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正值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

年，《我的长征》、《领袖 1936》、《勇士》

等长征题材影片突破了以往呈现重大

历史事件的宏大主题叙事，试图走进

长征历史的细部，微观呈现出长征，

颇具人文深度。《南口 1937》、《古田会

议》、《毛丰美》、《难忘的岁月》等主旋

律题材作品颇具特色；电影《建党伟

业》也制作了 3D 版本，以焕然一新的

方式重新与观众见面。

2017 年，为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电影界集中推出了一批题材类

型丰富、风格形式多样、个性特征鲜

明、诗意化风格化呈现的献礼影片，

既有“重工业”标杆之作《战狼 2》、《空

天猎》，也有诗意与现实并存的中小

成本影片《十八洞村》、《家园》、《守边

人》、《你若安好》、《南哥》，以及少数

民族电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等。

它们代表了当前中国电影大小并重的

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良性生态

格局，代表了电影创作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服务人民的根本方向，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坚持价值导向文化引

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

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与电影化、高品质呈现。

同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 90 周年，集合众多中青年“偶像”演

员的《建军大业》，试图找到更具亲和

力的美学方式完成与观众的沟通和交

流，在类型范式和影像形态上进行积

极探索。电影《血战湘江》以长征中

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为背景，突出表现

了红军将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伟

大长征精神，对教育和激励全国亿万

观众走好新的长征路、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2018 年，以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为契

机，推出《春天的马拉松》、《照相师》、

《大路朝天》、《闽宁镇》和《信仰者》、

《李保国》等多部重点献礼作品。多

题材、多类型、多样化的创作格局更

加巩固，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

2019 年，在举国上下隆重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喜悦氛围里，人

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其

中最为亮眼的是电影市场呈现空前

繁荣的景象。在国庆档上映的《攀登

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

三部作品，以及《决胜时刻》、《古田

军号》、《红星照耀中国》、《烈火英

雄》等重点献礼片组成了光影方队，

接受全国电影观众的检阅。国庆档

电 影 市 场 火 爆 热 烈 ，共 产 出 票 房

50.61 亿，群众观影热情高涨，观影人

次 1.35 亿人次，口碑与票房齐飞、燃

情共赞誉一色，形成了国庆期间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这些献礼片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

中心任务，反映党、国家和人民军队

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和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激发起广大群众的爱党、爱国

热情和民族自豪感。2020 年，虽然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电影创作、

发行、放映工作从年初起便被按下了

“暂停键”，但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有

效开展，《我和我的家乡》、《秀美人

生》、《千顷澄碧的时代》、《一点就到

家》等献礼片的创作、制作、后期制作

工作已逐渐恢复。围绕 2021 年中国

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以及 2022 年党的

二十大等重大时间节点的电影创作，

也都在积极筹备中。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

示，献礼片的创作形式符合中国电影

生产和发展的规律。例如 2019 年国

庆档延续了 1959 年献礼片的传统，创

造了观影热潮，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双丰收，给电影界留下了丰

富而宝贵的经验。这其中最重要的经

验，就是促进了与当下观众的良性互

动，建立了对话的空间，形成了“共同

体美学”。

饶曙光认为，此类电影的创作，要

凝聚广大创作人员，集中核心力量和

优势资源，打造高质量的精品，以延

续 2019 年国庆档的态势，让这类电影

得到有效的传播、得到观众的追捧、

得到市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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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广大

