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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光之子》与“藏地纪录片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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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小鲁

过去我们说“藏地电影新浪潮”，多是指

剧情片部分，对于纪录片的部分很少涉及，也

很缺乏系统的调查与观看。藏地纪录片新浪

潮也许是藏地电影新浪潮的一个新的增

长点。

万玛才旦导演于2023年去世之后，时常

有人和我讨论关于藏地新浪潮的前景和延续

性问题。若在藏地藏语持有者拍摄本地和本

民族生活这层意义上，则这一新浪潮还要继

续延续下去。但这一层革命性的意义其实已

经很单薄了。

万玛才旦刚刚进行藏语电影创作的时

候，所以令人觉得有强烈的革命性，其中一个

原因，乃是在于那是数码时代刚刚开启的时

代。它的革命性和普通人使用数码机器拍摄

普通人的生活这样的革命性是同构的，而且，

这种革命性更适合于中国的语境。

但是在今天，普通人拿起数码机器拍摄

普通人的生活已经是常态，如果继续停留在

这一基本形式上去认定这个新浪潮的意义，

我觉得是有欠缺的。而且，万玛才旦所开启

的藏地电影新浪潮，绝不仅仅是由于藏族人

拍摄藏族人这个形式上，它还秉持另外一层

更深的内涵。

所以当有人问我藏地电影新浪潮作为一

个文化运动，它还能持续多久的时候，我认

为，从上面提到的另外一层内涵的角度来说，

其实在万玛才旦导演去世的时候，藏地新浪

潮就结束了。也许它终结的时间更早，只是

万玛才旦的去世成为一个巨大的象征。

万玛才旦去世前后出现的一些影片也可

以作为同样的象征物来看待。比如万玛才旦

的儿子久美成列导演的《一个和四个》，它意

味着万玛才旦表达范式的被超越，意味着类

型化的电影生产，另外一个象征物是拉华加

参与的《回西藏》，它意味着藏地新浪潮主将

已经开始参与宏大叙事和的主旋律创作。

另外，《光之子》导演卡先加告诉我，松太

加老师已经创作了两部类型片了。同时，如

果万玛才旦尚健在，他也会完成自己创作生

涯的转型。“不再完全是基层的、非都市的、边

缘群体的，不再仅仅是批判性的、文化寓言性

的、藏语的、安多藏区的……这一创作群体目

光开始投向城市，投向企图与更多观众和更

高利益联结的电影方式，他们的目光也从安

多藏区向卫藏地区（以拉萨为代表的藏文化

中心）乃至汉地投射。”

