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演陈国星：

拍一部年轻观众接受并理解的作品

为了更好地筹备策划这部电影，我们先

后三次进藏，历经三个多月，进行了大量的

采访，获得了很多第一手资料。

对于孔繁森，我们就想在电影里不一

定叫孔繁森，就叫他“老孔”，他是孔家的，

本身是孔子的后代，是孔家传统儒家的倡

导者。

我们想做一部走心的电影，因为制作成

本也有限，而且在西藏拍摄，各方面的条件

十分艰苦，如果花大力气做场面等其他东西

不太容易，所以主要是写两个人内心的故

事。这次我们想大胆地写人，让年轻观众接

受并理解。

◎影片策划杨国莹：

孔繁森是援藏的一面旗帜

我是山东的援藏干部，孔繁森是我们

的援藏“大哥”，是援藏的一面旗帜。山东

人民对孔繁森有很深的感情。我参与了

《回西藏》筹备的全过程，在对孔繁森事迹

的挖掘过程中，了解到了西藏人民对孔繁

森的浓浓深情，以及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

故事，也为创作《回西藏》打下了一个很好

的基础。

◎中宣部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秦振贵：

剧本回到“人”的层面，细节真实感人

20 多年之后再来创作一部孔繁森的电

影，如何超越前作，确实是一件很有难度的

事情。

从剧本来看，很多细节真实感人，包括

孔繁森与藏族同胞的对话等，都是“平凡人”

的对话。剧作中，很多设计回到“人”的层

面，一个普通人或者是一个好人，一个积极

向上追求进步的人，而不是一个“神”。

谈一点建议，就是片名。因这片名对一

部电影很重要，那么它能不能起到画龙点睛

的作用？在这个角度上，是不是还有一个更

好的选择？

◎导演高群书：

剧本兼具年代感和国际化视野

我很喜欢这个剧本，这个剧本有很多

新意，具有国际化的视野，能走向世界。

它以一种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方式，向全世

界展示我们的共产党、共产党员是如何为

人民服务的。

剧本确实突破了我们传统的主旋律

拍法。这两年主旋律电影表现方式已经

发生很大的变化，走向了类型化的叙事，

把人放在一个普通人视角下，而不是去拔

高，去贴标签。剧本在这个方面做得很

好。片中的“老孔”用心用情和当地的人

们融合，慢慢去改变当地的落后情况，去

拥抱人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可贵的

品质。

同时，这个剧本表现得很有异域风情

和年代感，每个人物都写得很真实。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创作部主任唐科：

艺术性和思想性相融合

这 个 剧 本 的 新 意 在 于 贡 献 了 一 个

“双男主”的人物关系架构。看起来是两

个人的故事，但是它的背后表达了他们

所代表的两种价值观，两种不同信仰的

碰撞和融合。这个剧本目前在思想性和

艺术性方面融合也比较好。而围绕双男

主的人物架构设计的情节、矛盾冲突，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这部影片可以很艺术化地去体现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电影报》社社长、《当代电

影》主编皇甫宜川：

通过剧本与孔繁森产生情感共鸣

电影剧本《回西藏》以孔繁森和阿旺的

友谊发展为线，从较为独特的角度表现了孔

繁森的人格魅力和内心情感，很真实，也很

接地气，令人感动。虽然之前已有电影《孔

繁森》，但从这个剧本的内容和叙述方式来

看，有它的新意，也有它的意义和价值。首

先，剧本通过对孔繁森第一次去西藏的讲

述，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孔繁

森，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前的电影《孔繁森》构

成了姊妹篇，丰富了孔繁森这个电影艺术形

象。其次，孔繁森与阿旺这对人物关系的发

展，在讲述孔繁森故事的同时，更为影片提

供了一种在中华民族大团结背景下，汉藏不

同文化、历史、情感交织的景象，对英模片的

叙事方式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此外，我个

人非常喜欢孔繁森与少年顿珠这条副线，它

非常电影化地揭示了孔繁森的内心情感，提

升了剧本的艺术品质。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

“双男主”构架反映出

党群关系与民族关系的对话

这个剧本台词非常好，几乎没有“说

教”，西藏这样一个典型的环境，提供了塑造

民族的、时代的，有文化和内涵的英雄人物

形象的基础。

“双男主”的构架很有新意，一个代表汉

族，一个代表藏族。两个民族的对话，也是

党群关系的对话、民族关系的对话。这折射

出我们的党群关系、民族关系。影片的主题

突出、立意升华，而且这两个人的思想文化

情感的交流、交融，通过很平实、很平凡、很

感人的故事自然地流露出来。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与年轻观众实现共情、共鸣、共振

