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影厂历史底片数字化扫描保护工

程是集团抢救、挖掘电影历史，保护、传承

电影文化系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利用高清数字技术扫描对现存的 15万张

北影厂历史底片进行加工，以实现对历史

底片的保护和现代化利用。按照国家档

案局相关政策、规定和标准，结合北影厂

历史底片特点完成了库房建设、制定了数

字化工作管理规定、加工质量标准及加工

流程。2018 年 8 月经公开招投标招选了

具有国家秘密载体印制甲级资质公司，邀

请集团专业经验丰富的离退休专家参与

底检和成果验收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

扫描十余万张，完成验收 7万余张。项目

已接待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文物局领导、

新华社、各界人士、媒体、集团离退休老同

志、艺创中心中青年艺术家、干部职工等

近300人次参观考察，听取建议意见。

◎北影厂历史底片数字化扫描保护工程

《口述历史》影史纪录项目以影像为载

体，以影人口述为媒介，记录下几代电影艺

术家为人民创作，为时代讴歌的电影人精

神，勾画出一幅描绘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

电影拍摄历史的影像画卷。摄制组由北影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组成，自2017年启动

拍摄以来，三期共拍摄著名艺术家及行业

专家代表于蓝、于洋、田华、谢芳、王希钟、

苏叔阳、张亮、霍庄、石小满、马德亮、唐国

强、刘晓庆、斯琴高娃、谢钢、田壮壮、陈凯

歌、尹力、霍建起、陈国星、葛优、张丰毅、陈

冲、丁嘉丽、马晓晴、管虎等共计近 400人

次，累计素材时长700余小时。

目前《口述历史》项目已进入后期编剪

阶段，于蓝、于洋、谢芳等单人片已告完成。

◎《口述历史》大型影史纪录项目

◎北京电影制片厂保护建设工程开工
六大文化保护一体化建设重树中国电影文化地标

2017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圈阅

同意北京电影制片厂保护建设方案报

告。 2019 年 2 月 14 日，中宣部常务副部

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实地考察北京

电影制片厂，作出赋予北影厂历史品牌新

的文化内涵和活力，打造国家电影创作交

流中心的指导意见。

中影集团增强“四个意识”，坚定文化

自信，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统一思想，凝心

聚力，面向老同志、干部职工 17次宣讲保

护建设和承传电影文化的宗旨，2019年2
月20日，北影厂近现代建筑群保护修缮工

程在国家电影局、国家文物局文、著名文

物专家、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及中影集团干

部职工的共同见证下正式启动。中影集

团将按照“保护优秀建筑、传承电影文化、

合理使用建筑功能”的理念，秉承“修旧如

旧”的原则，将保护修缮后的北京电影制

片厂（南区）打造成为以电影创作交流功

能为核心的，集优秀近现代建筑群（办公

区）、电影文化创作区、电影文化交流区、

电影历史陈列区（电影博物馆）、电影文化

雕塑区、电影文化长廊等六大文化为一体

的中国电影文化新地标。

为承传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明德”教

育，为中影集团及电影事业“培根铸魂”，

强化“四力”建设，以《习近平用典》为指

导，中影集团总经理乐可锡博士精选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结合多年领导工作及

理论教育经验，编写开设《读书与格言》系

列讲座，内容涵盖为政、管理、君子、成功、

信仰、学问等领域，自今年初开讲以来，面

向岗位干部、中青年员工已举办多期；为

承传红色电影精神，自2016年起面向集团

离退休老同志和岗位干部员工，乐可锡结

合电影史研究，举办多期《光影铸就的丰

碑 —— 我 党 电 影 事 业 创 建 及 壮 大

(1938-1949)》、《光影铸就的丰碑——与新

中国一同成长(1949-1999)》影史讲座。上

述优秀文化承传系列讲座覆盖近千人，得

到了在职干部职工、离退休老同志的热烈

反响和好评。

◎ 优秀传统文化承传讲座

资助大师出版计划面向中影集团及

各成员单位编导演、摄录美、服化道、洗

印、发行等各领域功勋卓著大师、专家，资

助其著书立说，项目自2016年启动以来已

出版《红色电影事业家汪洋》《新中国第一

代杰出电影事业家汪洋 诞辰 100 周年》

《云文耀影视语言与创作》《成荫画传—从

战士到导演》《电影·生活·梦—霍庄散文

集》《叶式生剧作选》等六部中影集团艺术

家系列丛书。近期将有四部图书、画册出

版，另有近十位著名艺术家书稿正在编辑

和付印中。

◎ 资助大师出版计划

中影集团总经理、北影厂保护

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乐可锡：

守正创新，强化“四力”，承传电

影精神、凝聚鼓舞影人、激励精

品创作，为加快建设电影强国

做出贡献

中影集团总经理、北影厂保护建设

工作委员会主任乐可锡简要介绍了中影

集团文化传承系列重大工程开展情况。

2017年6月，北京电影制片厂保护建设方

案获得习近平总书记圈阅同意，中影集

团的电影文化保护工作开启了新的征

程。2019 年 2 月 20 日，北影厂保护建设

工程在国家电影局、国家文物局、著名文

物专家、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及中影集团

干部职工的共同见证下正式开工。按照

“保护优秀建筑、传承电影文化、合理使

用建筑功能”的理念，秉承“修旧如旧”的

原则，保护修缮后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南

区）将成为以电影创作交流功能为核心

的，集优秀近现代建筑群（办公区）、电影

文化创作区、电影文化交流区、电影历史

陈列区（电影博物馆）、电影文化雕塑区、

电影文化长廊等六大文化为一体的中国

电影文化新地标。

作为北京电影制片厂保护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影集团深入落实中办、国

办新近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推动中

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

高度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紧紧团结

依靠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和干部员工，启

动了“口述历史”、“资助大师出版计划”

