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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12日，“中国革命历史

电影与民族国家记忆学术研讨会”在北

京电影学院举行。此次会议由北京电

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

电影学派研究部与电影艺术杂志社共

同主办，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探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如何构建民族

国家集体记忆、加深民族成员的身份认

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向心

力，并向世界观众展示中国辉煌的发展

历程和坚韧的民族精神。主要议题包

括中国革命历史电影的叙事方式、中国

革命历史电影的美学取向、电影如何建

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中国革命历史

电影的历史观与英雄观、中国革命历史

电影与世界战争电影的关系等。

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对“中国革命

历史电影与民族国家记忆”展开了热烈

讨论，既有对中国革命历史电影的叙事

方式进行了历史梳理，也对中国革命历

史电影的美学取向进行了归纳总结，并

探讨了电影如何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

记忆与中国革命历史电影的历史观与

英雄观，充分思考了中国革命历史电影

与世界战争电影的关系。此外，本次研

讨会还立足于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立

场，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电影系列议题

的讨论，站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

文化利益的制高点上，为今后的革命历

史题材电影创作建言献策，为电影人提

供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俞剑红从历

史、现在和未来的角度对中国革命历史

题材的电影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

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革命历史电影的

不足之处。他表示，中国革命历史电影

是中国电影学派创作的重要内容，创作

更多的优秀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也是北

京电影学院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毕文宇

认为，在当下电影发展的新节点，中国

革命历史电影在塑造和传播国家的形

象、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是可以着力推

进创作的领域。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

光以“革命历史电影与国家形象”为题，

结合习总书记对于文艺作品的评价和

要求中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

值”，分析当下中国革命历史电影创作

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电影人要

深入了解历史，通过历史细节来呈现历

史的整体，用心、用情、用功、用工匠精

神精雕细刻中国革命历史电影。”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处处长、未来影

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刘军则在主

题发言中谈到，在技术变革的基础上，

观众、审美、情感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因

此革命历史电影也要针对这一变化要

进行新的思考与创新。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赵宁宇

则主要对“中国革命历史电影的英雄

观”这一命题进行深入剖析。他结合自

身创作经验，简要梳理了中国革命历史

电影创作过程中“英雄”的历史演变。

他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英雄

是人民的杰出代表。在新时代，用现代

电影语言塑造英雄形象，形成了中国革

命历史电影的英雄观。 （林琳）

本报讯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共郑州市委

宣传部、郑州市文联主办，中国文联电

影艺术中心电影创作指导处、郑州市电

影电视家协会承办的少数民族题材纪

录片《中国美人》创作研讨会于 9 月 12
日在京举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主任饶曙光，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

创作委员会会长张思涛，北京国际电影

节民族电影展主席牛颂等多位专家学

者参加研讨会。在创作研讨会上，与会

专家从创作初衷、价值观引导、对现实

社会的映照、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分析和解读。

据介绍，《中国美人》将从地理位置

相近的不同民族入手，以纪实的风格来

讲述真实的故事。它将为中华民族文

化建立一部影像形式的、体现人类学和

民族学的生动教科书。

该片导演尚蔚首先介绍了《中国美

人》的创作初衷，她表示，各民族的女性

既是家庭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

也是本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关键力量，

她们不仅代表着本民族的风采，更代表

着中国人丰富美之形象。系列纪录片

《中国美人》，将站在中国的版图上，选

择地理位置相近的不同民族入手，以纪

实和唯美兼并的风格来讲述真实的故

事。

对数民族电影有着多年研究的牛

颂认为，《中国美人》是国家相册、民族

相册、人类学相册，因此《中国美人》的

创作应该向《冈仁波齐》那样的影片看

齐。此外，他还建议影片体现我国不同

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

驹同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影片应涉

及到美人、美事、美物、美俗，用美的角

度来把各民族女性风采，以及美的故事

讲述出来。如果影片能够用女性的视

角把剪纸、刺绣等中国传统文化整合起

来就会更加升华影片主题。”

