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剧电影《铁门关》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吕剧特色与电影手法
结合的一次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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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是高山》11月24日全国公映
银幕展现张桂梅校长的“燃灯精神”

第二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
推优盛典在珠海举行

本报讯 电影《我本是高山》将

于 11月 24日全国公映，并已于 11
月 17日-19日在全国 24城超前点

映开启。影片根据“时代楷模”张

桂梅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她以

“教书育人”为己任，引领大山深处

的女孩们奋发图强打破命运牢笼

的动人故事。

近日，影片在北京举办了首映

礼，众主创与观众诚挚交流分享幕

后故事。不少观众点赞影片全程

吸睛，看到师生携手奋斗，创造奇

迹的故事，在感动之余也感受到张

桂梅的大爱无私的榜样力量，致敬

张桂梅校长的“燃灯精神”，盛赞电

影有感动、有热血、有温度、有

意义。

导演黄建新观影后表示，

张校长这个角色所代表的不仅

仅是“爱”和“救人”，让学生走

出大山，更是一种信念，一种精

神的象征。吴彦姝、邵艺辉、张

天爱感受到影片里的誓词“我

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所传

达出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

女性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张桂梅校长带

着学生来到影片《我本是高山》丽

江点映场，一同背诵丽江华坪女高

誓词，并与领衔主演海清、片中的

小演员进行了亲切交流。

（李霆钧 姬政鹏）

本报讯 11月 18日晚，第二届

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优盛典暨闭

幕式在广东珠海大剧院举行。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王晓真、中

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为大

会特别推荐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

峰》颁发证书。广东省教育基金会

理事长雷于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主席夏潮等参加活动。

本届大会征集推荐活动共收

到纪录电影作品 32部。其中，《看

不见的顶峰》《穿越烽火》《雪豹和

她的朋友们》《就是要跑》《北京

2022》《萨瓦流淌的方向》《一路幸

福》《不孤岛》等 8 部电影获特别

推荐。

活动现场，全国劳动模范、北

京公交集团 1路驾驶员常洪霞，亚

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攀登者张

洪等优秀纪录电影主人公和非遗

传承人、行业先锋以及纪录电影主

创人员等分享了创作过程中的感

悟和体会。他们再次作为主角走

入大众视野，生动展现平凡人自强

不息、勇往直前的昂扬风貌，传递

新时代向上向善、鼓舞人心的精神

力量。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山东

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山东火龙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聪聪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安乐（北京）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获特别推荐年度纪录电影机

构。同时，“印象珠海”短视频作品

推荐结果也在推优盛典现场揭晓。

盛典现场同时公布《雪豹和她

的朋友们》《穿越烽火》等 10 部作

品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

第二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

中国电影家协会、珠海市委宣传部

主办。大会期间，举办了作品推

荐、焦点对话、新片推介、公益展映

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体

活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澳门中联办、广东

省委宣传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集团）、中国电影家协会、珠

海市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部分省市宣传文化及广播电视系

统、影视制作发行放映机构等相关

负责人，以及专家、媒体、纪录电影

工作者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共

800余人参加活动。

（更多报道见第3版）

本报讯（记者 姬政鹏）今年是谢晋

导演诞辰100周年。11月20日，谢晋青

年电影盛典在浙江绍兴上虞举行。中

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电

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中共绍兴市

委书记温暖先后致辞。浙江省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浙江省文联党组

书记、副主席杨守卫，中国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任仲伦、尹鸿、喇培康、于冬，中

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

少非，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秘书长牛

彤，上海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健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李守白，上海