“北影厂历史底片数字化扫描保护工

程”、“优秀传统文化承传讲座”等一系列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抢救挖掘电影

文化遗产，继承发扬中国电影精神的文

化承传项目。

2018 年 4 月 26 日，中影集团文化承

传重点项目——《中影史料》隆重创刊，

“影史风云”、“创作回眸”、“缅怀影人”、

“幕后故事”、“忆海钩沉”、“人生偶感”、

“工艺技术”、“人物访谈”、“名片点评”等

版块倾情展示中影集团各成员单位的老

艺术家、老同志们，对国家、对人民的赤

诚之心，多角度、多层次、多维度描绘了

新中国电影不凡的发展历程。刊物旨在

通过“存史、资政、育人”打造展示新中国

电影发展历程的窗口，老艺术家、电影专

家们展示才华、传播光热的舞台，电影研

究文献史料积累的渠道，引领教育青年电

影人的航标。《中影史料》自创刊至今一周

年已出刊四期，共刊载稿件 100余篇，约

56万字。获得了业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和高度赞扬，目前已有几十家单位和近百

位相关领导、艺术家、影史专家订阅。

乐可锡指出，2019 年 2 月 14 日中宣

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长王晓晖，中

宣部副部长孙志军，国家电影局副局长

孟祥林专门到北影厂保护建设工程、北

洗厂危旧房改造工程现场进行了视察，

作出了要把北影厂打造成为国家电影创

作交流中心，赋予北影厂历史品牌新的

文化内涵和活力的重要指示，中影集团

上下倍受鼓舞。在中宣部的有力领导

下，以纪念中影集团成立 20 周年，北影

厂成立 70周年为新的历史起点，在广大

艺术家们的拥护下，在电影口各单位的

支持下，守正创新，强化“四力”，聚焦主

业，紧扣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主线，

通过包括《中影史料》在内的重大文化工

程，大力承传电影精神、总结历史经验、

凝聚鼓舞电影人、激励电影精品创作，为

中国电影人创作更多更好“三精统一”的

优秀电影，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2035
年实现电影强国梦再创新辉煌。

北影厂厂长、《中影史料》名誉主编

宋振山介绍了办刊宗旨及一年来的编辑

工作。业内专家和艺术家热情发言，并

对做好文化传承、办好刊物积极建言献

策（按发言顺序）。

田华（著名表演艺术家）：

《中影史料》给了我一次重温电

影历史的机会，给了我一个学

习的平台

我觉得中影集团做了一件非常有意

义、非常令人敬佩的工作，学习你们这种

敬业精神，对前辈的怀念和颂扬，目的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过电影前辈的接

力棒，向电影高峰奋力攀登，为我国从电

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贡献力量，祝《中影

史料》越办越好。

刘建中（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

局局长、中国电影博物馆原筹

建组组长）：

中影集团历史保护、文化传承

工作系统、完整

中影集团电影文化传承项目包含

《口述历史》、艺术家系列丛书、《中影

史料》和中影影博馆，这是一套完整、

立体、系统的体系。《中影史料》不仅不

忘初心、致敬前辈，更是继承历史、治

学严谨，虽然内容简朴但极具史料价

值，这项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扎

扎实实为了后人，扎扎实实传承后

人。让《中影史料》变为中国电影史的

一本“工具书”。

窦春起（中影集团原党委书记、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收集和编辑《中影史料》十分必

要、意义重大

中影集团和各成员单位在中国电影