以上是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的表达。

从电影制作的角度来说，这都是正常的现

象。但与新浪潮的本意还是有一些区别。藏

族人的自我拍摄、自我表达同时意味着的是

一种自主、自发，一种独立的表达个性，这是

它的另外一层涵义——但是藏族人也有着不

一样的个性，当他们也有自己更为商业化的

诉求，或者追求个人权利的时候，又有什么不

可以理解的呢？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个时期成

为“后藏地电影新浪潮时期”或者藏地电影新

浪潮的一个新阶段？

在这个时候，我在电影院线里看到了卡

先加导演的纪录片《光之子》，这部纪录片的

监制是万玛才旦。院线放映的藏族人拍摄的

藏地纪录片，这也许是藏地电影新浪潮纪录

片部分的第一部。它的出现让我思考“藏地

纪录片新浪潮”。

在这个范畴之内的藏地纪录片我们了解

得并不多。我最近稍微深入了解了一下，得

力于卡先加导演的帮助，我看了一些藏族人

拍摄的藏地纪录片，包括扎加导演的《索朗热

登》、旦增色珍的《孜廓路》等等，作为藏族人，

他们的确更能敏感地把握到藏地生存的内在

轮廓。

这些创作者年龄大多较轻，对于更年轻

一代来说，拿起小摄影机拍摄自己身边的故

事，这有什么革命性呢？这事发生在北京、山

东，或者发生在云南、西藏，其实都是很司空

见惯的事情，所以新浪潮不能继续以此界

定。而必须去寻找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具

有自己的有力的表达。

而我对于纪录片部分抱有厚望，是总期

待在向真实掘进的道路上，纪录片这种表达

工具拥有自己不一样的优势。在更为主观的

剧情片创作部分，它比较容易被规训，但纪录

片的纪实性往往让它有旁逸斜出的表达，有

生活的复杂的质感，有表达的溢出。它们应

该比剧情片对于现实和个人意志的呈现有不

同的路径和爆破方式。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我们必须做更为

系统地梳理才能下判断。所以关于这个部分

的论述，就此打住。卡先加的《光之子》我倒

是看了两遍，我能感受到它不用于以往的藏

地新浪潮的电影表达方式。虽然它的形式很

简单，但文本中的文化意志还是呈现了不一

样的面貌。

《光之子》拍摄了高原上破碎家庭中孤儿

的生存状态，着力讲述了藏族孤儿梅朵的故

事。少女梅朵父母健在但却成为孤儿，她被

外公外婆收养着。它展现了梅朵的家庭生活

和学校生活，还拍摄了她去草原深处探望父

亲的经过。这部纪录片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

人物形象，就是梅朵这个小女孩，她对于抛弃

了她的父亲有着一种无条件的热爱。

这部电影是温和的。它属于藏人拍藏人

的新浪潮叙事传统，所以我说，这是这部纪录

片和和过去的新浪潮电影建立的是这种最基

本的联系。除此之外，它已经非常不同。在

这个纪录片的叙事中，藏地的元素很少，如果

说万玛才旦的作品强化了藏地的文化符号，

卡先加则是刻意将这个部分删减掉了。甚至

有观众抱怨，他在卡先加的纪录片里面看不

到藏地的文化风情。

卡先加之前曾经在华盛顿停留过，他发

现了黑人和整个社会的一种隔绝，这给予他

很大的震撼，所以他之后在拍摄自己的藏地

纪录片的时候，特别不愿意去强调这种独特

的让人和人隔绝的东西，他希望去捕捉一些

大家可以共通的东西，他的这种意愿贯穿到

了其纪录片当中。

一个人的文化表达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

经验所决定的，新一代藏族电影人的经验与

上一代不一样，他们呈现了藏地纪录片的新

面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藏地纪录片新浪

潮的基本轮廓究竟如何，这都有待遇笔者多

看片子，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继续研究。

何谓域？空间也，有也。中国传统虚实

审美思想是中国艺术和美学的根源，先贤们

因此本立而道生，直接生发了中国古典文

学、绘画、书法、音乐、戏曲、舞蹈包括现代的

电影等艺术形式，形成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和艺术创作方法。老、庄的美学思想就是传