电影集团副总裁、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

理事长徐春萍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电

影艺术家、专家学者，谢晋友人及家乡

代表参加活动。

张宏表示，谢晋导演是中国电影

史上的一座丰碑、一面旗帜，举办这一

活动，正是向谢老一生辉煌成就和最

大贡献最高的致敬与缅怀，更是对谢

老为时代而歌、为人民创作的艺术精

神的最好传承与弘扬。

温暖在致辞中说，我们将深化拓展

与各方的交流合作，不断加大文化投

入，持续培育产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

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优秀电影作品，努

力推动新时代绍兴电影事业繁荣发展、

再攀新高，为建设文化强省、文化强国

作出更多绍兴贡献。

盛典上还揭晓了“谢晋青年电影扶

持计划”的相关荣誉。《贾思敏的兔子

洞》《调解员》《世媛》《虞美人》《秋日少

年》《爱情刺客》《长路慢慢行》获得“青

年电影扶持计划入选项目”荣誉。《生息

之地》《狮子回头》《高速爱情故事》获得

“青年电影扶持计划优秀项目”荣誉。

白志强、孔大山、杨程成获得首届“谢晋

青年电影新锐导演”荣誉。

（详见第2版）

《红色娘子军》主演祝希娟（右）分享自己的从影经历

纪念谢晋导演诞辰100周年

谢晋青年电影盛典浙江绍兴上虞举行

本报讯 11 月 18 日，吕剧电

影《铁门关》观摩研讨会在京举

办。研讨会由中国电影基金会、

东营市委宣传部、东营市文化和

旅游局主办，戏剧影视界专家童

刚、张丕民、仲呈祥、丁荫楠、陈

涌泉、黄宏、刘星、杨凤一、喇培

康、王兴东、江平、秦振贵、路海

波、皇甫宜川、丁震等专家与影

片主创等共聚一堂，对戏曲与电

影的结合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吕剧电影《铁门关》由龚应

恬执导，吕剧名家荆延国、胡静

华主演，影片取材于清朝年间利

津县历史题材，讲述了利津籍翰

林院候补王会英回乡送功德匾，

发现家乡几级官员一手遮天，虚

报朝廷，打压民举、民愤，草菅人

命的不堪内情，于是微服私访，

冲破重重阻碍查清案情，为民请

命的故事。

戏曲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

艺术形式。戏曲电影的拍摄中，

既要张扬戏曲的写意之美，又要

运用电影的现代技法，通过电影

来放大戏曲的特有本质，虚与实

的 结 合 是 戏 曲 电 影 创 作 的 难

题。研讨会现场，吕剧电影《铁

门关》中演员精湛的人物刻化与

演唱，吕剧民族器乐与交响乐、

高清画面与杜比声响的交相辉

映，都给与会专家留下了深刻生

动的印象。专家们从不同专业

角度对本片以“戏不离情，情不

逾理”的艺术化表达，将吕剧特

色与电影手法结合的成功探索

给予了一致肯定。

（详见第6版）

本报讯（记者 姬政鹏）11 月 21 日，

谢晋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暨“与时代

同行”电影发展主题研讨会在浙江绍兴

上虞举办，祝希娟、王馥荔、洪学敏、朱

时茂、丛珊、徐松子、周建萍、任仲伦、江

平、尹鸿等业界人士与专家学者，共同

就“探讨谢晋艺术精神，共商电影发展

大计”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上海电影

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

和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电

影艺术》主编谭政主持研讨。

作为中国“第三代”导演代表，谢晋

关注民族命运，一生共创作36部经典电

影作品，他用胶片与光影记录下了新中

国的印记：从《女篮 5号》《红色娘子军》

到《舞台姐妹》；从《天云山传奇》《牧马

人》《芙蓉镇》到《高山下的花环》……数

十个故事记录着世事更迁中人物命运

的沉浮，折射出时代的苦与乐，也承载

着他对社会与人性的思考和叩问。

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共叙谢晋导演

的砥砺生平，共话电影艺术的时代发

展。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曾在电影

《红色娘子军》中饰演女主角吴琼花的

祝希娟表示，谢晋导演既是自己的好老

师，也是自己的好朋友。作为中国电影

的一座丰碑，谢晋导演不仅创作了大量

优秀的作品，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

的后辈电影人，“他特别喜欢在影片中

启用新人。在拍摄《红色娘子军》前，他

给我上的第一课，既不是读剧本也不是

谈表演，而是‘下生活’——是他让我懂

得，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也成为我日

后始终坚持的创作方法。”

