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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年演员来说，拍不出好的作品，塑造

不出有内涵、有温度的人物形象，无论多大的流量

都是‘过眼云烟’。唯有拍摄出好电影，塑造有质

感的角色，才是一个青年演员的安身立命之本，也

是发展的基石。”谈到好作品对于青年演员的重要

性，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

近几年，很多青年演员都在大银幕上成功塑造

出有温度、有质感、有内涵的人物形象。例如演员

易烊千玺在《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奉献

了精彩的演出，兼具隐忍、沉稳与热血，极富感染

力，并凭借《少年的你》中刘北山一角提名第33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获得第35届大众电

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演员彭昱畅出演了《我和我

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夺冠》、

《革命者》、《燃野少年的天空》等多部影片，充满青

春气息，演技愈发成熟；演员杜江在《烈火英雄》、

《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中塑造了众多形象鲜

明的角色，引发观众共鸣；演员刘浩存一经“出道”

便惊艳众人，在《送你一朵小红花》、《悬崖之上》等

之后，其主演的《四海》将于明年大年初一上映；演

员张一山在《守岛人》、《古田军号》、《血战湘江》中

挑战了不同类型的角色，导演陈力对他赞誉有加，

并呼吁青年演员更多地参与主旋律电影的拍摄。

饶曙光表示，易烊千玺、张一山等演员为青年

演员树立了比较好的典范。行业也需要更多青年

演员在不断提升演技之外，也在做人层面为青年

人树立学习的典范。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导演梁君

健表示，演员的表演甚至决定了一部艺术作品是

否能够打动观众、打动多少观众，也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市场价值。优秀的青年演员不

仅要接受长期的专业训练，更要向生活学习，根据

具体的艺术作品揣摩角色，与其他创作者一同确

定最佳的呈现方式。

新时代青年演员观察：

要坚持德艺双馨标准 靠作品而非靠“流量”

■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未来

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

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

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

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

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

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

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

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

望！”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人

接力奋进，一批又一批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新力

量”顺应时代需要，积极投身

艺术实践，用智慧、才华和心

血向广大观众奉献了丰富多

样的精神食粮。青年剧作扶

持计划、电影导演“青葱计

划”、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等

为青年电影创作人才搭建舞

台、提供服务，产生了一批具

有创新意识和较高专业素养

的核心创作团队，新一代青

年电影人已经逐渐挑起电影

创作生产的重担。

例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重点献礼影片

《革命者》由青年导演徐展雄

执导；《1921》汇集了演员黄

轩、王仁君、倪妮、刘昊然，编

剧余曦等青年电影人才；《燃

野少年的天空》由青年导演

韩琰，青年演员彭昱畅、许恩

怡、张宥浩等共同创作完成；

电影《长津湖》的领衔主演易

烊千玺则是出生在“千禧年”

的00后……

2021年全国电影工作

会提出，要强化人才培养，坚

持德艺双馨标准，发挥好电

影界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作

用，汇聚电影强势复苏发展

合力。当前，中国电影正处

在由大向强跨越的重要历史

节点，使命光荣，任务艰巨。

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

源、电影强国首先是电影人

才强国的意识，把人才队伍

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完善培养机制，提高学养素

养，优化人才结构，加快培养

德艺双馨的电影人才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繁荣文艺创作、推

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

要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领军人物，建设一

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

当前，中国电影正处在由大向强跨越的重

要历史节点。2021 年全国电影工作会指出，要

加强创作人才培养，为编剧、导演、演员等创造

学习机会和创新环境，发扬中国电影“老中青，

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一批人民喜爱、市

场认可、享誉国际的名家大师。要充分利用文

化名家这“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和宣传思想文化

青年英才计划，发挥好引领和激励作用。要突

出对新的文艺群体的培养，延伸工作手艺，扩大

工作半径，建立有利于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体

制机制，实现创作培养人才，以人才推动创作的

良性发展。

饶曙光表示，电影强国离不开电影生产力

的不断培育和释放，只有电影生产力不断培育

和释放，才能够多出好作品高质量的作品，真正

实现中国电影的可持续繁荣发展。对于青年演

员来说，能够真正塑造出留得下的银幕形象，能

够在电影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最重要的是不

断提升自己方方面面的素质和素养，演艺事业

拼到最后，既要拼专业的能力，更要拼精神和思

想的境界。

“对于青年电影人，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

心和保护，因为关心和保护青年电影人就是保

护中国电影的生产力。只有中国电影的生产力

不断提升和发展，我们才能在电影强国的道路

上走得更稳。”饶曙光说。

2020年12月29日，电影界职业道德建设委

员会成立大会在京举办。委员会的成立既是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

也是中国影协进一步加强电影工作者职业道德

建设、推动电影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饶曙光认为，电影界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