这个剧本非常成熟、非常完整，看了让

人眼前一亮。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如何把对

话的空间，通过人物、通过情节展现出来。

现在的观众可能更愿意接受对话式的，而

不是结论性的东西，尤其是 90 后、00 后，他

们的价值观非常正，但是他们希望看到更

多人性化的表达，留下更多对话的空间。

如今的观众和当初电影《孔繁森》的观

众已经大不一样。我们现在而对的就是 90

后甚至 00后的观众，如何去打动这批观众，

如何跟他们有更多的空间和对话，是接下来

要思考的问题。所谓共同点，就是如何与接

触对象通过一种对话的方式，把空间打开，

真正跟观众形成共情、共鸣、共振。

◎ 清华大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

成片有望实现较大的飞跃和突破

首先这个剧本有特别扎实的生活质感，

给人物提供了很丰富的细节和内容，它已

经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目前的剧本

介于戏剧和写实之间，把真实的生活细节

加了很多戏剧化的设计。

谈到影片将要对标《绿皮书》，其实是

以两个人物关系来构成场景，把干部和群

体之间的关系作为背景呈现出来，但是以

主人公关系为核心的电影，一开头是相

遇，是对抗，再是逐渐地交流理解，最后变

成挚交。

影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创作方向，就是还

原生活。整个美术、镜头、画面，就是在还原

生活的情况下来写人物、来塑造人物。如果

按照这个方向进行创作，最容易成为艺术

片，最容易被国际接受，只要我们分寸把握

得好，就有可能对原来的《孔繁森》有一个非

常大的飞跃和突破。

◎中国电影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张宏：

人物立起来，剧本就立起来了

这部影片在几个方面都有比较大的突

破影片主要是写人，电影的呈现无非就是通

过影像讲一件事，述一个人，人物立起来，剧

本就立起来了。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典型人物达到的高度就是一部作品达到的

高度”。

影片主创团队创作非常认真负责，先后

进藏三次，经历了三个多月进行了细致的采

访，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个故事最主

要讲了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老孔”对生命的

理解，西藏的老百姓对生命的理解，包括对

人的生命，对天地万物生命的理解。

剧本对西藏文化的展示是全方位的，从

人文到自然，都是比较真实的呈现，完全是

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展现西藏。同时，人物

的设计以及人物关系非常丰富。

◎ 山东电影制片厂厂长、影片制

片人沈武钢：

继续打磨剧本，打造精品力作

我代表山东电影制片厂对大家的真知

灼见表示最衷心最诚意的谢意。今天的

评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故事的评判，

非常有意义。这个剧本前前后后我看了

20 多遍。今天专家的研讨评论令我们醍

醐灌顶，触类旁通。接下来，我们将会继

续好好打磨，力争打造一部精品力作呈现给

广大观众。

（按发言顺序整理）

《回西藏》剧本研讨会在京举行

为刻画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感的英雄人物形象打下坚实文本基础

■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 赵丽 摄影 姬政鹏

8月 20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山东省电

影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国电影报》社、日喀则市委宣传部、聊城市委宣

传部、山东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承办的电影《回西藏》剧本研讨会在京举行。

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东电影局局长程守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副部长普布出席研讨会。影片导演陈国星，影片制片人、山东电影制片厂

厂长沈武钢，影片策划杨国莹现场分享了创作初衷与拍摄计划。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

策划中心副主任秦振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尹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

长、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中国电影报》社社长、《当代电影》主

编皇甫宜川，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电影创作部主任唐科，导演高群书等嘉宾

就《回西藏》剧本的主旨立意、故事设定、拍摄建议等进行了探讨。

电影《回西藏》的故事聚焦于曾在西藏工作过三年的孔繁森，他撇家舍

业主动申请再回到西藏，离开妻儿和八十岁的老母，去往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最后牺牲在了这片雪域高原。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孔繁森以“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称号，再次

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先锋”。2021年是建党百年，为了铭记英雄，

更好地将“孔繁森精神”发扬传承，也为了向建党百年献礼，2018年11月，西

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宣传部专门派人与曾在1995年合作拍摄过电影《孔繁

森》并取得良好反响的山东电影制片厂取得联系，协商后决定再次携手共同

打造献礼影片《回西藏》。

2018年底，山东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宣传部

签署了影片联合出品协议，并决定由青年编剧董丹蕊担任编剧，导演陈国星

执导（1995年电影《孔繁森》导演）。此后山东电影制片厂厂长沈武钢、影片

导演陈国星、影片策划人杨国莹等带领主创冒着严寒和大雪赴日喀则等地

进行前期采访，先后进藏三次，历经三个多月，进行了细致的采访，取得了大

量第一手的资料，随后开始剧本创作。

与会专家表示，《回西藏》剧本在聚焦先进人物英雄事迹的主题立意下，

实现了艺术创新，贡献了“汉、藏双男主”的人物关系架构，并围绕这种人物

架构设计的情节、矛盾冲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两位主人公思想、文

化、心灵、情感相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解决好党群关系、解决好民族关系”

的主题的挖掘与升华，体现出一位援藏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体现出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专家认为，剧本人物鲜明立体，平凡真实，摒弃了以往典型人物创作时

模式化、概念化、说教化的缺点，为在大银幕上刻画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感的

英雄人物形象打下了坚实的文本基础。

据介绍，影片预计于 2020年 10月下旬开机，在西藏日喀则市、林芝市、

拉萨市等地取景拍摄，2021年7月全国上映。

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二级调研员达娃次仁，日喀则市桑珠孜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委副书记田世新，山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二级调研员

王光明，山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李超，聊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薛兆

立，聊城市委宣传部文改办主任王百岩，影片执行导演、藏族导演拉华加，影

片执行制片人纪焕学等共同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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