张思涛认为影片的出发点很好，但

是《中国美人》的题目太大了，不明确。

“主创团队其实是想讲述女性的社会地

位、社会责任，但‘美人’的概念不等于

‘女人’的概念。”因此，他建议影片的切

入点再缩小范围，以小见大，用较为生

动、集中、深入的方式讲述人类学问题、

民族问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赞

成张思涛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更

细致的建议。他说，影片要从最平凡的

人出发，从最独特的个体出发，在原生

态的语境中去寻找和发现影片想表达

的故事和主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赵

卫防表示，希望影片能够从单个民族的

美体现出整个中华民族的美。

电影频道创作部副主任林丽宁提

醒创作团队，一定要破除少女才是美的

认识，对美的认识要更加的宽泛的理

解。“美不仅在于表面，更在于其内心，

内心的善良、内心的力量是现代评判美

的标准。”

饶曙光总结道，《中国美人》是想通

过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意识展现社会、

历史、文化背后更多的层面。在创作

中主创应该以中华民族既是多元一

体，又是一体多元为原则。还可利用

传统与现代作为对比手法让影片更有

张力。 （林琳）

本报讯 9月11日，由中国电影家

协会指导，《电影艺术》编辑部主办的

沪剧电影《雷雨》观摩研讨会在京举

行。影片导演梁汉森，制片人、上海新

文化影业副总经理杨璐，上海沪剧院

党总支书记吴巍现场分享影片拍摄初

衷和创作理念。李准、仲呈祥、饶曙

光、韩志君、李道新、孙丽艳、王人殷等

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当日，与会专家对影片给予较高

评价，认为沪剧电影《雷雨》忠于原著，

不仅保留了《雷雨》原作的戏剧结构、

人物塑造和美学调整，更延续了作品

本身的思想价值取向。不少专家现场

力挺影片，并表示，像沪剧电影《雷雨》

这样兼具戏曲和电影艺术性的影片，

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值得让广大观

众尤其是学生们观看，感受艺术的熏

陶。

自85年前话剧《雷雨》发表以来，

这一部舞台经典先后被多次改编上

演。2019年适逢“名家大会串版沪剧

《雷雨》”公演 60周年，上海沪剧院携

手上海新文化影业打造出实景沪剧电

影《雷雨》。以虚实结合的电影表现手

法，着力塑造了“繁漪”这个人物的内

心世界，以“繁漪”的视角揭示了周家

两代人的爱恨纠葛。

导演梁汉森介绍，话剧《雷雨》是

中国戏剧史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它

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向世人展现了封建

社会的余毒对人格的磨折，唤醒了人

们对旧社会的反抗精神与对新时代的

向往。而沪剧电影中不仅保留了舞台

版本中“盘凤”、“吃药”、“花园会”、“撕

支票”、“四凤独叹”、“五重唱”等经典

唱段，还通过实景拍摄再现了一个真

实的周公馆，展现了许多在舞台上未

充分展示的原著中的经典场面。

谈及此次沪剧电影《雷雨》的改

编，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

准评价，本片很好地完成了对话剧经

典的改编，终于原作的精巧结构和批

判性的精神内核，用戏曲电影的形式

凝练地呈现出来，很好平衡了唱腔、台

词和表演。李准更是建议，像《雷雨》

这种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影片应该推

荐进入我国学生必看的作品目录中。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

认为，影片通过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彰

显了剧的审美优势和审美个性，又保

留了《雷雨》原作的戏剧结构、美学特

种和价值取向。仲呈祥感叹：“多一些

这样的优秀作品，戏曲何愁不能繁

荣？”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

光表示，戏曲电影的意义在于戏曲文

化的表达，在美学意蕴中体现文化自

觉。他评论《雷雨》是一部艺术水准上

佳的戏曲电影，“无论对传统戏曲的观

众，还是对叙事电影观众而言，沪剧电

影《雷雨》都提供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电影艺术》原主编王人殷赞赏影

片在二度创作中精准把握原著的精神

思想，她认为，影片在向经典致敬的同

时更可以让年轻观众了解旧社会的真

面目，更爱新中国。

据悉，沪剧电影《雷雨》已于 8月

27日正式登陆大银幕。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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