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主流电影”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的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二

字，无比厚重。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

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直抵人心。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成果

由谁共享、成效由谁评价等根本性问题，体现

了鲜明的人民性。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在以人

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道路上笃定前行。

人民需要文艺。电影作为文艺的一种载

体，更是受到人民的热爱。10年来，数据展现

了的巨变：2013年春节假期，中国电影票房约

7.8亿元；2024年春节假期，中国电影票房突破

80亿元。截至 2023年底，全国银幕总数 86310
块，与 2013年底 1.8万多块相比增幅超 3倍。

十年来，中国电影稳步发展，各方面取得

了长足进步，迈上了新的台阶，中国成为名副

其实的世界电影大国。据统计，中国电影市场

票房排行榜前 50位的国产电影，几乎都是近

10年诞生的作品。这一方面源于十年来中国

电影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源于十

年来中国电影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的佳作。

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新主流电影”已经成

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中坚力量，既能广泛传播主

流价值观，又深受观众欢迎，成为这些年中国

电影最耀眼的存在。

新主流电影正在不断获得价值认同，产生

凝聚人心的力量。新主流电影叙说的故事、传

递的价值，嵌入了我们时代最需要的正能量、

主旋律。无论是深挖历史题材，还是凸显现实

关怀；不管是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表现志

愿军战士的英勇品质，还是展现新时代中国人

民尤其是年轻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新主流

电影通过电影叙事与观众进行精神交流，用文

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激发中国人

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这是新主流电

影的温暖初心，也是其不断发展的有力支撑。

曾在《第二十条》《悬崖之上》《我和我的家

乡》等影片中奉献精彩表演的国家一级演员、

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于和伟表示，社会主义

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

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十年来，我不

断在演艺实践中精进自己的技艺，始终把满足

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在日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积

极地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时代、为

人民创作出更好的文艺作品。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持续发展，精品佳

作不断涌现。特别是新主流电影一次次实现

票房口碑双赢，不断催生“现象级”效应。从大

制作大场面的《战狼》系列、《红海行动》，到聚

焦个体故事的《守岛人》《中国机长》《夺冠》《万

里归途》《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再到集锦式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优质的

新主流电影题材、风格或有差异，共同点都是

以创新的手段讲述动人故事，从历史和现实中

找寻时代脉动与心灵共鸣。

这之中，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展现取得新

的突破，并与类型化、商业化有机结合，涌现了

一批口碑和票房皆佳的作品。如《长津湖》《长

津湖之水门桥》《1921》《悬崖之上》《血战湘江》

《古田军号》《百团大战》《金刚川》《狙击手》《无

名》《解密》等，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

神家园，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赢得了观众

的广泛共鸣。

军事题材影片“战狼”系列、《长空之王》等

贯穿反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主旋律，努力

在灌注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的同时，又展现艺

术的真实意义。《邓小平登黄山》在回溯中将邓

小平的一段历史展示为风光音乐片。无论是

表现缉毒警察的电影《湄公河行动》，还是表现

海军陆战队战士的《红海行动》，都是从真实的

生活出发，发扬中国电影极具东方美学特性的

叙事传统，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

▶现实题材创作

紧跟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关切

十年来，中国电影创作持续繁荣，电影产

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现实题材电影逐渐成

为银幕上的主流。2014年至 2023年电影票房

（含进口片）前十名中，2014年 3部，2015年 4
部，2016年 3部，2017年 5部，2018年 5部，2019
年 5部，2020年 3部，2021年 4部，2022年 3部，

2023年 4部。

《战狼 2》《你好，李焕英》《美人鱼》《红海行

动》《我不是药神》《孤注一掷》《消失的她》《热

辣滚烫》等现实题材电影更是创造了票房奇迹

的“爆款”。其中，《战狼 2》不仅是军事大片，

内核其实是现实题材爱国主义主旋律影片，而

《红海行动》改编自“也门撤侨”的真实事件，具

有浓厚的现实色彩。这几年现实题材电影获

得市场的认可，说明观众对于电影有了新的、

更广泛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评判标准。

历史的褶皱、时代的纹理，往往都隐藏于

日常生活中，需要创作者敏锐地“看到”、呈

现。具有较高社会关注度的作品无一不是切

中时代脉搏、准确反映生活、积极介入现实，如

2014年以来创作的《烈日灼心》《亲爱的》《白日

焰火》《失孤》《闯入者》《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破风》《解救吾先生》《我是路人甲》《我不是潘