的成立，能够为电影行业创造一个风清气正的

环境，同时也为青年演员的健康成长提供更多

引导与支持。

梁君健表示，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社会

公德和行业协会的约束也非常重要，要旗帜鲜

明地为社会树立正确的导向，明确基本的规则。

此外，他建议加强对“理性追星”的舆论引

导，多进行与创作、表演、艺术相关的报道，控制

对于个人隐私、违背社会良俗、捕风捉影式的报

道。更为重要的是，要丰富青年人的文化供给，

让年轻观众有更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选择，提供

更多有品质的文化产品。

近年来，在各级电影主管部门的引导、扶持

下，青年电影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平台，也为年

轻观众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精神食粮。

由国家电影局、中央宣传部电影剧本规划

策划中心主办的“青年编剧扶持计划”，自开

展至今已有 11 年，越来越得到业内支持、同行

认可。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已成功举办五届，

旨在全方位整合中国电影新力量，促进电影产

业发展。每届新力量论坛都会邀请到数十位

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和专家学者

一起就中国电影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深入交流

与沟通。

再比如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的“青葱

计划”，近期热映的《兔子暴力》便是脱胎于这

项扶持计划。还有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华

语青年电影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创办、财

政部专项文化资金扶持、中国文联重点支持的

“聿影计划”等。宁浩“坏猴子 72 变电影计划”

采用新生代电影人搭档资深影人的创作模式

助推新力量成长；陈国富、周迅、陈坤、乌尔

善、舒淇等创立了山下学堂；黄渤推出“HB+U
新导演助力计划”；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青年导演培育计划等也都在密切关注和帮助

电影新力量。

随着国内各类电影节展的日益丰富，培养

电影人才纷纷成为各个节展的重要一环。上海

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电

影节、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平遥国际电影展等都推出了各自的创投或

青年电影扶持计划。

饶曙光表示，青年电影人正身处一个最好

的时代，更应当珍惜自己，珍惜时代，珍惜国家

和社会提供的成长空间和优越条件，能够在德

艺双馨的路上走得更远，塑造出更多、更好的银

幕角色。

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演员对于艺术作

品的重要性无须赘述，而作为社会公众人物，演

员更应当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近一段时间，

部分青年演员火速“塌房”，不仅触碰道德底线，

更触犯法律红线，导致“人设”崩塌、锒铛入狱。

饶曙光认为，电影演员是社会影响很大的公

众性人物，应该全方位提高自己的素质，追求德

艺双馨，以德为先，这是作为演员的道德、规范

和前提。同时，很多青年演员作为公众性人物，

其一言一行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意或

无意都会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以及对社会和人生

的看法。

因此，对于青年演员的培养与引导要按照

“德艺双馨德为先”的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文

艺观的教育，加强职业道德、职业精神的教育，

引导电影工作者更加自觉追求崇高价值、加强道

德修养，以高尚的道德情操、真诚的艺术态度、

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做先进

文化的建设者、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社会风尚

的引领者。

同时，要加强对具有专业素养、专业技能、专

业精神的各类人才培养，提倡和弘扬“戏比天

大”的优良传统，以工匠精神对待每一个细节、

每一处场景、每一句台词，精益求精、精雕细刻、

精心研磨，追求电影创作更高的艺术境界。

曾有一段时间，“粉丝电影”、“粉丝经济”在

电影圈盛行，“唯流量论”导致一些高票房、低口

碑的电影涌向市场。饶曙光表示，“粉丝文化”

对于电影消费确实有着助推作用，带来了流量，

甚至带来了观众数量的增长，但这不是正常的现

象，而是背后资本力量的运作。

“我们一直倡导好作品是硬道理，但对于一

些年轻观众来说，还是会受到‘粉丝’文化的影

响。”饶曙光说。

近来部分青年演员违法行为被曝光后，部分

“粉丝”利用网络平台声援违法人员，甚至也触

犯了相关法律。《人民日报》发表了《为“偶像”底

线都不要了？如此畸形的“饭圈文化”必须根

治》的评论。文章指出，根治畸形“饭圈文化”，

有关部门需要协同发力，针对这些背后的力量精

准施策，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形成维

护正能量的“雷霆之力”。

饶曙光表示，“饭圈文化”的出现并非偶然，

除了价值观层面的混乱之外，更具决定性的是资

本力量。资本的无序扩张，是“饭圈文化”形成

的主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规范“饭圈文

化”是必须的，需要有长期性、综合性的对策和

方法。

◎塑造出有内涵、有质感的角色
乃青年演员立身之本、发展基石

◎创新体制机制释放生产力
营造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的环境

◎身处一个最好的时代
青年电影人大有可为，要担当作为

◎以高尚的道德情操、真诚的艺术态度、
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