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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赵丽

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合作共赢加快“走出去”步伐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电影对外合作交流回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

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

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正所谓‘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

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

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中国电影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将中国

文化推广传播到海外具有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电影与世界各国电影人开

展了广泛合作，共同拍摄了如《风筝》、《风从东方来》、《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末代皇帝》、

《太阳帝国》、《英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功夫梦》、《唐山大地震》、《建军大业》、《狼

图腾》、《长城》、《湄公河行动》、《时间去哪儿了》、《红海行动》等一批优秀作品。合作方式也

从“借船出海”、“联合造船”，逐渐走向了掌握话语权的“自主驰骋、扬帆远航”。

70年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不断繁荣发展，向国际的推广输出步伐也不断加快。在此

过程中，通过“合拍片”的方式“走出去”，明确了中国电影是以中国视角看待人类共通性问

题，如亲情、爱情、全球环境、科技对人类的影响、城市化问题等，在国际电影市场上树立了

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外合拍对扩大

我国的国际影响，增进中外友谊起到了

积极作用，纪录片是这一阶段对外合拍

的主要类型。早在 1949年 9月，中国就

与前苏联开始了纪录片的联合摄制。当

时，两国的制片单位合作拍摄了大型纪

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

国》。1950年，两国又合作拍摄了《中国

杂技团》、《长江大桥》。

其中，《解放了的中国》摄制完成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举行庆祝大会，周

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并讲话，代表中央人

民政府向《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

胜利》两部影片的中苏两国工作人员表

示深切谢意。

1952 年，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后改

为八一电影制片厂）与捷克斯洛伐克陆

军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纪录片《人民

心一条》，两年后，又与捷军队电影制片

厂合作拍摄了纪录片《通往幸福的道路》

和《友谊花朵处处开》。这两部影片分别

介绍了康藏青藏公路，以及总政歌舞团

访问捷克。还是在1954年，解放军电影

制片厂与保加利亚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合作，拍摄了展现保加利亚歌舞团访华

的《载歌载舞访中国》。

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

朗斯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故事片《风

筝》，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中外合拍的故

事片。影片讲述了法国男孩比埃罗通过

一只漂洋过海而来的风筝与中国的小朋

友结下友谊的故事。

《风筝》之后，1959 年，中国与当时

的前苏联合拍了彩色故事片《风从东方

来》。这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莫斯科

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作品，是中苏首次合

作的故事片，通过一种新的视角，展现了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同时

也讴歌了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这一阶段的合拍片，主要展现了新

中国成立后与外国人民的和平友谊，突

出文化交流的作用，也产生了很大的反

响。例如《风从东方来》，被选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片。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