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历史与新中国的

历史是同步的，其发展与改革开放是同

行的，一刻也没有离开。收集中影史料

可以再现中影集团在中国电影道路上发

展历史轨迹，彰显其对于中国电影事业

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希望《中影史

料》编辑部继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做好《中影史料》编

辑工作。

尹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影集团

艺创中心国家一级导演、中国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

导演协会副会长）：

做中影集团的影人是幸福的

在当今很多老牌电影厂被忽视历史

的背景下，中影集团迎难而上，花大力

气出版《中影史料》、拍摄《口述历史》

等，体现了中影集团有历史担当，对历

史负责。随着时间推移，《中影史料》的

重要性将越来越明显，它提供了很多中

国电影人的经验和精神，对于今后中国

电影人继续拍摄更好的电影作品提供

了借鉴和极大的精神动力。做中影人

是幸福的。

高汉（北影厂原副厂长）：

《中影史料》成绩可观，展现了

电影国企的担当和魄力

《中 影 史 料》每 一 期 都 大 约 15
万 字 ，成 绩 很 可 观 。《中 影 史 料》的

目 的 是 存 史 、资 政 、育 人 。 中 国 电

影 许 多 前 辈 为 电 影 事 业 奉 献 了 一

生 从 未 离 开 ，中 影 集 团 有 担 当 、魄

力 来 将 中 国 电 影 的 历 史 以 文 字 的

形式留存。推荐三本书，供以后编

撰 工 作 提 供 思 路 和 参 考 。 一 是 参

考《史记》，将重要历史人物单独列

传 ；二 是 参 考《资 治 通 鉴》，总 结 提

炼新中国电影 70 年的精神内涵，上

升 为 理 论 ；三 是 参 考《文 心 雕 龙》，

总 结 和 继 承 中 国 电 影 传 统 文 化 和

中国电影人的智慧。

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盛世修史，《中影史料》体现了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中影史料》连续出版了四期，已经初

具规模。中影集团不仅是中国电影的象

征，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出版《中影史料》

体现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中国电影代表了中国时尚，每个

历史阶段的社会热点和话题都会聚焦在中

国电影上。史料留下来的不仅是电影人、

电影的记忆，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具

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社会学意义。中国电

影、中影集团走过的路，留下的宝贵传统，

通过《中影史料》记载下来，让年轻一代从

中获得经验、获得传承、获得继续推进和提

升，让中国电影的血脉一直流淌。北京师

范大学愿意认真参与、积极推动这个工作，

为《中影史料》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章柏青（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名

誉会长）：

《中影史料》是历史的投影，是

“不忘初心”的历史佐证

创办《中影史料》是非常光彩的事情，

它是中国电影历史的投影，是中国电影人

“不忘初心”的历史佐证，具有重大的历史

意义。为了让《中影史料》在好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建议《中影史料》更加全面，既

