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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繁荣

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

作。”现实题材影片及其包涵的现实主

义精神，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中国

电影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时刻注重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

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

创作出一大批观照现实生活、表达人

民心声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的优秀作品。

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女篮 5
号》、《上海姑娘》、《我们村里的年轻

人》、《李双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创作而成的《天云

山传奇》、《庐山恋》、《人生》、《秋菊打

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从凡人小

事、社会巨变中探寻时代的思想印记

和人性的真善美；再比如新世纪以来

推出的《郑培民》、《任长霞》、《可可西

里》、《唐山大地震》、《杜拉拉升职记》、

《失恋33天》等，实现了对历史的回顾

与反思、对时代发展的记录与见证以

及对当代英雄的讴歌与赞美。

人民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参与

者，是时代进步的推动者和建设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

民作为电影的表现主体，就要把强化

现实主义创作作为重要路径，这也是

继承发扬中国电影优良传统，提升电

影创作质量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电影人坚持以强烈的现实

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

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

心情、心声，诞生了大批优秀的现实题

材影片。

这其中包括聚焦时代发展、沧桑

巨变的《十八洞村》、《春天的马拉松》、

《照相师》、《守边人》、《乡村里的中

国》、《远去的牧歌》、《山河故人》；讲述

奋斗圆梦故事的《中国合伙人》、《中国

推销员》、《新喜剧之王》；直击当下社

会问题和回应现实关切的《中国机

长》、《我不是药神》、《美人鱼》、《北京

遇上西雅图》、《银河补习班》、《来电狂

响》、《解救吾先生》；展现青春往事和

成长历程的《少年的你》、《老师·好》、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后来的我

们》、《夏洛特烦恼》、《最好的我们》、

《同桌的你》、《青春派》；聚焦亲情的电

影《亲爱的》、《失孤》、《地久天长》；描

写小人物喜怒哀乐的《滚蛋吧！肿瘤

君》、《无名之辈》、《推拿》、《我是路人

甲》、《“大”人物》、《过春天》；揭示深刻

人性的《动物世界》、《白日焰火》、《烈

日灼心》、《一出好戏》、《驴得水》、《暴

裂无声》；关注女性境遇的《找到你》、

《送我上青云》等等。

这些影片题材广泛、风格多元、类

型各异，拓宽了现实题材影片创作的

视野，或关注社会问题和焦点事件，或

通过类型化包装观照普通人情感、命

运，既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

发、对道德的引导，又不回避矛盾和社

会阴暗面，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

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这些影片的出

现，实现了现实影材的多元化和多样

化的发展，构建了现实题材影片的新

格局、新境界。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

究所所长丁亚平表示，近年来，一大批

现实主义影视作品相继推出，拓宽了

影视的种类和样式，成为表现中国新

时代的情态符号，它们反映现实生活，

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形成一种

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影响力的创作潮

流。

丁亚平表示，主流影视作品以影

鉴真、以影明志，以积极态度观照新时

代。作品在真实性诉求和强调写实质

感以至反映生活本质时，着意凸显一

种倾向性，“回应和解答”现实生活中

人们面对的种种困惑，由此突破对现

实主义的惯常理解，构成一股清流，更

好地符合新时代的创作要求。

总体看来，此类作品题材的选择、

风格的追求、手法的呈现也是多样

的。既可以气壮山河、波澜壮阔，也可

以一叶知秋、小中见大；既可以用宏大

严肃的方式来反映历史大势、再现时

代主潮，也可以从凡人小事、生活情

趣、乡村山野、自然草木中发现真善

美。

饶曙光表示，这类电影要求更真

实、更艺术展现人物与复杂的社会关

系，以及内在的精神形态，要写出悲欢

离合与生离死别，写出艰难、艰辛的追

求。例如，创作者应聚焦人们在现实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展现社会当中某

些不合理的成分，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方面，中国电

