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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的新疆

本土儿童电影《小马鞭》荣获第36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提名。我身

为这部电影的文学编辑，满怀喜悦的心

情难以言表，我的思绪瞬间回溯到那些

与主创团队挥洒汗水、无畏攀登的日日

夜夜。在与主创团队共同完成《小马

鞭》剧本的过程中，我深入到每一个细

节，理解每一个角色，解读每一个故事

节点，全身心投入到这部电影的创作之

中。电影是文学与影像的完美结合，我

很荣幸能在这部电影中用文学的笔触，

以电影的语言与主创团队共同为观众

呈现一部触动人心的儿童电影。今日

的荣誉不仅是对《小马鞭》这部电影的

肯定，更是对我们全体主创团队辛勤努

力的最大鼓舞。

《小马鞭》刻画了新疆阿勒泰哈萨

克族少年昂萨尔在赛马道路上的层层

挑战与坚忍尝试，以及他最终实现自

我突破的励志历程。整个故事篇章紧

凑、简洁凝练，既揭示了儿童的成长之

路，也巧妙地记录了阿勒泰地区赛马

文化和冰雪文化的流传。这两者之间

的交织，成功定格了新时代新疆各民

族少年的精神风貌，使我们的观众得

以一窥他们坚毅、乐观、勇敢、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

电影以明确的主题聚焦儿童，并以

儿童的视角描绘出一个纯真而多彩的

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触动人心，

正是因为它无比真诚的回归人性，展示

了儿童如何通过对周围人和社会环境

的认知而成长与改变。《小马鞭》并未借

儿童之名来美化或虚构现实，反而它深

刻地反映了新疆少数民族儿童的生活

现状，揭示出他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坚韧不屈、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