统虚实审美思想，我们的不同艺术形式创作

出了自然和谐、超越形式的美学。然而，电

影是工业的产物，是舶来品，中国美学的电

影百年来依然没有真正形成影响世界的力

量。如何面对中国电影的未来之域？一定

要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寻找契机。

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视觉艺术

相结合

中国美学在中国电影中的体现，是一个

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视觉艺术相结合的

复杂过程。中国美学强调“意境”的营造，即

通过有限的物象表达无限的意境，追求形与

神、虚与实、动与静的和谐统一。在中国电

影美术设计中，中国的文化审美和道家哲学

的虚实结合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这种

原则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继承

上，也体现在对现代审美的融合和创新上。

在电影中体现中国美学的虚实关系，比

如拍历史戏、年代戏，首先注重历史的真实

性，提炼时代的发展脉络，美术设计在历史

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寻求协调性，电影的美

术设计通过造型和色彩、整体和细节服务叙

事，结合当代大众审美和现实主义审美，进

行诗意化的表达与探索，以当代造型手段展

现逼真、写实的历史形象，以及数字媒介技

术与传统电影美术，通过视觉和声音的构

建，使电影呈现出一种东方美学虚实相生的

设计理念，设计体现出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故

事内涵，这才是东方美学设计应当呈现的影

像的现实主义的意义。

道家哲学中的“道法自然”思想，强调顺

应自然规律，追求自然和谐之美。在电影美

术设计中，这可以体现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

和再现，以及对人物与环境关系的深刻描

绘。设计师通过细腻的美术设计，展现人物

内心世界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从而传达

出一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美学理念。在电影

美术设计中，可以通过空间布局、色彩运用、

光影处理等方式来实现，以营造出既有现实

感又有超现实感的场景环境。例如，电影

《英雄》中宫殿中、山水间、胡杨林中的比武，

强烈的色彩，美轮美奂的景观，景物动静结

合人物的动静的对比，创作出中国传统审美

的虚实结合的美学意境。在电影中，这种意

境的营造可以通过空间布局、色彩运用、光

影处理等方式来实现，如电影《卧虎藏龙》中

竹林比武一段，通过竹林、风，演员的飘逸的

动作，营造一种虚实相生的视觉画面，再现

一个东方美学的自然之感，这是一种结合自

然的美学创作方式。

在中国美学中，虚实结合是一种重要的

艺术手法。它强调通过实体形象激发观众

的想象，从而创造出超越具体形象的深层意

义和情感。深刻的东方美学设计的电影可

以让观众感受到故事里面的那个故事，心里

面的那颗心。电影《钢铁意志》中，通过实景

改造和后期视效加工，创造出了具有历史真

实感和艺术真实感的电影世界。这是现实

生活与历史时空的虚实结合。

在电影美术设计中，场景、人物造型、道

具的设计不仅要服务于故事情节，还要传达

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和情感内涵。例如，《哪

吒之魔童降世》中，通过角色形象、道具设计

等，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故事和价

值观。中国电影强调情感的真挚表达，通过

细腻的情感描绘，引发观众的共鸣。如电影

《布基兰》通过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

主题思想，展现了一个东北林区小镇在现代

化进程中的边缘化和居民的失落感。影片

通过真实再现小镇居民的生活状态，强烈的

现实主义色彩，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

生活困境和心理状态。自然风光与人文关

怀的结合，影片色调处理得沉重而温暖，穿

插高纬度的自然风光空镜头，展现了东北林

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反映了人与自然

的关系。小镇中小饭馆、小站美术设计的真

实呈现使影片中的情感表达质朴而真挚，无

论是景物与人、人物之间的亲情、友情还是

爱情，都以一种贴近生活的方式呈现，使观

众能够产生共鸣。

电影中小镇的自然风光和朴素的居民

的平静而温暖的日常生活，体现了电影作为

一种艺术形式的社会责任感。《布基兰》通过

其朴素的美学设计思想和表现手法，不仅为

观众提供了一次视觉和心灵的双重体验，也

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传统

与现代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一部投资很

低的电影，展现了中式美学和传统人文情怀

的文化的视觉世界。这就是中国艺术强调

意境的创造，即通过艺术作品传达出超越具

体形象的深层意义和情感。

实现古典美学精神的现代再造

如今的数字时代，在利用数字技术方面

中国电影美术设计也要有道法自然的美学

追求，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它都是艺术创作

的工具。比如中国电影美术设计通过现代

电影技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元素如

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融入电影创作中。

电影《只此青绿》就是一场关于传统文化的

视觉盛宴，通过色彩讲述了自然的和谐美，

青山、流水、君子之风在节目中得到了充分

展现，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对艺术过程的崇高

敬意。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依然是要融合在

虚拟的电影美术设计中，中国电影美术设计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现代审美

元素。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视觉风格上，也

体现在对故事内容和主题的现代诠释上。

例如，《深海》中的“粒子水墨”技术，就是将

传统水墨画的风格与现代三维动画技术相

结合，创造出独特的视觉体验。中国电影在

美学上不断追求创新，如电影《封神》和动画

片《小门神》《长安三万里》则强化了三维动

画特技特效的运用，依靠它们去实现古典美

学精神的现代再造，为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贡献了力量。

中国电影美术设计还应深度挖掘和呈

现中华民族精神。包括儒家的家国情怀、道

家的自然和谐，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

神资源。通过电影艺术的呈现，可以强化观

众对这些价值内核的认同和传承。如电影

《英雄》《一代宗师》中，通过色彩、构图和动

作设计，展现了中国古代武侠的美学特征，

同时也体现了对和平、牺牲等价值观念的探

讨。中国电影有很强的诗意，都是从传统诗

学中获得滋养，所以这个电影美术设计要超

越再现与叙事功能，重视表现与抒情，重视

营造氛围，呼唤情感共鸣，往往以散文化的

结构形式，弥漫着民族气韵的设计语言。融

合古典美学传统，追求情景交融的抒情意

境，如传统的戏曲片，李翰祥先生的60年代

的戏曲片《梁祝》，影片精美的场景设计如学

堂、十里相送都融合古典美学传统，追求情

景交融的抒情意境，使剧情充满了诗情画意

的东方浪漫主义。

中国电影美术设计深植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土壤中，通过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展现