的影片《中华女儿》，也是在捷克斯洛伐

克，1950 年，这部由凌子风执导的抗日

题材影片，获得了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

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

参加这届电影节的还有故事片《赵

一曼》和《百万雄师下江南》等五部纪录

片，《赵一曼》女主角石联星获演员奖，五

部纪录片获荣誉奖状。这是新中国第一

次派出电影代表团和选送影片参加国际

电影节。此后的几年中，中国电影《钢铁

战士》、《白毛女》、《风筝》、《人民的战士》

等影片都在该电影节上有所斩获。

还是 1950 年，“人民民主国家电影

周”在北京举办，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

波兰、朝鲜、越南等国的电影，这是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次举办外国电影的盛会，

对加强我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和

友谊，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

要作用。

1957 年 8 月-9 月，我国首次举办

“亚洲电影周”，16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

代表团来到中国，周恩来总理以及贺龙、

陈毅、郭沫若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和

招待会。电影周在十个城市放映了各国

参加电影周的影片，举办的主要目的是

加强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不仅“请进来”，还要“走出去”，新中

国成立初期，我国电影人携优秀中国影

片远赴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罗

马尼亚、印度、瑞士、法国、南斯拉夫等

国，与当地电影人交流，《解放了的中

国》、《白毛女》、《中华女儿》、《林则徐》、

《梁山伯与祝英台》、《老兵新传》、《宝莲

灯》、《风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聂

耳》、《五朵金花》、《欢天喜地》、《渡江侦

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神笔》、《山

间铃响马帮来》等优秀影片都在海外进

行了放映，获得了观众的赞许，中国电影

开始在国际舞台展现出特有的风采。

在人才交流层面，中国先后派出多

批电影考察团，赴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

等国，全面学习电影艺术、技术和管理。

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日本合

作拍摄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改革

开放以来第一部中外合拍电影。随后，

中日又联合摄制了故事片《敦煌》，中国

意大利合作拍摄《马可·波罗》，并协助意

大利著名导演贝尔托鲁奇在中国拍摄了

奥斯卡获奖影片《末代皇帝》，协助斯皮

尔伯格在上海拍摄《太阳帝国》，与加拿

大合作拍摄了《白求恩》等影片，拉开了

中外电影合作制片的序幕。

合拍片的逐渐繁荣发展，要得益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对外文化

交流蓬勃开展。1979 年 8 月 7 日，中国

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正式成立，成立后与

境外第一部与境外合拍的作品是中美合

拍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之行》，讲述、

介绍、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播出后引起

了巨大轰动，美国人民看到了新中国发

生的巨大变化。

合拍公司成立仅一年的时间，便接

到了是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华拍片申请

213 起，合拍形势呈现出喜人的局面。

例如1982年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

的棋》，中国著名演员孙道临出任主角，

影片于 1982 年 8 月 29 日中日建交十周

年之际，在两国同时放映。该片在日本

被评为1982年度十部最佳影片之一，在

中国获得了政府特别奖。

同年，合拍公司与香港新昆仑影业

共同投资拍摄了两部描写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和清王朝没落宫廷生活的大型历史

故事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并

于次年在内地、香港、澳门先后公映。两

部影片均获得 1983 年度文化部优秀影

片特别奖。

借改革开放之东风，中国电影与欧

美国家的合拍也在这一阶段实现了长足

发展。例如1984年，合拍公司和北京电

影制片厂与意大利想象影业、英国杨科

电影公司签订了《末代皇帝》的拍摄协

议，投资 2000 多万美元。据统计，1987
年影片上映后，各国人士都被影片吸引，

1988 年中国境外旅游者人数较往年增

加了三分之一。

1987 年，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

伯格来到中国，拍摄揭露日本侵略罪行

的故事片《太阳帝国》，这是美国大电影

公司首次在中国排片，上海电影制片厂

协助拍摄。随后几年中，八一厂与加拿

大国籍电影公司合拍了《白求恩——一

个英雄的成长》，合拍公司与日本、香港

的电影公司合拍了《秦俑》、《菊豆》、《大

红灯笼高高挂》，北影厂与香港公司拍摄

了《霸王别姬》。内地香港合拍片《变

脸》、中日合拍《荆轲刺秦王》、中美合拍

《西洋镜》等作品也在 90 年代拍摄并推

出。

随着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深入，政

府在2000年对合拍公司进行了改组，改

组后的合拍公司专门从事对中外合拍片

的管理、协调、服务工作。从成立到改组

的20年时间，合拍公司与50多个国家和

地区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完成故事片、

纪录片的拍摄共计1000余部。

也是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尾声这一

阶段，中国电影开始大踏步走向国际舞

台，中国电影海外放映和获奖进入到爆

发期和高潮期。

数据统计，1978年-1989年期间，我

国共派出电影代表团（组）614 批，2100
多人次；接待外国电影代表团（组）252
批，1000 余人次；参加国际电影节共计

589个；送出影片1500多部次，其中故事

片781部次；共获得奖项近250个。

从时间上看，最早进入北美商业院

线并取得票房佳绩的中国电影是张艺谋

的《菊豆》（1991年3月）。整个90年代，

进入北美的 12 部华语影片全部是类似

于《菊豆》的艺术片或历史剧情片，如《大

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荆轲刺秦

王》等。

从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中

期，第四代和第五代创作的“民俗电影”

是海外获奖的主要类型。所谓“民俗电

影”是指自 1984 年陈凯歌的《黄土地》、

1987 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国际上获

奖后，中国中青年导演所开创的一种影

片模式。这种影片模式一直延续到

1996年，该年度吴天明凭借《变脸》在第

九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导演奖。上

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反映中国当代现实

生活的影片逐渐增加，这些影片往往聚

焦于城镇底层普通人的生活，表现他们

的喜怒哀乐。

（下转第4版）

◎合拍片为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改革开放助力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建国大业》

《《功夫梦功夫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