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提

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

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在中国银幕上，同样不缺乏对“英

雄”的描摹。1905 年中国诞生的第一

部电影《定军山》中，谭鑫培扮演《三

国演义》中的老将黄忠。黄忠在打败

了驻守天荡山的张郃后，直取夏侯

渊，奋勇夺取定军山。

这是中国电影的开端，也是中国

银幕上第一个英雄形象的诞生。自

此，在中国银幕上，三国英雄、梁山好

汉、武侠大家、民族英雄、反恐精英、

英雄模范层出不穷，这些英雄人物随

着电影技术与电影艺术手法的发展

而不断变化，在银幕上画出了一条独

特的英雄形象演变轨迹。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

江表示，要保证投资、人才、观众这

“三个不会离场”，归根结底还是要有

好作品，要推出能够代表中国风格与

民族气派，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深受老百姓欢迎的具

有中国品牌的大电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战狼 2》、《红

海行动》、《湄公河行动》、《建军大

业》、《智取威虎山》、《流浪地球》、《叶

问》系列等影片，在打造中国英雄的

创作理念下，实现了弘扬主旋律、提

升正能量的积极效果。

其中，《战狼 2》选择了英雄电影

的类型化表达，冷锋豪情万丈，义薄

云天，除恶务尽，英雄气概与英雄动

作被展示得淋漓尽致；《红海行动》中

蛟龙突击队突击队员救助侨民的英

雄行为，彰显了中国形象、中国力量

和中国精神；《湄公河行动》以弘扬英

雄主义为叙事基调，是一部接地气、

扬正气、聚人气的优秀作品；《建军大

业》让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那段

热血史诗中的青春力量；《智取威虎

山》以类型化的方式重塑了“杨子荣”

这一英雄角色。

市场成绩方面，《战狼 2》累计票

房达到 56.83 亿，刷新了内地电影市场

票房纪录并保持至今。《红海行动》以

36.5 亿摘得 2019 年度票房冠军。

明振江表示，此类作品的创作，要

做到不把英雄人物“神化”，而是极力

摆脱此类题材影片容易陷入的模式

化、概念化、说教化的窠臼，在鲜活生

动的生活经验、细致缜密的生活逻辑

和真实牢靠的生活依据上，寻找到时

代精神的精炼展现和民族精神的延

续传承，塑造出真实可信又有血有

肉、鲜明生动，能够感染人、打动人，

能够传得开、留得下。

饶曙光认为，对于“英雄”更深层次

的理解，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平民英雄，

他们向善向上、勇于奉献自己，是属于

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他认为，在打造

“中华民族新史诗”之外，电影人也要积

极创作“平民史诗”，这些平民英雄带给

社会温暖，带来更多的人文关怀，也在

推动社会和生活不断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雨中的树》、

《信仰者》、《李保国》、《邹碧华》、《兰

辉》、《真爱》、《天上的菊美》等影片谱

写了一个又一个平凡的英雄模范人

物崇高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和精神

气质，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攀登

者》、《中国机长》、《烈火英雄》、《中国

蓝盔》、《我为你牺牲》、《空天猎》、《解

救吾先生》、《拆弹·专家》、《老师·
好》、《救火英雄》、《吹哨人》、《大路朝

天》、《你若安好》则聚焦了飞行员、消

防员、登山家、维和战士、武警战士、

公安干警、教育工作者、路桥建设者、

医务工作者等社会各行各业中的英

雄人物和英雄事迹。

编剧董润年表示，讴歌英雄、表现

英雄主义是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永

恒主题，是文艺作品最重要的内容之

一，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英

雄故事和传说。通过传唱英雄，提炼

出了属于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

他认为，生活中能看到无数的普

通人，他们战胜了自我，追求真理，追

求美好的生活，其实这样的故事才是

电影创作中真正应该去展现和表达

的。既要展现讴歌为人民利益做出

伟大牺牲的英雄，也要抓紧一切机会

在作品中展现这些克服自我弱点的

平凡人，他们一样是这个时代值得讴

歌的英雄。

饶曙光表示，塑造英雄人物不仅

要注重外在形态和英雄事迹，也要注

重人物的内心。要写出他内心深处

的情感，也要写出内心的痛苦与挣

扎，这样才能够引起共情、共鸣、共

振，与观众形成“共同体美学”，更好

地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当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斗中，以医务人员为主体不断涌现出

来的时代英雄，理应成为电影人大力

讴歌、用心塑造的对象。目前，多部

抗击疫情题材电影作品已在创作中，

用电影的艺术形式铭记这段历史、致

敬那些逆风前行的英雄人物。

（下转第7版）

◎展现革命英雄、民族英雄、平民英雄的银幕形象
打造中国电影的“中华民族新史诗”

《血战湘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