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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陈一诺

■文/沙 扬

总书记重要回信激励电影工作者
朝着建成电影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 文/杨 蕊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 120 周

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80 周 年 。

电影艺术家们塑造的银幕形象，

激荡着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抒写了历史回望、时代变迁的光

影传奇。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

给 8 位电影艺术家的回信中说：

“长期以来，你们怀着对党和人

民的热爱、对艺术理想的坚守，

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银幕

形 象 ，给 几 代 观 众 留 下 美 好 回

忆。”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

大电影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对电

影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

想文化战线的鼓舞和激励。重

要回信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

性和感染力，为推动电影高质量

发 展 、建 设 电 影 强 国 提 供 了 遵

循。艺术工作者应有崇高的艺

术理想，而艺术理想的实现就是

要在艺术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

回应时代召唤，厚植生活土壤。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

电影人的创作根本。回望中国

电影史，其开端并非在轻松的氛

围中萌芽，而是在西方电影语言

强势影响下艰难破土。然而，中

国电影人并未在陌生浪潮中迷

失方向。他们迅速领悟到：唯有

真正潜入民族生活的深水区，方

能在银幕上树立起属于东方的

文化脊梁。早期默片《神女》中，

阮玲玉饰演的那位为儿牺牲的

母亲，其深沉痛苦与无言坚韧，

正是从底层百姓生命最深处打

捞上来的悲悯珍珠。导演费穆

也强调“中国电影须有自己民族

的形式”。他在《小城之春》中，

巧妙运用传统绘画美学意境，以

低回婉转的笔触绘就一幅极具

东方韵味的时代情感画卷。这

些作品，在艰难起步的岁月里已

经默默播下自信的种子——在民

族土壤中扎根越深，艺术之花才

越能绽放独特魅力。

第二，回应时代召唤是中国

电影人的使命所在。新中国成

立后，电影艺术在崭新社会语境

下焕发新的生机。田华、王心刚

等一代电影艺术家，将艺术生命

全然融入时代洪流，不断锤炼技

艺、塑造经典，走进群众，从现实

土壤中挖掘创作灵感。田华在

《白毛女》中饰演的喜儿，从天真

烂漫到悲愤复仇，每一处情感转

折都浸透了她在农村与女性同

吃同住同劳动的心血结晶。这

种回应，是游本昌 92 岁入党时胸

腔里“渴望光明的少年的心”，是

“不问开花，只问扎根”的匠心，

更是穿越浮华名利、直抵精神本

质的生命之光。当田华以 97 岁

高龄捧起终身成就奖杯时，她布

满岁月痕迹的双手托起的不仅

是一座奖杯，更是跨越时空的艺

术信仰——它不因掌声而膨胀，

不因沉寂而熄灭，在漫长的艺术

生涯中如灯塔般指引方向。

第三，扎根生活沃土是中国

电影人的动力源泉。进入改革

开放新时期，中国电影迎来了更

为多元的表达空间。田华曾经

回忆自己塑造角色的过程如同

“揉面”：“要反复揉搓，把生活揉

进去，把人民的情感揉进去。”新

时代的创作同样需要这般功夫

——从沸腾的现实生活中提取精

髓，在时代脉动里捕捉人民最真

实的心跳声，最终熔铸成具有史

诗气象与永恒魅力的精品。中

国电影人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

时，更以开放胸襟拥抱世界电影

语言，使中国故事在国际视野中

熠熠生辉。陈道明在《归来》中

饰演的陆焉识，历经沧桑却爱意

深沉，其内敛克制的表演艺术，

将生活中观察到的隐忍与厚重

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表