金莲》《追凶者也》《相爱相亲》《消失的她》《孤

注一掷》《八角笼中》《保你平安》《学爸》《我本

是高山》《第二十条》《维和防暴队》《浴火之

路》等。

而另外一批新的现实题材影片如《十八洞

村》《中国合伙人》《滚蛋吧！肿瘤君》《旋风女

队》《我的姐姐》《人生大事》《中国医生》《奇迹·
笨小孩》《热烈》《坚如磐石》《出走的决心》《逆

行人生》等，紧扣时代主题和经济社会发展脉

博，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表达积极向上

的价值观，赢得广泛关注。

著名演员、北京电影家协会理事岳红认

为，过去十年里，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演

员，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不仅是故事的讲述

者，更是时代风貌的展现者。从《野山》到《走

着瞧》，再到《走走停停》，每一个角色都是我对

生活的观察、感受和热爱的体现。

她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我们

将继续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

深度、有力度的作品，塑造出被广大群众喜爱

的人物形象，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我不是药神》深层次反映医患矛盾

以及医药改革对于民生影响等问题引发全民

观影潮，并以 9.0高分进入华语电影豆瓣排名

第 8位；以小人物生活映射社会现实的《无名

之辈》成为票房黑马；关注校园霸凌题材的《悲

伤逆流成河》、关注女性境遇的《找到你》、折射

社会现象的电影《一出好戏》《暴裂无声》等影

片表现不俗。《我的姐姐》以安然年轻一代女性

为主人公和第一叙事视角，清晰呈现新时代下

的她所面临的困境与反困境路径。今年春节

档上映的《第二十条》作为聚焦“正当防卫”议

题的法治题材影片，在情与理、公序良俗与法

律法规的平衡求索中，探寻公平正义的真正

解答。

近年，中国电影人也在类型题材等方面进

行拓展和深化，卖座类型除主流大片，扩展到

喜剧、动作、奇幻、科幻、悬疑、动画等。比如

“流浪地球”系列，“唐探”系列，“新神榜”系列，

《影》《邪不压正》《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无双》

《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西虹市首富》《暴

裂无声》《误杀》《刺杀小说家》《抓娃娃》等，这

些影片风格各异，为中国电影的商业类型片探

索提供了新的参照。

现实题材电影，应该要找到这个时代最有

趣最动容的比喻，传达这个时代最真诚的希望

和最动人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

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

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

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中国电影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新时代文艺工作，自

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为时代画像、

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创作出了《滚蛋吧！

肿瘤君》《飞驰人生》系列、《误杀》系列、《“大”

人物》《老师·好》《地久天长》《无名之辈》《送你

一朵小红花》《年会不能停！》《逆行人生》《野孩

子》《三大队》《默杀》等一批现实题材力作。这

些影片的出现，尤其是积极现实主义和温暖现

实主义的新内涵的注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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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

和发展的根本。“传统”二字，无比深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

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

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2023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

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

述，发出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号召。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奋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就电影来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

棠》《姜子牙》《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

《长安三万里》《落凡尘》等动画作品，取材于民

间故事、神话传说、诗词歌赋，将传统人文思想、

价值理念、伦理情感与当代生活和审美意趣相

结合。

著名编剧、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束焕表

示，艺术之美不仅仅在于表达的主题，也在于形

式本身的美，我们创作中经常会有个误区，就是

只要主题是价值观正确的，反映心灵美的，就一

定整体也是美的。

“我们无法通过错误的手段得到正确的结

果，只有通过不断磨练，掌握正确的创作手段、

创作态度、创作技巧，才能达到形式和内容的统

一。我们在创作中要精益求精，避免拼贴、借

用、甚至抄袭。美是艺术的至臻境界，也是我们

不懈追求的目标。”束焕说。

在电影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作者在对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的挖掘和深耕的基础上，扎根现

实、重视原创，进而讲好中国故事的不懈努力。

比如 2023上映的《满江红》《封神第一部：朝歌

风云》《长安三万里》三部国产电影植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传统价值观与当下联结，

通过富有时代气息的电影语言，让观众在沉浸

式的审美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加

深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理解。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导演乌尔善从自

