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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中国儿

童少年电影学会主办，福建省八影影视

投资有限公司、厦门老马壶说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承办的电影《爸爸的谎言》专家

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改编自2016
年一部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网络电影

《憨爸》，讲述了养父刘前进带着养女刘

小花千里寻亲的感人故事。影片探讨了

弃养、拐卖、留守儿童等社会议题，在刻

画父女温情的同时，精准地呈现了底层

小人物生活的困境与冷暖。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

莲，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家广电

总局副局长张丕民，中国广播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副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副局长童刚，全国妇联原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全

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崔郁，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原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王

乃坤，顾秀莲同志秘书朱萍，中国电影制

片人协会理事长、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原

党委书记、董事长焦宏奋，中国电影文学

学会会长、国家一级编剧王兴东，中国电

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原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国家一级编剧

马维干，中影集团国家一级导演、编剧、

艺术指导黄健中，八一电影制片厂原研

究室主任、研究员、军事影视评论专家张

东，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分党组成员、副秘

书长、中国电影家协会青年和新文艺群

体工作委员会会长孙崇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皇甫

宜川，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中国

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黄军，中央戏剧

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教授、中国夏衍电

影学会副会长高雄杰，中国夏衍电影学

会副会长、潇湘电影集团艺术总监、剧作

家张冀，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秘书长、夏衍

同志外孙赵欣等参加了活动。中央文史

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著名文

艺评论家仲呈祥，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

会副会长、中影集团国家一级演员苗苗

通过文字的形式对影片进行了点评。

电影《爸爸的谎言》出品人、福建省

北八影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平，《爸

爸的谎言》出品人、厦门老马壶说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运根，泉州市泉丰

电脑织唛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平，以及

电影主演侯天来，编剧、主演傅绍杰，编

剧樊荟，主演朱烁燃、许凝等一同参加了

研讨会。研讨会由国家一级导演、资深

电影监制、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江平

主持。

研讨会上，专家对《爸爸的谎言》的

现实意义、艺术手法等方面给予了高度

认可，认为影片高歌真善美，表现人间真

情，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议题

的根源，充满温情，感人肺腑。专家同时

表示，该片不仅是一部儿童电影，更是一

部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现实题材影片，

是福建电影人在新时代奉献给观众的一

部优秀儿童影片。

《爸爸的谎言》由福建省北八影视投

资有限公司出品，福建省西窗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承制，厦门老马壶说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福建泰宁悦来影视有限公司

等单位联合出品；资深电影监制、国家一

级导演江平担任艺术总监，著名剧作家、

国家一级导演韩志君担任文学指导，杨

平担任出品人、总制片人，逯华斌担任制

片人。影片由青年导演杨木生执导，侯

天来、景熙童领衔主演，傅绍杰、许凝、朱

硕燃、胡文珊主演，牛犇、祝希娟等多位

老艺术家特别出演。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儿童电影《爸爸的谎言》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高歌真善美，表现人间真情
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杨平（影片出品人）：

