野更加开阔，审美更加多元。

因而，这种回归却并不是完完全全地钻进

故纸堆，回到“国故”中去，更不是排斥异

己般的“唯我独尊”，他们的审美与时代紧

密结合。

比如，95 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郎派面塑艺术传承人郎佳子彧，

是活跃于短视频平台的“网红”。为了“让老

手艺在今天发光”，他将传统非遗与现代艺

术相结合、将本土文化与青年文化相嫁接，

拍摄制作面人的短视频，与偶像流量 IP 合

作，推出的大量“国潮”文创产品受到了网友

的欢迎，自己在各大网络平台的粉丝累计已

超 200万。

各地博物馆根据出土文物创作推出的

文创产品更在这些年成为超级网红，这些并

非原封不动复制文物的产品，而是古今结

合、中外融合，“可甜可咸、可萌可御”，俘获

了大批年轻人的心，并让他们付出真金白银

“支持”。

这 届 年 轻 人 愿 意 为 文 化 、为 知 识 付

费。这不仅体现在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

“重新发现”，更体现在对新知识、新领域的

探索和好奇。这也是为什么在跨年活动

中，演讲类、知识类节目受到年轻人欢迎的

原因。

很多年长者喜欢站在高处来评说年青

一代，比如“垮掉的一代”就被一次又一次的

拿来形容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然而事实却

是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不仅没有垮掉，反而

成为社会发展的栋梁和中坚力量。人们也

曾担忧网络让年轻人的成长环境成为“文化

荒漠”，但事实却是他们的文化要比之前的

人更加多元、丰富和包容。

中国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如今

在年轻人身上，古老与现代碰撞，传统文化

与科技前沿交融，我们看到的是更加朝气蓬

勃的一代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花式”跨年里看到更好的年轻人

“面塑兔娃”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甘皙）1月5日，《癸卯年》特种邮票正式发行。

据悉，《癸卯年》特种邮票是中国生肖邮票第四轮中的第

八套，邮票一套两枚。第一枚名为“癸卯寄福”，用象征童趣的

蓝色描绘了一只右手执笔、左手持信的卯兔，将生肖与书信文

化结合，表达中国人民在新春期间以书信互相关心，寄托思

念，送去祝福的含义。

第二枚名为“同圆共生”，描绘了三只兔子首尾相接、奔腾

不息的场景，其设计灵感源自敦煌壁画“三兔共耳”的图案，表

达出生生不息、团圆美满的寓意。

“国家大剧院艺术主题邮局”也于当日同步揭幕。据了

解，国家大剧院和中国邮政将合力通过“数字邮政”与观众共

创时空艺术，以“国家名片”的形式延展高水平表演盛宴，携手

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做出积极贡献。

《癸卯年》特种邮票正式发行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将筹备启动
本报讯（记者苏墨）日前，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的全国文

物局长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国家文物局将在今年筹备启

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计划用 3年~4年时间，全面掌握不可

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情况，建

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总目录，为系统摸清我国文物资源家底、

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提供依据。据了解，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于 2007年启动，为期 5年。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 77万

处，包括新发现文物 53.6万余处，占到登记总量的 69.91%。

今年，国家文物局将围绕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加

快推进国家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房建设，建好汉长安城大遗

址保护利用特区等示范项目。同时，还将继续推进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加强夏商文明研究。扎实

推进二里头、殷墟、南海 I 号、长江口二号等重点考古项目。

完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监测评估制度，促进地下文物有效保

护、合理利用。

近日，山东临沂技师学院面点
教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沂蒙面
塑传承人韩红元正在修整“兔娃迎
春”面塑作品。

韩红元创作了以 48 个不同形
象兔娃组成的“兔娃迎春”系列面
塑作品，迎接兔年春节的到来。

许传宝 摄/视觉中国

第42届全国专业冰雕比赛哈尔滨开铲

1月 6日，在哈尔滨冰灯艺术游园会园区，冰雕师在进行
冰雕作品创作。

当日，第42届全国专业冰雕比赛在哈尔滨冰灯艺术游园
会园区开铲。本届冰雕比赛为期3天，共有18个代表队参与
冰雕艺术竞技。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