要有荣誉史，也要有经验教训；既要反映

重大电影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也要体现

广大普通电影人的历史；既要体现史料的

官方严肃性，也要展现历史的生动活泼。

王佩芳（北洗厂原厂长、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中影集团发展史与中国电影发

展史交织在一起，从不曾分开

电影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体，电影

发展的历史也是电影技术的发展历史，

新中国电影发展史和集团是不可分割

的。以人物的故事生动展现中国电影各

个领域、各个历史时段的发展历程，这个

出发点是很有意义的，希望能进一步加

强，更加全面、深入、系统地做好史料的

编辑工作。很多电影老前辈年事已高，

这一部分人物更要重点采访，完整、真

实、真诚地呈现他们和中国电影发展的

故事。

饶曙光（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

组成员、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

心主任）：

不为名利，造福影人

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很受教育和洗礼，

作为一名电影史研究工作者，深知历史资

料的重要性。历史资料如果现在不关注、

不收集，很可能就会丢失，而一旦丢失就可

能永远消逝了。建议在编辑《中影史料》的

同时，要展开对原始史料的收集；要加强延

伸收集，让史料更加全面；统筹做好工作，

让《中影史料》影响更广、传播力更大。

闫少非（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

组副书记、秘书长）：

《中影史料》兼具代表性、独特

性、丰富性、多面性

中国电影的发展成就来源于深厚坚

实的历史。中国电影强国梦必须从中国

电影发展史中汲取更多不竭的力量。老

一辈电影艺术家在艰苦的条件下，艰苦

奋斗、追求梦想的精神，要传承下去，激

励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中国电影

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什么能取

得今天的成就。《中影史料》作为中国电

影历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具有

很好的代表性、独特性、丰富性和多面

性，祝愿《中影史料》越办越好，让它成为

更加立体、可信、鲜活的电影史料。

屠居华（著名北影厂美术设计师）：

《中影史料》是电影历史的词典

与教科书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人民书写

的。《中影史料》从多个角度，记录了电影

发展历史，无论作者曾经是领导、专家还

是普通工人，他们都从自己角度真实讲

述了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壮大的历史。《中

影史料》既是记录史实，同时也是一本历

史的教科书，一本中国电影历史的辞典；

《中影史料》既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又是

一本内容生动活泼的刊物。非常赞成中

影集团所做的工作，《中影史料》功在千

秋，希望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

郭凯敏（著名影视演员、德艺双

馨文艺工作者）：

行业都在关注票房的时候，中

影集团做《中影史料》很难得

《中影史料》有很多其实值得我们今

天所有电影人学习的东西。如果《中影

史料》采取一种更加大众化的方式，让更

多人参与到《中影史料》中，与《中影史

料》进行互动，我相信有朝一日，《中影史

料》会成为一部中国电影史。让更多年

轻人，尤其导演、创作人员以及观众能够

进入到《中影史料》中来，让《中影史料》

成为一片土壤，年轻的电影人、观众可能

就是一粒种子，在《中影史料》这片肥沃

的土壤上诞生出更多的惊喜。

霍廷霄（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

《中影史料》让我回忆起电影启

蒙的峥嵘岁月

我在北影厂工作生活了 18 年，电影

启蒙老师都是北影厂的著名艺术家。阅

读《中影史料》，让我又回到了那段峥嵘

岁月。为了扩大《中影史料》宣传力度，

建议借鉴美术学会做网站、公众号的经

验，将《中影史料》的文章推广到网站或

者公众号，增加刊物受众面和阅读人数。

王凤麟（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中影史料》是主帅用心、将兵

用功所做的一件大事

中影集团在中国电影的地位和作用

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始

终发挥着领军作用和主要推动作用。创

办《中影史料》是一件了不起、有分量、很

可敬的事，不仅能让历史告诉今天怎么

办，也能够让历史警示未来、启迪未来。

建议《中影史料》按照电影编导演、摄录

美、服化道等各个专业门类设置栏目，让

刊物内容更加清晰；扩大受众范围，增加

发刊数量。

赵秀阁（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

会秘书长）：

中影集团高度重视历史传承，

令人敬佩

感谢中影集团做出决策，整理和编辑

《中影史料》；感谢《中影史料》编辑人员，

他们付出了极大的辛苦和努力；感谢近

100位为《中影史料》供稿的撰稿人，他们

拿起笔书写了这些伟大的电影历史。为

使《中影史料》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地反映

中影集团的历史，建议从八个成员单位重

点年份的纪念册、大事记等材料中，梳理

提炼素材，丰富《中影史料》的内容。

李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史学研究室副主任）：

想与每一位电影史学研究者分

享《中影史料》

当我看到《中影史料》这本书如获至

宝，觉得真的很有收藏价值，里面很多内

容是我闻所未闻的，真的太珍贵了。在

中国电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新中国成

立以后的历史资料是很缺乏的，《中影史

料》为新中国电影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

的历史资料。建议将书中的图片放大，

因为这些都是原始图片、直接史料，极具

历史价值；除了主观史料外，还应增加客

观史料，包括原始档案、图片、资料等，为

中国电影史研究人员提供更多原始的历

史资料。

朱承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

经济与技术经济所副研究员）：

聆听和感受到电影前辈的历史

和情怀