带着对儿童电影的热爱投资创作

《爸爸的谎言》是一部高歌真善美，表现人间

真情的电影。拍儿童电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考

验，也是一种锻炼。我们知道投资这种电影，很难

有太多经济收入，我们是带着对儿童电影热爱的

一颗心进行投资、创作的。

侯天来（影片主演）：

小演员奉献了很好的表演

起初看到是一部儿童片，我怕演不好。但看

了剧本之后我很感动，每看一次都落泪一次，控制

不住。大家都知道儿童电影不好拍，和小孩子对

戏也是很难的。我记得在现场，小演员为了演好，

非常认真，不停地加词，我们每一条要对十几遍

词。有一场戏，他觉得自己哭得不好，要重新哭一

遍，我就蹲下来，一条腿跪着和他对词。他看到我

跪下，眼泪立刻就下来了。我认为小演员演得非

常好。

黄军（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中

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把真善美的种子撒到孩子们面前

这部电影能够感动我，感动观众的心，眼泪说

明了一切。我认为，这部电影呈现出现实主义当

中的温情与感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苦

痛、尴尬，但最重要的是人的情感力量。一部电影

真正打动人心的就是情感，《爸爸的谎言》在情感

上完全征服了我。

我们也会将这部电影推广到校园里面，让更

多人孩子能够看到，能受启发，能被感动，把真善

美的种子撒到孩子们面前。

黄健中（中影集团国家一级导演、编

剧、艺术指导）：

故事简单，人物丰富

我们常说，一部好电影就是故事简单、人物丰

富，《爸爸的谎言》就是这样一部好作品。影片故

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父女之间的情感，但很纠

葛，很纠结，人物情感的复杂性很突出。我们很容

易把人物分成正面和反面，恰恰这部电影把人物

处理得很得当，观众会同情这两个人，但也会很自

觉得批评这两个人。作为一名老文艺工作者，我

向全体创作人员致敬。

崔郁（全国妇联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全

国妇联原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

影片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爸爸的谎言》是一部有温度、有深度的影片，

给大家呈现了一个无私大爱的感觉，感情特别真

挚。这部电影是有深度的，它涉及到现在社会关

注的问题，亲子化、独生子女，还有家庭责任、社会

伦理、儿童教育、儿童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这都可

以引人深思，影片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

义。

王乃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

妇联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

这部电影体现了人世间的真善美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种人性的光辉，体现了人

世间的真善美。电影里一系列人物的出场，都能

让我们看到人间的真情，这种真情让没有血缘关

系胜似有血缘关系，这也是社会大力倡导的。

从电影剧情看，非常感人，我是留着眼泪看完

的，人物塑造很成功，这离不开侯天来老师的成功

塑造，人物情感很真实，故事很生动，让我们和这

部电影产生了情感共鸣。

张丕民（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原国

家广电总局副局长）：

小制作也应该有观众

这部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感动落泪。《爸

爸的谎言》不全是一部儿童片，应该是儿童做主角

的故事片。影片的内容量非常大，不仅写人的真

善美，也把假恶丑展示出来，描写了他们之间的矛

盾关系。

我们应该思考，研究这类作品诞生的过程。

电影创作不能一味大题材、大制作，如《爸爸的谎

言》这类片子，也应该是有观众、有声音的。这些电

影应该宣传好、发行好，不要局限于儿童片的概念。

童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

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用人间真爱演绎一段人间真情

《爸爸的谎言》用人间的真爱演绎出一段人间

的真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而且具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

我认为，这部电影的价值与意义不是简单以

投资多少来衡量的，它体现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

投资结构，影片关注的拐卖儿童的现象在当下社

会仍然存在。相信在妇联的关心下，在两个学会

的努力下，这部影片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社会回报。

焦宏奋（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中

国电影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希望更多人看到这部优秀作品

不论是儿童电影，还是中低成本电影，首先要

拍出来，才能出现好电影。这部感人影片的诞生，

有江平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对艺术家的敬重、关心，

还有全体主创人员对电影的热爱，既要尊重市场

规律，也要尊重现实。

我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这部电影，要扎扎实

实落实好影片的发行工作。

马维干（中国电影家协会民族电影工

作委员会会长、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副

厂长、国家一级编剧）：

贵在把人“写活了”