演风格，不仅深深扎根于对人生

际遇的深刻理解，更凝聚着对民

族性格的深沉体认。同时，新时

期的电影人亦勇于向世界讲述

具 有 人 类 共 同 价 值 的 中 国 故

事。如《流浪地球》系列，在科幻

外壳下包裹着浓厚的故土情结

与集体奉献精神，“带着地球去

流浪”的家国情怀正是基于对中

国人安土重迁生活观的理解，其

宏大的视觉奇观之下奔涌着的

是中华文化特有的价值血脉，在

拥抱世界时依旧清醒地守护文

化基因。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电影肩负

着更为宏大的使命。正如潘虹

所说，“文艺作品是一个时代珍

贵的‘横截面’，留下传世精品，

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使命。”文

化自信绝非虚无缥缈的口号，它

源自那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沃

土 。 中 国 电 影 120 年 的 历 史 证

明：真正能穿越时间、激荡人心

的作品，无一不是从生活的深井

中汲取的清泉，无一不饱含着对

这 片 土 地 与 人 民 的 深 情 凝 视 。

中国电影人应牢记总书记的教

导，学习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们的

优良传统，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

化与热火朝天的现实当中去汲

取养分，保持创作热忱，推出更

多反映人民心声、展现时代风貌

的好作品，朝着建成电影强国的

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

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电影《天宝》作为一部描述藏

族青年革命故事的影片，导演刘

劲对民族性、宗教性和革命性的

平衡与诠释，超出了同类题材在

观众心中的既定印象，既带来了

新鲜的审美体验，也成功引发了

观众对这类题材影片的好奇与

期待。

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再现和创

作需要审慎且坚定的历史观，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如何能够在

尊重藏族和汉族各个民族感情

的前提下，尊重史实、历史观，保

有个性的同时又能兼具普遍性，

让所有民族能够感同身受，将西

藏解放的故事讲完整、讲精彩，

成 为 了 创 作 者 面 临 的 首 要 难

题。笔者曾对昌都解放作过调

研，了解该时期民族融合意愿较

高、人民交往普遍化的情况。在

观影前就十分好奇跨越如此长

的历史间隔回望，主创团队会以

什么视角拍摄和叙述这段庞杂

的往事。

本片在剧作上有扎实、极致

的表达，舍弃强烈的戏剧冲突，

反而采用了一种文献性的文学

语言来讲述。这样一种文献性

电影历史题材处理方式在叙事

上最大程度地贴近了现实和史

实，也贴近了当地民族情感的现

实。其中演员对于人物的塑造

准确生动地传达了影片超脱于

物质至上的情感属性，将人性的

朴实与真挚，跨越时空相连。

阿坝州是整个红军革命历程

上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本身具有

一定的戏剧性和宏观革命视角

叙事的可能性。本片没有选择

宏观的全景式拍摄方式展现当

时的风土人情，而是从主角天宝

的心路历程出发，大道至简，突

出了情感对影片的支撑性和引

领性。片中所蕴含的情感能量

离不开主创团队朴实的情感投

入。导演刘劲将自己在阿坝州

的 生 活 实 践 经 历 输 出 到 电 影

中。在藏汉两族人民情感对接

中，丰富了天宝这一角色的厚度

和可信度。跟随他个人视角下

的叙事和角色的心路历程、个人

情感的再现，拉近了与观众的距

离 ，观 众 完 全 能 够 进 入 到 他 内

心，该影片四两拨千斤地以小人

物视角的内心冲突展现宏观革

命 的 始 末 ，保 留 了 文 献 性 的 真

实。这些对史实简洁勾勒性的

表达与贴地性的叙事，让观众借

由本片看到了红军在阿坝州革

命历程全貌，使本片被赋予了更

多的记录功能和文化价值，弥补

了国产电影这部分缺失的拼图。

对于藏族佛教和红色文化基

因的交融，本片采用独特的叙事

特点，找到了一个诗意化、高度

凝练的表达方式，呈现了小扎巴

天宝内心宗教观念的变化。强

调和渲染他个人视角下，红色的

身影在他心中扎根的过程，并借

此展现了红军过草地这种意像

的某种崇高神性。片中细节繁

多而缜密，共同将“苦难”这一不

可避免的话题给出了更高级的

处理方式。通过视听对“苦难”