认真阅读了《中影史料》，今天现场

又聆听了各位电影前辈、电影专家的发

言，很受感动，感受到了电影前辈的历史

和情怀。《中影史料》是记录中影集团历

史的刊物，定位是中国电影史的补充，定

位很明确。作为电影史料，为使《中影史

料》更具有权威性、准确性和专业性，编

辑部要在这三方面强化做好工作。

朱天纬（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目

研究部原副主任）：

《中影史料》承传民族电影红色

血脉、红色基因

中影集团文化保护传承工程是全盘

的考虑，体现出的是对国企历史的尊重，

是对于民族电影文化的自信。中影集团

和各成员单位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份历

史中蕴含着民族电影文化与生俱来的红

色基因、红色血脉，保护和传承这段历史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使

《中影史料》作为一本综合性史料刊物，

建议《中影史料》开设电影各行当、重要

人物、成员单位等设置专题，让《中影史

料》能够更加全面地展现中影集团和各

成员单位的发展历史。

守正创新强化“四力”
抢救挖掘民族电影文化遗产 继承发扬中国电影红色精神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影史料》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9年5月9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共同举办的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影史料》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活动主办方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中影集团总经理、北影厂保护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乐可锡，特邀嘉宾著名电

影表演艺术家田华，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中国电影博物馆原筹建组组长刘建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影集团艺术创作中心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尹力，著名影视演员、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郭凯敏，中国电影制片人

协会、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等行业协会学会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艺术家，与《中影史料》编委会委员们齐聚一

堂，围绕《中影史料》的主题思想、史料价值、时代意义等开展研讨。研讨会由中影集团总经理乐可锡主持。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代表中国电影家协会向出席会议艺术家、嘉宾表示欢迎。张宏指出，今年是新中国建国7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和北影厂成立70周年，同时又是中影集团成立20周年，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中影集团举办

《中影史料》研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习总书记要求“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本次研讨会以《中影史料》为载体，回顾光荣岁月、峥嵘岁月、美好岁月，不忘初心，致敬前辈，希望通过《中影史料》研讨会

总结过去多年经验，为建党100周年、党的20大等重要时间节点电影的创作、创新、改革、发展提供更多思路和方向，让我们电影工作者们撸起袖子，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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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春起（中影集团原党委书记、中国儿童
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高汉（北影厂原副厂长）

郭凯敏（著名影视演员、德艺双馨文艺工
作者）

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霍廷霄（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 李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史学研
究室副主任）

刘建中（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中
国电影博物馆筹建组组长）

饶曙光（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中
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

田华（著名表演艺术家）

屠居华（著名电影美术设计师） 王凤麟（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

王佩芳（北洗厂原厂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闫少非（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
秘书长）

尹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影集团艺创中心
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

章柏青（中国电影评论协会名誉会长）

赵秀阁（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秘书长） 朱承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技经所副研究员） 朱天纬（中国电影资料馆编目研究部原副
主任）

出席研讨会嘉宾合影 中影集团总经理、北影保护建设工委会主任乐可锡介绍中影优
秀传统文化承传工作情况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致辞 《中影史料》研讨会现场

中影集团优秀电影文化承传系列工程展示

著名艺术家田华等代表们踊跃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