曾在《天云山传奇》中饰演宋薇一

角的电影艺术家王馥荔回忆了谢晋导

演找自己出演影片的经历，“当时谢晋

导演告诉我，宋薇是一个有着复杂内心

变化、塑造难度很大的角色，他可以通

过这个人物让我知道，什么叫真正的

‘塑造角色’。”王馥荔动情地表示，“谢

晋导演不是灌输式地教演员表演，而是

通过启发、鼓励的方式，让演员主动地

去探索人物、贴近人物。”

曾在《天云山传奇》中饰演周瑜贞一

角的洪学敏则坦言，谢晋导演是整部影

片的总指挥。在洪学敏对人物的塑造感

到迷茫时，谢晋导演告诉她，“你饰演的

角色是‘一道光’”，这一句话立即点醒了

洪学敏，她感慨道：“一位优秀的导演，就

像会‘点穴’一样，能够一下子激活演员

的灵感，为表演创作指明方向。”

“因爱观众而被观众记住，因爱

家乡而被家乡记住，因爱电影而被电

影记住，因爱人民而被人民记住，因

爱祖国而被祖国记住，这就是谢晋。”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家

协会主席任仲伦表示，此次研讨会的

主题是“与时代同行”，这也是谢晋导

演的艺术精神。他说：“谢晋带给我

们的不仅有作品、有成就、还有精神，

我们学习谢晋最主要的是把他的艺

术精神、创作经验，注入到电影强国

建设中去。”

共叙谢晋砥砺生平 共话电影时代发展
——谢晋诞辰百年纪念活动暨“与时代同行”电影发展主题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李霆钧李佳蕾）今年

11 月 21 日是著名电影导演谢晋诞辰

100周年纪念日，中国电影资料馆、上

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特别策划推出

“谢晋百年诞辰纪念展”。当晚，纪念

展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拉开帷

幕，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

和平，中宣部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羽

出席活动。

开幕式上，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儿在致辞中表

示，谢晋先生是上影的导演，上影曾是

谢晋先生燃烧生命的地方，谢晋先生

留给上影的绝不仅仅是36部作品，更

珍贵的是他留下的创作精神。“他将

自己的电影与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成为新中国的形象史和精神史。如

此艺术情感，也是一度过于重视娱乐

而忽视人文精神的电影创作所需要珍

视的。”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

研究中心）党委书记、馆长（主任）孙向

辉在致辞中介绍，谢晋导演的创作饱

含中国电影的民族魂，也记录了中国

电影历史的发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的中国电影工作者。本次纪念展是表

彰其成就，弘扬其精神，向这位中国电

影大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她还提到本

次纪念展的一些影片，是中国电影资

料馆从未对外公开放映的珍贵、罕见

版本，其中有 9 部作品是资料馆精心

修复完成的，“致敬经典大师，保留文

化记忆，传承前辈精神，是我们电影档

案工作者的工作使命。”

中宣部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

心主任、党委书记曹寅，中宣部办公厅

副主任徐红川，中影股份董事、副总经

理任月等参加了开幕仪式。开幕式由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

部主任左衡主持。

本次纪念展将延续至12月29日，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放映 17
部谢晋相关的电影作品。开幕影片为

《大李小李和老李》，值得一提的是，本

次放映的版本是为许多人所不知的原

始沪语版，中国电影资料馆专门为其

制作了字幕。影片放映前，中国电影

资料馆节目策划沙丹为观众进行导

赏，通过历史文献材料的生动展示，让

观众了解了谢晋导演的生平和创作。

本次纪念展放映的作品，涉及谢

晋创作生涯各个阶段，作品年代跨越

近半个世纪。其中，有谢晋担任助理

导演、副导演的《二百五小传》《几番风

雨》《鸡毛信》，担任联合导演的《控诉》

《一场风波》，独立导演的早期代表作

《蓝桥会》《女篮 5 号》《红色娘子军》

《大李小李和老李》《舞台姐妹》，描绘

现实人物的传记电影《黄宝妹》《秋

瑾》，“反思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

人》，以及导演创作后期的作品《最后

的贵族》《清凉寺钟声》《鸦片战争》。

“谢晋诞辰百年纪念展”中国电影资料馆开幕
将放映17部谢晋相关的电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