的诗化，没有让内涵变得浅薄，

而是让它在苦难的历史真实之

外，拥有了某种牺牲与奉献的神

性抒情意义。

关注该片的情感脉络不难发

现，片中展现的三次牺牲也和宗

教 性 密 切 相 关 ，哪 怕 是 马 的 牺

牲，都是浓墨重彩的塑造，有穿

透 银 幕 直 击 观 众 心 灵 的 震 撼

力。牺牲和救赎作为世界上大

部分宗教的基本议题，牺牲带来

苦难，苦难带来崇高，某种程度

上强烈影响了天宝内心的变化

与冲突。

藏族同胞接纳解放军进藏所

有的过程是有迹可循、有据可依

的。藏族人民加入解放军、被授

予汉名的那场戏，极具命运感和

仪式感。当时在阿坝州有七十

多位藏民加入了解放军，片中所

提炼的几个角色作为代表，完成

了 这 场 有 宗 教 神 性 的 命 运 仪

式。跟随角色的“我原来藏名是

什么，汉名是什么”，在命运带领

下走过了一趟重生般的情感体

验。这种再度命名的细节强化

了电影氛围，变成一种象征，实

现了戏里戏外角色与观众的联

动和情感的释放，令人动容。

影片是以小人物视角出发，

真实再现了当时文化交融时期

藏汉同胞一点点互相接纳的过

程。无论是其中的文献真实性

还是另外一个极端诗化的表现、

宗教性神性的手法，都借由生动

的象征，实现了角色和观众之间

的强互动、共命运的实感。而这

一切，无疑归功于主创团队对于

本片创作、对于电影艺术的赤诚

之心。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副教授，编剧、导演）

北京南五环外，一座由废弃厂

房改造的校园里，乒乓球台上晾晒

着白萝卜干，斑驳的墙面上跳跃着

孩子们手绘的涂鸦。跟随纪录电

影《风起前的蒲公英》的镜头，很多

观众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大兴的

蒲公英中学，这是北京第一所为农

民工子女创办的公益性学校，也是

影片故事开始的地方。

2017年，当大兴国际机场建设

的轰鸣声逼近，这座承载着千百个

流动梦想的校园即将搬迁，影片的

镜头跟随合唱团的四个少年与音

乐为伴，求学、追梦又遭遇挫折的

成长历程，用两年时间记录下他们

在城市变迁中的青春脚步，带领观

众去探视每个孩子不同的内心世

界。

13岁的“学霸”权煜飞，排练时

总是笑眯眯地调皮捣蛋，看似天真

的他经常说出一些“小大人”般成

熟的“金句”。他非常享受在合唱

团的美好时光，变声期被迫退团

时，还不忘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写上

自己的名字。

来北京七年的张展豪是合唱

团里的“孩子王”，会弹吉他，因为

考试失败两进两出合唱团，被回乡

择校纠结到几度流泪。

内向的王路遥刚进团时唱歌

声音很小，升初二后，在老师的鼓

励下终于唱出了属于自己的高音，

还自告奋勇当了团长。

初一的冯小云是合唱团里第

一个唱出“High C”的女孩，有音乐

天赋，有父母支持，却意外和一次

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想都不敢想的

机会擦肩而过……

《风起前的蒲公英》中，这些孩

子的人生并没有因为音乐而“逆

袭”，因为生活本身就是逆袭，他们

一如既往地跟随父母在这个无根

的城市里来来去去。影片只是安

静地记录他们的成长与困境，似乎

告诉人们：成长中，失败也是孩子

们要学习的重要一课。

张展豪小心试探着父亲对音

乐的态度，一次次被拒绝；王路遥

因成绩下滑被父亲强行退团时抑

制不住向老师哭诉；冯小云因“礼

仪问题”被专业院校拒之门外，眼

中满是困惑和失落；还有权熠飞在

演出归途的出租车上，疲惫地说出

那句令人心疼的话：“每个人都是

好苗子，有的栽在黑土地，有的栽

在红土地，有的栽在沙漠里。”

