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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资料馆干部晋美：

援藏是我的梦想

7月27日，中国电影资料馆干部晋美作为第十

批援藏干部从北京启程顺利抵达西藏拉萨，开启了

他为期三年的援藏工作。

“5月11日下发通知，5月12日下班前就截止报

名。我没有丝毫犹豫，马上作出了参加援藏工作的

决定”。

主动请缨的这位同志，是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

制作部的晋美。在听完他娓娓讲述的故事之后，一

段连缀起三代人的平凡而又奇妙的雪域情缘展现

在我们眼前。

7月27日晋美抵达西藏

◎我是一个藏族电影工作者

晋美生于 1979年，甫一见面，怎么也让人想不

到，面前操着一口京腔的他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藏

语。后续的聊天才使人明朗：他的父亲是回族人，

母亲是藏族人，他生于西藏，长于西藏。

2002年，晋美毕业于北京大学，所学专业本为

城市规划，但幼时兴趣的召唤却“怂恿”他从事了与

专业不相符的影视工作。

回想起做摄影工作的那三年，“当时虽然参与

了大量拍摄，积累了经验，但剧组的环境不太适合

我这种性格的人学习和提高。”于是，晋美选择读研

深造，后以电影编剧方向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北京

电影学院文学系。研究生毕业后，他在2008年进入

中国电影资料馆事业发展部（现制作部）制作科，主

要从事内容策划、编导、前期拍摄、剧本创作等工

作，现已成长为二级编剧。

晋美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我是一个从西藏

走出又定居在北京的藏族电影工作者，平常只要有

涉及西藏影视方面的工作，我就想参与进去。”对影

视的热爱，加之对西藏的特殊情愫，使晋美一直都

有意识地将关注点聚焦在西藏影视工作上，基于

此，还结出了很多果实。

譬如，在策划编导方面，有西藏卫视的《珠峰讲

堂》、《西藏通史》、《青藏高原科考故事》等大型系列

节目，其中后两者获得了国家级电视类奖项，并得

到西藏各界的广泛认可；在文化研究上，他在《中国

民族报》等国家级媒体发表数篇关于西藏影视方面

的文章。2021年5月，晋美还作为项目组的核心成

员全程参与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委托、中国电

影资料馆承担撰写的《西藏电影“十四五”规划》，使

他对西藏电影事业的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他们是我的榜样

有两个时间节点对晋美有特别的意义。第一

个节点的指针需要拨回到68年前。

进藏前的安景寿

1954年9月，西藏的代表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返藏前，他们向中央

提出希望能够给西藏派出电影放映队。周总理答

应了这个请求，并安排国家民委等单位抽调相关人

员前往西藏。这个决定改变了晋美父亲安景寿的

生命轨迹。

晋美的父亲安景寿祖籍北京，简师毕业后一直

在国家民委接待处工作。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西藏分会成立留影

彼时是新中国成立早期，青年对国家的建设热

情非常高，安景寿的同班同学很多都去支援祖国相

对落后的地方，这让留在北京的他苦恼自己不够进

步，便一直给组织写信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建设祖

国。1955年国家组建西藏放映队时，安景寿终于如

愿了——由于早先他就在北京电影学校（北影前

身）学习过放映技术，便作为技术骨干随队进藏，成

为新中国西藏第一代电影人。在西藏，安景寿结识

了晋美的母亲欧珠旺姆，并组成家庭，一直到 1995
年退休后回京，于2018年安然离世。

晋美父母的合影

谈及第二个节点，晋美特意补充道，是来自中

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孙向辉恰是 1995年第

一批援藏干部，虽仅在西藏度过了三年时光，但她

对那里念念不忘。晋美说，孙馆长一直特别关心他

这个藏族同志，不仅了解他的家庭情况，也理解那

份故乡情结和他对西藏电影事业的感情，所以很支

持他作出援藏的决定。

孙向辉馆长是1995年第一批援藏干部

“我在报名的时候就想到，孙馆长那一批援藏

干部在1995年时的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而我父亲

1955年进藏时条件肯定更艰苦，他们都已经给我做

了榜样。”晋美说。

◎援藏我准备好了

西藏的气候环境并没有使生于斯长于斯的晋

美觉得担心，“因为是随时准备着的，之前是梦想或

者幻想，但是机会来了，梦想就成真了”。

无巧不成书。晋美父母在西藏工作的单位，正

是他要去支援的单位——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共服

务中心。“听说受援单位提供的宿舍就在我家以前

一直住的那幢楼！”晋美笑着说。

昔日晋美一家的宿舍

晋美飞抵拉萨后，经过一周的集中学习，已被

受援单位的张建书记及同事接回，并给他戴上了洁

白的哈达。

迎接晋美的领导同事

办公楼还是以前的那栋，但让晋美惊讶的是，

他进到自己办公室后，一眼就认出地毯就是原来父

亲办公室所用的那块，“居然还在！应该至少有 30
年历史，并且保持得很好。”

上级的任职文件还暂未下达，单位领导寄望晋

美能够助力西藏电影的创作工作。“我相信随着西藏

社会的快速发展，西藏电影一定会快速进步，为丰富

中国藏语电影的生态做出自己的贡献。”晋美说。

最后，出于好奇，我们请教了他的名字由来。原

来，晋美二字在藏语中的意义：晋，是害怕的意思；美，

是没有的意思。晋美，就是无畏。对于晋美来说，梦想

已经起航，迎接他的将是无畏而充满期待的新篇章。

■文/董一沣 李婉娇

本报讯 重温经典，感受西部

电影光影魅力；集中欣赏近年来的

西部电影佳作，助力新时代西部电

影高质量发展。8 月 5 日，首届源

点西部电影展在古城西安精彩开

幕。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鲍永能，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献松，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