在最初的采访过程中，我发现了居

住在阿勒泰的孩子对赛马的特别情

感。当地的“马术进校园”活动让这些

孩子们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些威武的生

物，并传承了赛马的传统，这个题材和

我过往接触的完全不同。骑马看似简

单，但实际上需要天赋和不懈的努力。

昂赛尔精神远方的驱动力是什么？这

是我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也是剧作创

作的基石。

在一个犹如桃花源的环境中成长，

昂赛尔爱上了骑马，然而他父亲的反对

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为了塑造这

个角色，我需要抓住昂赛尔成长历程中

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并构建出剧作的脉

络和结构。昂赛尔的父亲成为我选中

的关键人物，他不仅承载着与过去支边

青年的深厚情谊，更代表了几代人共同

的信念和理想。正是在父亲潜移默化

的影响下，昂赛尔身上展现出了草原少

年特有的气质——坚定、勇敢、友爱。

有了生动的角色定位后，我需要深

入描绘他的情感、经历和生命意义。我

想《小马鞭》应以人的心理世界为核心，

在思想内涵和人文情怀上避免“标本

化、概念化”，从而在更高层面上回归电

影美学，展现少年世界中的哲思与

诗意。

在电影《小马鞭》策划阶段，主创团

队便设定了一种明快活泼的基调。全

片故事情节丰富热闹，人物性格各异多

元，摒弃了过度的矫情和冗长的台词，

而选择用稳重扎实的笔行，配合清晰简

洁的语言，不时穿插适当的幽默元素，

以此深化对角色性格的刻画，推动剧情

的延展。主创用如诗如画的叙事手法，

以精细细腻的文字雕塑了这个电影中

鲜活的人物形象，并展现出他们的各种

情感、善良坚韧的品质，使得角色更立

体生动，让观众仿佛亲历了视觉与心灵

的双重盛宴。

《小马鞭》的叙事结构独特而自然，

虽然并未刻意强调民族元素，但是通过

对情节和人物关系的精心雕琢，使得民

族文化和风情自然地融入了剧情中，让

整个故事更有张力和吸引力。这种对

民族文化的细腻理解，对赛马文化、冰

雪文化的独到见解，让这部电影在叙事

技巧上展现出了创新，使其在细腻的情

感描绘中，更具有审美深度和艺术

魅力。

对我来说电影不仅是艺术的呈现，

更是情感的释放和语言的回响。然而

当我深入创作、当我将情感与灵感融入

每一个镜头、每一段叙事时，我发现电

影拥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一种力量，

一种可以在荒芒的现实世界中点燃希

望，给人在冷酷的生活中温暖心灵的力

量。这种感觉在我参与制作《小马鞭》

时尤为明显。《小马鞭》并非仅仅局限于

儿童电影的标签，它更像是一道指引前

行的灯光，一根燃烧着希望的火炬。在

编织昂萨尔生活经历的故事线索中，我

和主创们共同寻找到了与观众共享悸

动人心的希望与梦想的桥梁。

因此《小马鞭》在我眼中远超越了

一个普通的儿童电影的范畴，它洗涤了

内心，用电影的独特语言唤起我们对美

好未来的向往和期待，更展现出电影的

无限可能性。在这个既缓慢又引人入

胜的故事中，我们见证了昂萨尔如何登

上马术比赛的荣誉领奖台，如何与他的

哥哥达成和解，如何深深感受到父母的

爱，并如何铭记自己与朋友之间的约

定。在大家的呵护和引导下，昂萨尔经

历了一个充满爱和挑战的成长旅程。

父亲的深沉与阿勒泰草原的圣洁深深

地净化了他的心灵，塑造了他那无畏和

积极向上的性格，从而确立了整部电影

纯真质朴的基调。我试图通过草原无

垠的天地，来描绘出少年骑手们无尽的

精神力量。当人站在草原的天地之间，

身体可能重沉，但精神是飞扬的，这正

是我要传达的草原少年昂赛尔的精神

性格——深沉而又不断上升。《小马鞭》

强调了回归人性、净化心灵的重要性，

昂萨尔的成长历程就是一个从人性出

发的探索之旅。他经历的一切，他做出

的选择，都反映了一个孩子在社会环

境、生活压力、家庭背景等多方面影响

下的心理变化，展现了人性的丰富多

样。他的故事仿佛一面镜子，映射出我

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于成功的渴望、理

想的追求，以及在现实压力面前的无奈

与痛苦。《小马鞭》故事结构、人物描绘

与深邃的主题内涵不仅探索了全新的

儿童电影创作路径，也为未来的电影创

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学习。如果说

艺术是生活的镜子，那么《小马鞭》则是

那面引导我们向前的镜子，在其中我们

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社会，当然也看到

了未来的希望。

《小马鞭》通过儿童的视角揭示出

社会的真实面貌，这种视角并非简单的

天真烂漫，而是通过儿童的经历抛出深

具洞见的社会观察。通过再现个体经

历，以及和时代、历史背景的交织，真实

且丰富地反映出新疆各民族青少年的

幸福生活。《小马鞭》不仅是电影艺术的

一种表达形式，更构成了对历史和现实

的关注和再现，它的叙述方式和主题内

容，都充分显示了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现

象的特性，进一步拓宽了我们对电影艺

术的理解和诠释的视角。

作为一名电影文学编辑，我深知电

影的重量──它不仅满足了观众对娱

乐的期待，更蕴藏着我们对社会责任的

担当。少数民族儿童电影构筑了一个

独特的类型，这一形态既囊括了儿童电

影的核心元素，例如直观的叙事方式和

易懂的语言，同时也深度解读了少数民

族地区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

因”至关重要，它不仅构成了影片的骨

髓，也是赋予整部作品色彩和质感的决

定因素。这使得《小马鞭》成功完成了

承载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同时实现了

功能与艺术的有机融合。在用流畅的

电影语言和艺术手法的同时，生动展示

了中国的多元民族文化，使电影不只是

娱乐的工具，更成为传扬和弘扬民族文

化的重要载体。