影还有较大的空间。

对于今后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

尤其是抗疫题材作品的打磨，饶曙光

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表示，现实题

材创作不能浮于表面，一定要深入人

物与生活的内在矛盾之中，了解人物

精神世界的追求，以及在追求与现实

生活中间夹藏的阻力，从而形成强大

的叙事推动力，这样才能有效吸引观

众走进影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生产数量保

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面对以好莱坞

为代表的进口电影的压力与挑战，中

国电影人不断巩固和完善多类型、多

样化、多品种的创作生产格局。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

局长王晓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向，弘扬主旋律，推出更多提振民族精

神、表现家国情怀的“中国式大片”，用

好片子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愉悦身

心、温润心灵。

近几年，中国电影人推出了一系

列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中

国式大片”。《红海行动》、《湄公河行

动》等作品彰显了我国的大国风范，均

是扬正气、接地气、聚人气的佳作；《流

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影片实现

了国产科幻电影的新突破；《智取威虎

山》实现了红色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战狼》系列则塑造了匡

扶正义的大英雄形象，呼应了国民情

绪，彰显了民族精神；《大闹天宫》、《三

打白骨精》、《女儿国》充分利用西游记

IP的影响力，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系列大片；《唐人街探案》系列实现了

中国本土悬疑喜剧的系列化生产和技

术、艺术全面升级；《寻龙诀》、《西游：

降魔篇》、《捉妖记》系列等作品通过高

新技术手段，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

趣味相对接，极富创造性。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

认为，“中国式大片”是建设电影强国

的需要，大片是标志性的，代表着这个

国家电影文化的思想和审美的水平。

它是人民所需要的，时代所需要的。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学系主

任李道新看来，商业类型是电影产业

的基础，主旋律电影要想纳入电影产

业并对此作出贡献，必须采取类型化

策略；而类型电影本身，也需要主旋律

电影在题材和创意等方面的刺激。两

者结合在一起，无疑可以提高主旋律

的观众认知度，也可以提升类型片的

精神文化境界。

如果说“中国式大片”带来的是对

抗好莱坞的“重武器”，那么以《泰囧》

为起始点，国产电影在类型片创作上

不断实现突破，为捍卫国产电影的市

场主体地位“量身定制”了一套“组合

拳”。近几年来，《泰囧》、《港囧》等影

片逐渐发展为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喜剧

电影 IP；《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

拳》、《驴得水》等脱胎于舞台剧的改编

作品擦亮了“开心麻花”品牌；《美人

鱼》实现了环保的大主题与港式幽默

的表达；《中国机长》、《我不是药神》、

《吹哨人》等聚焦当下、观照现实，引发

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哪吒之魔童降

世》、《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熊出没》

系列、《大鱼海棠》等为国产动画的发

展探索了新的途径；《扫毒》系列、《反

贪风暴》系列、《使徒行者》系列等影片

延续了港式警匪片的风格，并与内地

市场实现了对接与融合；《重返 20
岁》、《妖猫传》、《奇门遁甲》、《解忧杂

货店》等影片开创出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的奇幻类型；《师父》、《箭士柳白

猿》颇具古典韵味的镜头语言与武学

情怀走出一条“新派武侠”之路；《狼

图腾》、《长城》、《我们诞生在中国》、

《时间去哪儿了?》等作品实现了中外

电影人的通力合作，亦获得较好的市

场反馈；《长江图》、《路边野餐》、《地

球最后的夜晚》展现出“诗电影”特

质；纪实风格电影《百鸟朝凤》、《冈仁

波齐》、《二十二》，纪录片《我们诞生在

中国》、《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

文物》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选择，也拓展

了小众电影的市场认知度。

（下转第9版）

◎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
构建现实题材影片的新品格、新境界

◎不断巩固和完善多类型、多样化、多品种的创作生产格局
“内容为王”助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红海行动》

《春天的马拉松》

《流浪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