这部电影人物感人，把人“写活了”。不论是

电影还是戏剧等艺术形式，关键不在于多大制作，

多少投资，而是在塑造人物。《爸爸的谎言》给我的

启示，是拍电影要扎扎实实把人物写好，把人物拍

好。

影片故事线相对简单，但人物、情感、情节非

常复杂，这对编剧、文学创作、电影拍摄都有很好

的启示。

王兴东（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国家

一级编剧）：

我们应多给孩子拍好电影

我们如今走在由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道

路上，要有文化战略的眼光，就是要多给孩子拍好

电影，今天的小影迷就是明天的大观众。

《爸爸的谎言》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刻画了刘

阿福这个人物，刘阿福是一个劳动人民，是一个社

会底层人，蹬着三轮养弃婴，抓住了观众的同情

心。我们的编剧、作家怎么关注底层人的生活，就

是写普通人的感情，写大众的感情，这样我们才会

留下一腔热泪。

孙崇磊（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分党组成

员、副秘书长、中国电影家协会青年和

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会长）：

有温情但不过度煽情

影片真实、朴素、接地气，整个故事惹人泪目，

从“小戏骨”到老演员，每个角色都很平淡，但也很

自然。

一部低成本电影实现这样的完成度，让我非

常钦佩。影片拍得自然流畅，有温情但不过度煽

情。为什么我流眼泪？我认为是触动了我内心最

柔弱的地方。

皇甫宜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以小见大，观照现实

影片“以小见大”，我总结为小人物、大情怀，

小切口、大时代，小制作、大演员。我们一直强调

在创作中，让普通人在生活或历史中变得更加清

晰，这是未来需要开掘的方向。这部影片不仅是

讲蹬三轮如何辛苦，而是一个普通人的遭遇呈现

出一种浓浓的情怀。

影片的主题呈现出对现实的观照，让情感有

落脚的地方。故事切口很小，但反映的是时代之

下人物的复杂性。

张东（八一电影制片厂原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军事影视评论专家）：

影片抓住了人间大爱

《爸爸的谎言》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编剧对

题材的把握非常好，构建了很出色的电影叙事，搭

建了很丰富的人物框架，人物之间有关系，有勾

连，不啰嗦，没有闲笔，可以比较完整呈现出人物

的各种命运。

影片很感人，它抓住了人间大爱，这个爱永远

不会过时，也不会产生代际的矛盾。不论哪个年

代，对于爱的追求、爱的赞赏都是一致的。

张冀（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副会长、潇湘

电影集团艺术总监、剧作家）：

展示出具有国际视野的非血缘关系的亲情

这部影片创作观念先进，没有拘泥于传统家

庭的束缚，展示出具有国际视野的非血缘关系的

亲情。原生家庭也是当今社会包括社会大众心

理、电影心理中讨论非常多的，因此而言，这是一

部很高级的电影。

说到儿童电影，我们应当找到真正有童心的

创作者，鼓励他们，扶持他们，发挥他们的优势。

当下，如何让观众爱上电影，找到价值取向，这是

需要所有电影人一起努力的。

赵欣（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秘书长、夏衍

同志外孙）：

影片人物关系串联得非常好

我想为投资这部电影，投资儿童电影的出品

方点赞。影片各种人物关系串联得很好，加上侯

天来等老师们的诠释，最终呈现出的效果非常好。

高雄杰（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主

任、教授、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副会长）：

展示出坚毅而柔软的生命能量

编剧写底层人物不好写，尤其是苦难的呈现，

既要有温度，也要有深度。《爸爸的谎言》没有消费

苦难，而是讲述几个普通人的事，从立意来说非常

好。

我认为这部电影展示出坚毅而柔软的生命能

量，是儿童电影创作的一种途径，一个样本。

苗苗（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

中影集团国家一级演员）：

影片展现的爱彰显了人性的美和辉煌

这是一部传递着父爱的电影，与众不同的是

影片的父爱超越了血缘关系的爱，刘阿福既当爹

又当妈，一脚一脚踩出了零花钱，含辛茹苦拉扯大

的女儿不是他的亲骨肉，他不想在女儿那里获得

什么回报，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寻找亲生母亲，打

动我的是无私的爱，这种爱彰显了人性的美和辉

煌，呼唤每个人隐藏在内心的爱。在日常当中活

不出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人间有更多这

样的爱存在。

仲呈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

联原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

为儿童电影创作吹来了一股新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影的特色之一就是专

门组建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但是我们也不得

不说令人担忧的是一方面 3亿儿童嗷嗷待哺，优

秀的儿童电影作品奇缺。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爸

爸的谎言》问世给我们吹来了一股新风。

儿童电影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用美

好的人格人性和爱对儿童进行形象的美育，这宗

旨既是价值导向也是美育指向，《爸爸的谎言》更

是如此，爸爸的谎言并不虚假，却蕴含着美好人性

的真实，他面对绝症，向死而生，为小花寻找亲生

父母的精神动力出自于他对小花的真爱和责任，

寻亲过程当中他对路遇采访的记者，自行车轮胎

换气的解难，给自己并无责任车祸丧子的老婆婆

送钱，包括他对有些违法但是又贪财的夫妻识别

和怒斥都虎视，都体现了这位平凡的三轮车夫的

人性光辉。我相信儿童电影有这样成人艺术的塑

造，对小花以及小花的观众们都能起到陶冶人性、

锻造人格的作用。

儿童电影当然要提倡儿童艺术形象，表现儿

童生活、儿童心理，防止娃娃来演戏教育成人。小

花的形象就很好，这部电影不能说是成人儿童电

影，我觉得是几代人都能够共同观赏的电影，它能

够引起儿童的共鸣，也能够唤起做了爷爷奶奶人

的共鸣。这部电影对情感把握的度很准确，不容

易。总之这是一部值得向中小学生特别是儿童推

荐的电影。

江平（影片监制）：

拍摄儿童电影是一种使命

作为《爸爸的谎言》的艺术总监，我参与拍摄

这部影片是对电影有着深深的情怀，是出于对儿

童电影发自内心的爱以及对于蓝老师真诚的怀

念。所以我们有一种使命，有一种传承，不让老一

辈艰苦奋斗、辛勤奋斗、努力奋斗的儿童电影，在

我们这代人手上慢慢变淡了。

如今电影拍摄完毕，我们可以说帮助年轻团

队做了一件事情。这部电影的编剧都是80后，两

位老艺术家一位 86 岁，一位 88 岁，也都是“80
后”。一个80后的剧组拍出让各位专家如此评价

的作品，苦点累点也值了，再次感谢大家。

◎专家发言摘要（按发言顺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