己的创作经历中总结出一个创作规律就是守正

创新，与时代同行。他分析了自己的创作历程，

提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文化宝

藏，当代电影人有着最先进的电影技术，我们站

在时代的浪尖上就有着天然的使命，如何用最

新的科学技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电影作品

的方式讲给当代的电影观众，这是当代电影人

的使命和职责。

“当代电影人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应保持与

时俱进的创新性、保持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自觉性，创作属于时代与人民的电影作品，终

将收获观众的认可。”乌尔善说。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

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

陈出新，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十年来，中国电影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积极深化对外交流合作，通过学习借鉴，在竞争

中提高质量和水平。

未来，电影界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电影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更好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

发展，不断提高艺术水准和受众满意度，奋力谱

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影华章。

■文/本报记者 赵丽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

以人民为中心与新时代同步伐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谱写光影华章

在党领导中国文艺为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

而奋斗的征途上，2014年 10月 15日召开的文艺

工作座谈会是一座继往开来的里程碑。习近平

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

略高度，深刻阐述和科学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如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重大

问题，为新时代文艺事业锚定价值航向，擘画宏

伟蓝图，经过不断丰富发展，最终形成习近平文

化思想。

十年来，中国电影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强

有力的指引下，在总书记和党中央念兹在兹的

关心下，于改革中成长、竞争中壮大，在电影发

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

鼓舞下，中国电影不断完善创作生产引导机制，

充分发挥各类主体作用，在具体组织实践与相

关视野拓展方面，注入改革动力的中国电影展

现出跨越式跃迁的发展态势，迈出高质量发展

的坚实步伐。

十年来，中国电影事业充满活力，创作质量

显著提升，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文化交流不断深

入，新时代电影成绩斐然、成就瞩目。在讲好中

国故事的时代需要下，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

信，潜心创作耕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强化精品创作，做到了将“主旋律”“多样性

类型题材”“转型与探索”和“守正创新”表现得

淋漓尽致，呈现出向上之进、蓬勃之势的喜人

局面。

这其中，《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我和我的父辈》系列作品，党史题材电影作品

《1921》《信仰者》《悬崖之上》《古田军号》等，通

过平民化的视角、类型叙事以及商业化的运作

模式，赢得了观众的共鸣；军事动作类型影片

《志愿军：雄兵出击》《志愿军：存亡之战》《长津

湖》《长津湖之水门桥》《战狼》《战狼 2》《红海行

动》《湄公河行动》《血战湘江》《长空之王》等，贯

穿反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主旋律，在努力

在灌注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的同时，展现艺术

的真实意义；现实题材影片《十八洞村》《守岛

人》《攀登者》《中国机长》《烈火英雄》《穿过寒冬

拥抱你》《孤注一掷》《奇迹·笨小孩》《人生大事》

等，紧扣时代主题和经济社会发展脉博，反映普

通人的情感和生活，赢得广泛关注；科幻类型电

影作品《流浪地球》《流浪地球 2》《独行月球》等，

凭借完整未来世界观、更高工业水准和美学追

求，以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收获了观众的喜爱；

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熊出没》系列、《白蛇》系

列等，注重创作连续性与完整性的系列化作品，

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此外，《唐人街探案》系列、《消失的她》《你

好，李焕英》《满江红》《抓娃娃》《封神第一部：朝

歌风云》等影片为中国商业类型片探索提供了

新的借鉴；《地久天长》《宇宙探索编辑部》《爱情

神话》《白塔之光》等影片滋养了电影艺术的多

样性；《远去的牧歌》《海的尽头是草原》《雪豹》

等影片拓宽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表现视域；

《里斯本丸沉没》《二十二》《喜马拉雅天梯》等纪

录电影体现出作品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

伴随着电影创作的繁荣，电影产业各项数

据指标增长明显。2013年电影市场年票房 218
亿元，2023年票房达 549.2亿元；2013年春节假

期中国电影票房约 7.8亿元，2024年这一数字突

破 80 亿元。截至 2023 年底，全国银幕总数

86310块，与 2013年底 1.8万多块相比增幅超 3
倍。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阶段性成果显

示，2015年至 2016年观众年度满意度均值为

81.1分，2021年到2024年8月份观众年度满意度

均值为85.1分，上涨了4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

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

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电影人聚焦党和国家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伟大历

程与辉煌成就，展现人民群众奋斗创业、追求美

好生活的精神风貌，共同助力电影事业在新时

代再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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