电影既是我深爱的艺术形式，也

是我生命旅程中的灵照之火，它让我

坚热爱生活，也帮助我理解和体验生

活。我希望《小马鞭》能像一首动人的

诗篇，深深触动观众的内心，让大家感

受那份始终如一的热忱，那份永不止

步的追梦力量。我期待每一个看过这

部影片的孩子，都能从中学到坚韧与

勇气，也能洞见关于友爱、梦想的深刻

智慧。愿《小马鞭》中所播撒的温情与

智慧的种子，在春日的阳光下，滋养更

多人的心田，让他们流连在这个美丽

的新疆故事中，一同感受电影带来的

欢欣和感动。

拍摄一部儿童片是深藏在我心底的一

个梦想，在新疆阿勒泰终于找到了梦想的

养分，在那里我有幸接触到了马术进校园

活动中的老师与孩子们，他们对马术的热

爱和执着让我眼前一亮，瞬间引发出拍摄

一部关于马术的儿童电影的灵感。很快我

就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天山电影制片厂领导们的鼎力支持，让我

无比感动，同时也倍感压力。而那种内心

汹涌澎湃的激情与不安，正是电影创作的

原动力。从业十余年，我深知每一部电影

的诞生都如同走钢丝，挑战孜孜不倦。而

此次面临的挑战——创作一部能触动人心

的儿童电影，更是摆在我创作生涯中的一

座高山。在听取了编剧关于影片的深度策

划，包括整体构架、人物走向的多次构思

后，我对这位少年骑手的形象有了更深的

认知。我看到了他的坚韧与不屈，他的热

爱与追求，以及他在成长道路上的欢笑和

泪水，这一切都让我更为坚定要把这个故

事呈现给观众。

一、我对这部影片的定位

三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我踏入了阿

勒泰这片充满洁净与纯真的土地。禾木村

落、喀纳斯景区、额尔齐斯河——一切都显

得那样宁静而奇妙。阿勒泰的赛马文化、

冰雪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在一起，犹如一

条丝带，巧妙地串联起对生活积极向上、充

满坚强、乐观、勇敢精神的新疆各民族少年

形象。在我心中最美的风景，始终是少年

们驭马草原，战胜困难的挺拔身影。主角

昂萨尔，就是这些硬朗少年形象的具化。

在《小马鞭》这部电影中，我力求通过

镜头展现少年骑手们的热血与力量，我希

望借着昂萨尔的形象，将那份充满斗志的

少年力量洒向每一个观众的心田。我用细

腻且强烈的影像语言，让观众在电影的震

撼之中，见证少年们如何策马奔腾，如何挑

战生活，如何飞跃成长，给观众一次深刻而

震撼的视听冲击。

二、动静结合表达青春活力

少年骑手的形象在观众心中已有属于

自己的座位，《战马》《奔腾年代》等电影通

过精湛的叙事技巧，塑造了无数个赛马英

雄的形象。而阿勒泰马术进校园，则以其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本地古老的马术文化，

为我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创作路径。在我眼

中讲述现代少年骑手的故事需要一种新的

视觉表达方式，我希望能从更独立的角度

去捕捉并展现他们的精神风貌。这不仅表

现在电影的造型、镜头语言上，也体现在人

物服饰、整部影片的色调和光感上，它们共

同营造出一种鲜明的视觉效果给人留下深

刻的印象。

1、镜头语言

在拍摄方式上，我选择了动静结合的

影像表达。静态镜头主要展现村落宁静的

氛围，以及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作为一部

儿童片，《小马鞭》更加关注少年们的视野

与世界。因此我积极尝试用少年的视角去

捕捉世界，让观众得以浸入人物的心境，从

而更贴近他们的情感与体验。而运动镜头

的应用可以直接调动观众内心对于生活中

运动场景的视觉感受，当马蹄疾驰掀起草

原上的漫天尘埃，那种淋漓尽致的感触会

瞬间点燃观者的激情，唤起大家对草原飞

驰的视觉记忆，更直观地展现出草原的万

千气象，营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借

助这样的镜头语言和表现方式，我期望把

每一次马蹄击打土地、每一次少年挥鞭策

马的瞬间，都转化为电影中最精彩的一幕。

我希望观众在看到这部电影时，能被

少年骑手们的热血与坚韧所感动，能感受

到他们青春激情与生活理想的碰撞。我愿

以《小马鞭》为媒介，唤起每个人心中对那

段青涩、深刻的少年时光的记忆，让这部电

影成为一部触动心灵、饱含活力的影像

之作。

2、美术

在美术和造型设计中，我尽力展现草

原民族——哈萨克族的独特诗性。这不仅

要求我们精心打造出大写意的环境造型，

更需要深入地展现赛马文化中的独一无二

的景观。我们希望通过影片，让观众能够

深入感受到这个民族的鲜活生动和富有层

次的文化底蕴。为了加强草原的雄浑景象

和视觉冲击力，我有意减弱了过于繁复的

装饰元素，尽可能地保持画面的纯粹和简

洁。在色彩选择上，我更倾向于使用棕色、

黄色等大地色彩，以营造出清新、纯真且质

朴的视觉效果。同时，我也注重在造型中

融入时代特色，让平凡的物品在镜头下变

得生动而有意义。通过细微的物品和细

节，我们可以窥见少年骑手所信守的观念，

以及他们身上的精神风貌。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在剧本构建过程

中，特意构思了许多适合影像造型表现的

大段落——那些雄壮的山地，奔腾的马群，

以及少年们快马斩风的情景。这些元素不

仅丰富了影片的视觉内容，也为我们的拍

摄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3、声音

在声音设计方面，我选择以自然的原

生音效为主，最大程度地还原现实，保持影

片的真实味道。对于录音组来说，这无疑

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骏马飞驰的

多个场景中，我们誓要保留现场的原始声

音。但通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和多次尝试，

我们最终实现了最初的构想，在赛马的喧

嚣之中，巧妙地保留了剧中人物的对白。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保证了声音和画面的和

