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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7月19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主办，福建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湖北长江电影集团、中共昌吉州党委宣传部、首

都文化艺术基金会、北京合力桨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梦想国际影业（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影片《阿克达拉》观摩研讨会在京举办。

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总编辑张玲，福建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省电影局副局长王辰虎，中国影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刘冰、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副团长王晓旌以及仲呈祥、侯光明、饶曙光、

王一川、唐科、皇甫宜川、赵卫防、高雄杰、高小立等电影、艺术业界专家学者，与导演张忠、监制西尔扎提·亚合甫、出品人刘朝群、制片人詹梦瑶、后期监制刘小竹、编剧王跃燕、主演吴军、杜少杰、薛奇、李

澍等电影《阿克达拉》主创代表齐聚一堂，对影片的现实意义、人物塑造、叙事结构、美学特色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探讨。中国影协会员工作处处长刘建凯主持研讨。

影片《阿克达拉》改编自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获奖小说《援疆干部》，以 19个省市及中央有关单位援疆工作为背景，以种植棉花为载体，通过援疆干部的现实生活和艺术形象，讲述了他们远离家乡，告

别亲人，带着爱和责任，把新疆当作第二故乡，把各族群众当作亲人，与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合力，扎根边疆大地、奉献青春力量的感人故事。

研讨中，与会专家表示，影片不仅展现了诗情画意的民族风情，也讲述了时代变迁中援疆干部的悲欢离合，兼具历史厚度和人文特色，是一部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俱佳的优秀作品。

展现民族风情讲述援疆故事
电影《阿克达拉》专家观影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1996 年至今，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

援疆干部奔赴新疆，推动各类政策、资

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向新疆集聚，

为实现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

中心主任秦振贵表示，制作团队以敏锐

的艺术眼光捕捉到具有强烈现实观照，

凝聚无数援疆干部心血和汗水，甚至生

命的电影项目。这是大家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思想的

现实写照，是电影人勇担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的生动实践。

20 多年前，对口援疆成为国家战

略，一批又一批援疆干部胸怀家国、肩

负使命，从全国多地奔赴新疆，将爱洒

满天山脚下。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总编辑张玲就曾是其中一员，《阿克达

拉》引发了她的共鸣。她表示，虽然援

疆回来已经十几年了，但对新疆的牵挂

从来没有断过，“我们在那里结识了众

多当地的干部职工，和当地人群结下了

深厚的情谊，这段经历是我终身宝贵的

财富。《阿克达拉》是援疆精神的一种呈

现，从中可以看到援疆战友对那片土地

的赤诚。”

“文艺创作的基础来源于现实，影片

背后是影片主创的努力，更是一代代援

疆干部长年累月的付出。”中国影协分

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刘冰感叹道，“在片

中，我们看到了新疆的壮丽风光，看到

了援疆干部们不屈不挠的精神，看到了

他们战天斗地的昂扬精神，观影后对援

疆干部们更加充满敬意。”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副团长王晓

旌曾多次去过新疆，观影后她表示，在

镜头、灯光、人物的塑造和妆造的合力

呈现下，片中跟在新疆看到的人、看到

的景、看到的一切相似度极高。她还认

为，影片通过时空交叉，把宏大的题材

从繁到简，非常精练，体现得非常好。

电影《阿克达拉》运用双时空的叙事结

构，体现出两代援疆干部面临的不同困境和

相同的风格精神。影片在叙事和影像上的

诸多特点赢得了与会专家的认可。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皇甫宜

川认为，影片运用历史痕迹、影像符号勾连

起过去与当下，通过展现两代援疆干部的牺

牲与奉献、担当与创新，呈现出了历史的传

承和时代的精神，“影片通过具体的故事和

细节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文明史呈

现在观众面前，相信电影《阿克达拉》所讲述

的援疆经历和心路历程能够让青年一代观

众感受到精神鼓舞和实践动力。”

在影片叙事中，历史和当下两个时空相

互交错，在色调上有明显区别，当下时空色

调正常，而过去的时空虽然充满苦难，但色

调是暖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

卫防对这种处理印象深刻，他表示，观众从

平静的当下时空穿梭到充满暖色调的过去

时空，会自觉以当下的眼光审视过去，获得

一种温暖的基调，“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自然

灾害，但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对过去时空和

岁月的怀念，通过色彩的对比也让观众对过

去时空有了更真切的认知和体验。”