中国的历史、哲学、艺术和情感。中国电影

美术设计应该紧跟时代脉搏，聚焦现实题

材，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积极关注现实，

热情拥抱生活。通过电影反映社会现实，展

现人民生活，传递正能量。中国电影美术设

计运用现代电影技术和艺术手法，讲述中国

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积极配合电影语言的

现代化探索，对电影叙述方式、镜头运动以及

造型手段的突破，开创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

现代电影语言。中国电影美术设计应该追求

高质量的设计和制作标准，助推剧本创作、演

员表演、摄影表现、音乐制作和后期剪辑等方

面，以提升中国电影的整体艺术水平和市场

竞争力。中国电影应该具有国际视野，通过

跨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统美学，

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总的来说，中国美学在中国电影美术设

计是体现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空间设计，

它要求电影美术设计师不仅要有深厚的文

化底蕴，还要有创新的视觉表达能力，以及

对现代电影工业的深刻理解。通过这样的

融合和创新，中国电影不仅能够展现独特的

视觉风格，还能够传达出深刻的文化意义和

情感价值。

中国的哲学文化的虚实结合为中国电

影美术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内

涵。通过这种设计理念的应用，中国电影不

仅能够展现独特的视觉风格，还能够传达出

深刻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中国意境的中

国方式的中国电影美术设计，是一种融合了

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性的电

影艺术，它既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中

国精神的传播者，更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可以说，中国电影美术设计之域永无止境。

“群山起伏，山花烂漫，一个身背竹篓，腰

别砍刀的老翁在攀登悬崖……”上影集团国

家一级编剧姚忠礼翻出30多年前《葫芦兄弟》

的故事提纲。转眼间，这部首播于1986年的

动画已经38年，依然深受观众喜爱。每次有

新的葫芦娃衍生产品推出，总能登上微博热

搜。原创，是这部作品流传至今的重要因素，

它践行了美影厂的座右铭：“不模仿别人，不

重复自己”。

《葫芦兄弟》从1984年开始筹备，当时美

影厂同时启动了它和《邋遢大王奇遇记》两个

项目，它们也是新中国最早的两部动画系列

片。很多人以为《葫芦兄弟》很长，其实只有

13集。“设定13集的片长，是为了一周播出一

集。”姚忠礼还记得，《葫芦兄弟》的首播在5月

份，平台是央视频道，立刻引起了全国轰动。

在有限的篇幅里讲一个曲折动人的故

事，需要相当高的创作技巧。《葫芦兄弟》剧本

创作从1984年5月开始持续到1985年，经历

了半年多的时间。“之前对系列片剧本创作没

经验，多花了很长时间。与此同时，美影厂对

剧本非常重视，没有好的剧本，动画不会轻易

开工。”

《葫芦兄弟》中有几个很明确的，如今看

来颇具借鉴意义的创作技巧。第一，反派必

须强大。“要让系列片在叙事完整的同时跌宕

起伏、悬念丛生，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

武器——塑造旗鼓相当的反派角色作为对

手。”姚忠礼认为，要让观众感受到七兄弟的

本领高超，他们的对手绝不能是窝囊废。蛇

精、蝎子精越是阴险毒辣，七兄弟单打独斗的

失败越是会揪孩子们的心，戏就好看了。第

二，主角必须有个性甚至有弱点。几乎每个

观众都能熟练叫出葫芦七兄弟的技能，并一

度幻想过拥有某项技能——比如六娃的隐身

术。第三，要有浓烈的情感。以前的动画或

幽默、诙谐，或是突出动作场面，《葫芦兄弟》

则注重情感呈现，其中包含了三条重要的感

情线：穿山甲牺牲、七兄弟反目、爷爷牺牲。

“用情感塑造人物是成熟编剧的标志。情感

是否动人，看你能不能让我‘泪目’。”

“一个文学作品，最上乘的是创造新的思

想，其次是能有传世的人物。”为了凸显人物

个性，姚忠礼在台词上用了一些绕口令的修

辞手法，比如“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

灵”等，简洁明快，朗朗上口。看过《葫芦兄

弟》的观众，说起“如意”来，总能联想起那个

尖下巴、大眼睛，满脸假笑的蛇精。

《葫芦兄弟》播出后，观众反响强烈，美影

厂决定制作续集，并在1991年推出《葫芦小金

刚》。《葫芦小金刚》的故事接续第一部，并沿

用了第一部的大量人物设定，使得拍摄速度

可以加快，也可以降低成本，这些都是基于市

场的考虑。“我们以前没做过续集，《葫芦小金

刚》的推出可以看作美影厂市场思维成熟的

标志。”姚忠礼说。

《葫芦小金刚》只有6集，讲述蛇精的妹妹

青蛇为姐姐、姐夫报仇，把七兄弟抓住炼制七

心丹，结果七兄弟合而为一，成为“葫芦小金

刚”，最终制服妖精的故事。剧情看似和《葫

芦兄弟》一脉相承，但其中包括对拜金主义、

穿小鞋、扣帽子等社会现实问题的讽刺。比

如小金刚在妖精洞中遇到要求“留下买路钱”