影片里每个孩子几乎都哭过，

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都先后面临着

自己小小梦想的破灭，但悲伤的情

绪并没有一直缠绕着他们。

片中，孩子们用不完美却真诚

的嗓音，在合唱团里追逐梦想；在

教室的纸飞机上写下理想，又悄悄

划去。他们在搬家、转学、落选中

练习“告别”，也在每一次歌唱中重

新拾起勇气。孩子们讨论学校食

堂豆浆哪一轮最甜，偷偷躲在窗边

听排练，鼓起勇气请明星合影，哪

怕参与正式演出因为不被信任而

遭遇“被迫假唱”，也保持着好奇与

兴奋，排练间隙在场馆地上抱着打

滚——他们最自然的表现往往是

“童真”最真实的模样。

《风起前的蒲公英》被誉为“中

国版的《放牛班的春天》”，因为它

不只有着动人的合唱，更讲述着关

乎人生的聚散、成败、梦想，同时尝

试切入留守儿童、城乡差距和素质

教育等议题，并提供角度不同的思

考。但相较于《放牛班的春天》的

理想主义，本片更接近生活的“毛

边”状态。影片不加评判地去看待

每一个角色，以客观的视角呈现老

师、学生和家长各不相同的思考，

也让观众在情感层面共情每一方：

合唱队负责老师的殷切期盼、孩子

们的懵懂热爱、家长们的忧虑迷

茫。这样的真实和细腻，让影片足

够动人。

影片没有使用旁白解说，而是

通过稳定考究的镜头，捕捉人物的

生活细节和现实中打动人心的气

氛，“静观”蒲公英中学合唱团内外

的生活日常：开学典礼的喧闹、柿

子树下的嬉戏、写给父母的信笺上

晕开的泪痕……为了能用孩子的

视角看世界，摄影机被降至 1.5 米

的高度——当孩子突然望向镜头，

那些未被剪掉的“对视瞬间”，恰是

生命自发袒露的印记。

宿舍里永远收拾整齐的行李

箱，父母出租房里的租房合同，墙

上褪色的奖状，带蒲公英标志的校

服……漂泊不定，是《风起前的蒲

公英》里孩子们生活的底色。他们

如蒲公英般流动，随着父母的工作

变动或回老家升学，一场又一场的

离别在校园里上演。合唱团里有

些孩子刚学会唱一两首歌，就要离

开北京回自己的家乡了。影片以

诗意的洞察将蒲公英转化为命运

象征，这些随时可能会转学离开蒲

公英中学的孩子就是一株株“蒲公

英”，短暂相聚后注定会被命运带

向各方。

但作为一部关注“流动少年”

的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并没

有刻意展示生活的苦涩，片中的温

暖轻盈有时甚至让人会心一笑。

正如导演所说，蒲公英中学跟他想

的并不一样，无论是墙上的涂鸦装

饰，还是合唱团本身的存在都让他

拂去了沉重，从而感受和回归到音

乐和纯真的本质。当然这份温情

和力量也被传递到影片中，单纯聆

听少年们的歌唱已然是观影的无

穷享受。

《风起前的蒲公英》的故事在

新校区的合唱课里结束，音乐老师

照例需要统计新学期准备离团的

人数，阳光洒在崭新的琴键上，新

一届团员的歌声响起，带着上一届

的影子却又充满希望。

影片里，权煜飞说：“蒲公英飞

散前，总要把最美的样子留给风。”