有限公司总编辑胡劲涛，陕西省委

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石香莉，陕西省

电影行业协会会长赵安，陕西广电

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东灵，源点西部电影展策展人

曹欢，以及开幕影片《百鸟朝凤》主

创、制片人吴妍妍等参加开幕

仪式。

300场展映，

开启“西部电影”视听盛宴

一系列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

优秀西部影片，对每一个年代的影

迷来说都有着不同的记忆，但唯一

不变的是这些影片的独特魅力。8
月 5 日，随着《百鸟朝凤》的展映，

古城观众也迎来了感受西部电影

艺术魅力的精彩时刻。

首届源点西部电影展由西部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广电影视

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陕西省电

影行业协会、西安辰硕影业有限公

司主办，万夫观影、陕西广播电视

台交通经济中心、腾讯大秦网、抖

音生活服务西安直营中心承办。

设置了西部金典、迷光恋影、时代

映像、山川与人、无忧年华、西部回

声、西部梦想、佳片重现等十个主

题展映单元，展映的影片涵盖了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片、西部经

典题材影片、陕西文化特色和艺术

创新影片、青少年儿童类影片和全

国各类电影节展映影片等，《人

生》、《红高粱》、《柳青》、《树上有个

好地方》等 31部电影，将在古城各

大影院展映近300场。

值得期待的是，展映活动期

间，还将举办多场主创团队创作分

享交流活动，广大影迷有机会深刻

感受影片创作的幕后故事、创作历

程、艺术探索。

传承发展，

搭建西部电影展示交流平台

西部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面

旗帜，影片呈现的自然风光、文化

底蕴、美学风格、现实主义艺术表

达，以及近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实

践，都是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重要

力量。

鲍永能表示，首届源点西部电

影展的举办，既是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的一个隆重献礼，也是对

近四十年西部电影发展历程的一

次深情回顾，更是推动“西部电影”

文化品牌建设、促进电影市场复苏

繁荣的一项具体举措。

黄献松说，西影将坚定不移传

承“西部电影”的文脉，积极探索新

时代“西部电影”的风尚、气质、美

学风格、人文价值，努力向更壮美

的艺术高峰攀登。

胡劲涛表示，陕西广电将进一

步加大影视作品的创作与投资，充

分运用广电旗下的媒体矩阵，全方

位助力西部电影和陕西影视产业

繁荣发展的推广传播。

源点西部电影展的举办，也搭

建起了西部电影推向全国、各省优

秀影片走进西部的交流合作平

台。据悉，源点西部电影展活动

计划每年定期举办，并不断丰富

和完善影展的展映规模、影片类

型。同时，还将加强与国内各大

电影节、电影展的交流合作，力争

在各大电影节、电影展开设西部

电影展映单元，全方位展示西部

电影的发展成果。

鲍永能称，西部电影在全国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陕西乃至中

国电影的一块“金字招牌”，承载着

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希望以

西影为代表的陕西电影人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倾力表现中国人民追

求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与坚强意

志，持续打造“西部电影”特色文化

品牌，用不懈努力为时代、为人民、

为历史交上一份出色的答卷。

（影子）

本报讯 近日，根据六位援疆

干部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阳光照

耀塔什库尔干》在全国公映，影片

讲述的民族团结感人故事，收获好

评，央视新闻频道专门进行报道。

《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以彭

光亮、杨信达等援疆扶贫干部为塑

造对象，通过讲述他们在高海拔地

区倾情投入、热血奉献，带领塔吉

克族兄弟姐妹们成功摆脱贫困的

感人故事，以点带面反映新时代新

疆发展成就，表达新疆各族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和对祖国的

热爱。

观众沙力哈尔·阿布德西表

示，作为一名有五年驻村工作经历

的扶贫干部，我对电影中的很多情

景感同身受，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

一部电影，值得一看。

中国民族影视研究中心主任

牛颂认为，是一部主旋律框架下的

民族题材电影，把宏大主题、我们

祖国发展的历史感、时代感，人物

的丰富和生动，都做了很好的烘

托，它体现了我们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影片拍摄地平均海拔高达

4200米，主创、拍摄团队克服高原

反应，经过多次实地创作采风，力

图通过平实自然的叙事，为观众生

动呈现塔吉克族真实生活和扶贫

干部敢为人先的精神面貌。

《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主演

塔吉克自治县城乡寄宿制小学老

师姑丽米热·多尔兵说：新疆的发

展变化，我觉得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的人最有发言权，我们看到了、感

受到了，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党中

央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作为主旋律题材的一次创作

探索，《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通过

新颖的影像表达，不仅仅展现了喀

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还诠释了在党

领导下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创美好

家园的精神内涵。

（影子）

本报讯 农历七月初七，七夕

节来临。在这个被认为是中国最

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里，动画

电影《八戒之天蓬下界》中的主角

八戒与女主角二姐也给大家送来

了节日祝福。

在电影《八戒之天蓬下界》当

中，八戒可以说是有了颠覆性的

改变，有情有义，为爱勇敢的八戒

与二姐在电影中共同经历了许许

多多的事情。或许这样的“反差

萌”组合会让观众觉得不般配，但

被八戒一句“粗柳簸箕细柳斗，世

上谁嫌男儿丑”，幽默化解。

动画电影《八戒之天蓬下界》

由何冉昊导演，将于今年年内上

映。

（花花）

首届源点西部电影展开幕

《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全国公映收获好评

《八戒之天蓬下界》年内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