的伸手大王，伸手大王开口便说“到我这来不

带点礼物、送点东西就想闯过去，没那么容易

吧”，令人联想起送礼、受贿的不正之风。也

因此，网上一直流传着《葫芦小金刚》“尺度过

大”被禁播的传说。

“《葫芦小金刚》和《葫芦兄弟》一样，至今

还在少年儿童中流传，至于所谓的封禁完全

是无稽之谈。”姚忠礼介绍，《葫芦小金刚》中

讽刺的社会丑陋现象在当时的确存在，“我们

觉得这些内容可以放进去，更多是为了靠近

当下现实，希望引起观众的思考。所涉及到

的现象都是普遍现象，没有具体所指。”

尽管如今看来《葫芦兄弟》老少咸宜，但

当时这部动画有一个明确的受众群年龄定位

——少年儿童，也就是 5 岁到 13 岁之间。因

此，70 后、80 后成为《葫芦兄弟》的首批小观

众，这一代人也被这部动画深深地影响了人

生。出生于1980年的作家马伯庸有一篇流传

甚广的《冷酷仙境与世界尽头——<葫芦兄弟

>人物赏析》，他认为，“《葫芦兄弟》在貌似简

单幼稚的故事后面，其实隐喻着一个关于信

念的故事、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一个关于牺

牲的故事。比起锋利的刀刃，它更像是吟游

诗人的纤细手指，只需不期然地几下撩拨琴

弦，便触摸到了人类内心最深处，总能令我们

在夜里惶然惊醒，然后怆然泪下。”

当年70后、80后的孩子长大了，有的已经

为人父母，也会带着孩子看他们小时候最爱

的动画片，看到两代人同看《葫芦兄弟》的情

景，是姚忠礼最开心的事情。“一部作品能流

传是我们的最高目标，也是最好的奖赏。”他

一直觉得，看动画就像喝牛奶一样。小时候

不喝牛奶的人，大了不会喜欢，从小喝牛奶长

大的人，一辈子也戒不掉。“动画会伴随他们

一生，这代人就是中国动画最大的观众群。

他们对动画的爱是刻在骨髓里的，一旦介入

动画领域，会成为创作的中坚力量。”对于当

下的动画创作，姚忠礼建议青年动画编剧、导

演打开思路，题材要宽泛。“中国动画找到《封

神演义》《西游记》的题库很聪明，但不能一拥

而上，把一个题材做到烂为止。我们完全可

以原创出一个新的、有现代意义的IP。”

姚忠礼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和北

京电影学院编剧班，毕业分配进入美影厂。

当年，美影厂文学组有自己的招待所，贾平

凹、刘心武等作家都到这里写过剧本。导演

桑弧为水墨动画片《鹿铃》当过编剧，漫画家

华君武是《骄傲的将军》的编剧。那个时代的

文学界、艺术界精英和大家莫不集于美影厂，

他们的付出，也奠定了中国动画走向世界的

辉煌。除了《葫芦兄弟》外，姚忠礼参与编剧

的作品还有《舒克和贝塔》，短片《蝴蝶泉》《回

声》《白色的蛋》等。尽管做动画有点阴差阳

错，但如今想来，能为孩子们写作，为中国动

画留下一两部作品，让他感到荣幸和值得。

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在蹭《葫芦兄弟》的

IP热度，比如《十万个冷笑话·福禄篇》就恶搞

了两部作品的人物和剧情，并把蛇精和小金

刚安排为一对恋人。最终，该作品被判侵权

而下架。姚忠礼关注过这一侵权事件，也了

解网络上各种恶搞版葫芦娃的存在。“恶搞可

能迎合了部分观众的口味，但相信真正有抱

负的创作者不会这样做。有精力，不如去原

创更优秀的作品。原创太重要了，中国动画

重新辉煌的希望在原创。”

（转载自“上观新闻”，有删节）

编剧姚忠礼：

中国动画的希望在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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