蒲公英的种子终要远行，那些离开

合唱团的孩子，也早已把音乐变成

成长的养分。当年唱《四季的问

候》的孩子，如今虽然没有以音乐

为职业，但人生路上或远或近与音

乐同行，让他们多了一份坦然前行

的力量。在风起时，依然“放声歌

唱”，这是一种蒲公英般坚韧的勇

气。不是所有梦想都能开花，但每

一次坚持都值得被看见。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

自 2019 年创办首届短视频大

赛以来，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始终

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的根本方向，积极探索“赛事+论

坛+巡讲”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致

力于把每年一届的大赛打造成短

视频创作交流和文艺志愿服务协

同发展的品牌项目，进一步激发短

视频在传播正能量、构建主流舆论

格局、培育中国电影新时代群众基

础中的重要作用。

2025 年 1 月至 7 月，第六届短

视频大赛暨第四届大学生短视频

大赛如约而至。本届大赛以“讲好

中国故事”为主题，设置“文旅之

美”“AI 新视界”“我与上海电视 40

年”三个板块，面向全国征集纪实、

剧情、动漫、公益广告（宣传片）、音

乐等5大类别的5分钟以内的视听

作品。

本届大赛征集到来自北京、上

海、福建、浙江、安徽、山东、湖南、

广东、新疆、甘肃、江西等省市的社

会投稿 3300 余部，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电影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戏剧

学院、中国戏曲学院、武汉大学、辽

宁师范大学、新疆艺术学院、西南

石油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四川电

影电视学院等122余所高校投稿超

过 470 部，质量和数量再次创下新

高。

经过数轮评审，大赛最终共选

出六十部获奖作品，包括社会竞赛

单元六部最佳作品、八部优秀作

品、十部好作品和十六部入围作

品，以及高校竞赛单元“十佳作品”

和十部入围作品。在获奖作品中

另颁单项奖8个，包括：最佳创意、

最佳视觉、最佳制作、最佳系列、最

佳叙事、最佳人气各一部以及两部

优秀传播奖。脱颖而出的获奖作

品在线上展映期间收获了超过5万

人次的阅读、点赞和转发量，形成

了线下线上互动共振、创新传播中

国故事的喜人局面。

与往年相比，本届大赛的获奖

作品在观赏性和艺术性方面有了

进一步提升。具体表现在：人物形

象更鲜活，情景交融更深入，技术

赋能更多元，艺术风格更鲜明。获

奖作品里涌动着人民创造美好生

活的自豪感与信念感。比如，《75

年 我们正年轻》借由“爷孙俩视角”

的巧妙构思和虚拟制作技术，开拓

了讲述国家大事类题材的创作新

思路。《铿锵小玫瑰》捕捉了浦东新

区六团小学女子足球队身上那股

不服输的劲头和独立自强的人格

闪光点。《人均 70 岁的资深少年口

琴乐队》通过胡贤强和伙伴们鲜活

的语言，点出老年人音乐梦想与爱

国热情相结合的深刻涵义。《LINE》

则用长镜头调度在实景中依次展

现了家庭、学校、职场三个抽象情

景，用虚实结合的寓言效果言说大

学生的就业焦虑和“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闯劲。

本届大赛还举办了7场短视频

创作系列公益讲座与创作论坛，吸

引了线下逾3000名观众参与，助力

创作爱好者提升短视频创意思维

与制作应用技巧，学习电影美学和

创作思维，为迈向短片和电影长片

创作打下基础。

从短视频迈向大银幕，大赛致

力于打造并发扬三大特色：一是讲

好中国故事的底气坚守。倡导创

作者、尤其是青年。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出发，从身边的现实生活出

发，讲好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二是深挖中国故事的格局定力。

大赛的舞台开放给每一位立志讲

好中国故事的创作者，鼓励创作者

和观众一道打开“慧眼”，从中国电

影美学中汲取养分，持续讲述中国

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

德观。三是传播中国故事的创新

语态。大赛鼓励参赛者带着自信

开放的姿态和积极向上的能量迈

向大银幕、继续征服观众之旅，为

对内凝心聚力、对外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讲好中国故事”并非一日之

功，既需要大银幕在前冲锋引领，

也需要其与包括短视频在内的创

新传播形成协同效应。我们热切

期盼着，大赛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

创意之都的上海活力，继续努力推

动“思想+艺术+技术”的融合传播，

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

院副教授）

■文/王若妍

《风起前的蒲公英》：

流动少年的音乐逐梦之旅

讲好中国故事，小屏蓄力看齐大银幕

电影《天宝》：

文献性真实与诗化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