谐统一，更为影片营造出强烈的时空感。

其他方面，我也充分考虑到了故事所处的

时代背景。通过恰当地运用广播、电视等

媒介，传达不同时代的文化符号，让观众有

机会体验到人物们在特定环境下的生活状

态和心理情绪。

此外在某些特定段落，我根据剧情需

要创作一些独特的声响效果，以突出和强

化剧情的发展，成为塑造环境氛围、刻画人

物性格的有效工具。整体上通过与各种镜

头、色彩符号的深度结合，我希望用声音的

艺术语言，共同构建起一个丰富多元，卓有

生命力的影像世界。

4、音乐

音乐在电影中不仅要激发情绪、增强

氛围，更要深度参与到故事叙述以及人物

性格的塑造当中。在制作《小马鞭》的过程

中，我们对音乐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尤其是

在草原音乐的使用上，实现了对电影气质

与情感基调的精准刻画。

我们大量引入了草原音乐元素，旨在

营造出一种高远、雄浑而空灵的天籁之境，

使观众仿佛置身于茫茫草原之中，感受那

独特而宏大的生活气息，然而我们并没有

止步于此。在对草原音乐原汁原味的继承

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我们

融入了现代节奏感和国际化的旋律，使得

音乐在保留的原始草原气息的同时，更具

备了现代感和国际性。这既丰富了电影的

音乐层次，又使得电影更具有广泛的共鸣。

电影《小马鞭》的音乐，无论是在细节

把握还是整体构造上，都力图通过音乐的

力量，去描绘电影的情感世界，去表达电影

的主题精神。我们希望，这样的音乐，能够

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也感受到音乐

带来的韵律之美，心灵之触动。

三、影片的总体基调

整部影片以小男孩昂萨尔的视角展

开，亲切地描绘了他日常生活中的烦惑与

期盼。在这个悠长且扣人心弦的故事里，

我们见证了昂萨尔如何走上马术比赛的冠

军领奖台，如何与哥哥和解，如何感受到父

母深深的爱护，如何遵守了自己与好朋友

之间的诺言。在众人的关爱与引导下，昂

萨尔走过了一个充满温情与成就的成长历

程。阿勒泰草原的圣洁深深洗涤着他的心

灵，塑造了他那勇敢和积极向上的性格，这

也为整部儿童片确立了纯真质朴的基调。

我欲用草原的天际辽阔、大地浑厚，来展现

少年骑手们无尽的精神力量。人站立在草

原的天地间，身体沉重却精神飞扬，这正是

我想传递的草原少年昂赛尔的精神性格

——深沉而又不断上升。为了展示这种真

实的情感，我没有过多使用特效，主要以实

拍为主，将摄影、灯光、美术、服装、化妆和

道具等各个环节紧密结合，最终成功地展

现了阿勒泰草原的雄浑与少年纯真的内心

世界。

除了空间处理外，我在创作过程中也

积极探索并注入了丰富的人物内心细节。

例如，昂赛尔父亲深藏心中多年的秘密，这

个情节我希望观众能从中感受到草原民族

富饱的精神世界，体验他们对这片土地的

深深热爱。以峻蓝的天空和灿烂光感映照

草原的纯洁，反衬昂萨尔的精神世界，这些

精心设计的细节，都是为了让观众产生

共鸣。

总的来说电影应采取真实、立体、动

态、有节奏的手法，来提升主题意境、塑造

人物形象。这也是我坚持不采用特效、全

力还原真实场景的初衷。我认为只有最真

实的情感才能触动观众的内心。我期望用

影像描绘出我们这个时代草原少年的精神

风貌——勇敢、坚韧和无私。

儿童电影的制作过程充满了挑战，我

和全体主创团队尽一切可能，把最真诚的

作品带给观众，让大家真实地走近少年骑

手昂赛尔，看到的是一个真实、亲切、可爱

的草原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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