电影《阿克达拉》采用了倒叙、插叙等结

构，将60年的时空通过跳跃式的艺术结构呈

现出来，《文艺报》艺术评论部原主任高小立

认为，这种时结构让影片更有新意，也更容

易被当下的年轻观众接受。她还表示，影片

叙事始终紧扣时代特质，还原了几代援疆干

部的情怀，用浓浓的援疆情践行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时代主旋律。

《阿克达拉》通过维吾尔族小孩

的视点叙述了两代援疆干部在新疆

的坚守和坚持，影片在创作中体现出

的继承和创新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

度肯定。

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

任唐科认为，张忠导演延续了谢晋为

代表的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现实主

义的创作传统，中国电影创作传统的

血脉在《阿克达拉》中得到了赓续。

他表示：“《阿克达拉》中体现的是双

向奔赴，不仅是援疆干部关心和支持

新疆、帮助新疆，新疆多民族的人民

也关怀和帮助从内地去的援疆干

部。《牧马人》中的那个角色也是被当

地老百姓保护，之后安定下来，把灵

魂和根扎在那片土地上，从《阿克达

拉》中感受到了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

作传统和血脉的传承。”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特别欣赏电影的视点选择，他表示

《阿克达拉》为民族题材电影内视点、

外视点的争论提供了鲜活经验，“过

去我们认为只有少数民族的导演或

作者才能进入内视点，《阿克达拉》表

明，只要坚守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

民族一家亲的精神和意识，我们选择

的人物就能够进入内视点，能够让我

们的叙述更有情感力，而这样的故事

和影片可以超越过去民族身份争论，

找到更好的叙事，让故事的表达更有

力量、更有人情味、更能够让人接受、

也更能够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积极作

用。”

“有些故事如果我们再不去讲就

没有人知道了，所以我们有责任讲给

别人听。”在中国戏剧学院电影电视

系主任高雄杰看来，《阿克达拉》是难

得的创作样本，将主旋律题材拍出了

诗意，把个人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紧

密勾连在一起，具有个人史诗的价

值，“诗意来自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和理解，来自于对时空或者对人物的

情感关联和理解，具体到《阿克达拉》

这部电影，诗意来自于创作者对棉花

的理解、对种植的理解、对雪山和戈

壁的理解，不是能够做出来的东西，

而是自然沉淀的东西。”

影片导演张忠从 2009 年开始关注援

疆干部群体，2019 年，他看到了福建省第

二批援疆干部总领队吴玉辉创作的小说

《援疆干部》，心中燃起了创作热情，此后

为筹备影片多次前往新疆。2023年 9月 8
日，电影在新疆昌吉州奇台县开机，拍摄

历时 70天，其间先后转战奇台县、木垒哈

萨克自治县、玛纳斯县、阿克苏地区和上

海、福建等地，工作时长超过900个小时。

成片后，影片更名为《阿克达拉》。制

片人詹梦瑶说“阿克达拉”源自少数民族

语言，意思是白色的原野。白色的原野上

种出了白色的棉花是一个奇迹，和影片把

棉花作为主线的叙事表达一脉相承。

中国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艺评论

家仲呈祥表示，从《援疆干部》到《阿克达

拉》，片名的更改让影片更具特色。他认

为，这部戏从写援疆干部入手，又不仅仅

写现在的援疆干部，“电影用不到一百分

钟的时间展现了六十年的时空，展现的不

仅仅是新时代的援疆干部，更是新中国诞

生后在新疆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几

代人，片中体现着他们一以贯之的民族精

神、民族命运共同体精神和共同建设新疆

的精神，这是艺术应该描写的永恒主题。”

《阿克达拉》聚焦新疆创新种棉过程，

在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看来，

影片通过对一代又一代援疆干部的讲述，

展现着几十年来一脉相承的援疆精神，

“影片视角独特，叙事很集中，尽管有插叙

倒叙，但逻辑非常清晰，一波三折，还有若

干地方戳人泪点。”他还特意提到了影片

的历史认知价值，片中有自愿支疆人员、

组织派遣人员，有的是投奔自己的爱人，

有的是因为分配工作来到新疆，“不同年

代的干部团结起来，历经了很多苦难才有

今天的成果，这部影片告诉我们今天的新

疆来之不易，影片最后采用了开放式的结

局，说明还有很多援疆干部正在默默奉

献，向他们致敬。”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华美

学学会副会长王一川对影片的评价是“化

理为情，以情明理，以情动人”。他表示，

影片将原著小说中重大的题材、高度的理

性、自觉表达的思想巧妙地化为动人的情

感和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田顺地对援

疆事业深深的爱，李怀河对郝春丽六十年

的等待之情，田顺地和李秀敏夫妻共同为

改变新疆面貌的真情付出，郝春丽对新疆

的真情，维吾尔族群众与汉族群众的真情

等多种多样的情感在影片中都有全方位

表达。”

在把宏大理性转化为情感表达的同

时，影片还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李

怀河的仁厚、实干、坚韧、无私奉献，李秀

敏的热情、泼辣、坚强，郝春丽的深情、果

敢、坚毅，以及顾子良书记和维吾尔族群

众古兰姆等人物都鲜明动人，形象都立体

饱满。”王一川说。

◎展现新时代援疆工作成就 铭刻民族情、援疆情、家国情

◎呈现一脉相承的援疆精神 化理为情，以情明理，以情动人

◎继承创作传统创新视点选择 将援疆干部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用影像勾连历史与当下 让青年一代感受到精神鼓舞和实践动力

电影《阿克达拉》出品人刘朝群

《阿克达拉》导演张忠（右）、制片人詹梦瑶（左）

《阿克达拉》监制西尔扎提·亚合浦和主演

张玲 秦振贵

仲呈祥 饶曙光 王一川

侯光明 皇甫宜川 唐科

刘冰 赵卫防 高小立

高雄杰

王晓旌 张忠

援疆干部代表李静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