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中国电影报 2019.10.30
责编责编::林琳林琳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为人民创作精品向祖国燃情献礼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档重点献礼影片综述

观照现实

书写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新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

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广大电

影工作者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决贯彻习总书记关于文艺

工作、特别是电影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积极落实到抓好现实题

材电影创作生产实践中，陆续推出

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热情讴歌

各条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电影作

品。国庆档热映的三部现实题材主

旋律大片，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这三部影片以充沛的创作激情、鲜

活的电影语境、优美动听的旋律、生

动感人的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唱响

“四个讴歌”的主旋律。

《我和我的祖国》从影片内容到

表现形式都堪称令人耳目一新。影

片的七个故事短小精悍，以小见大，

以普通平凡劳动者的视角展示新中

国 70 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开国大典、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

国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

神州十一号飞船返回、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等，七个故事

像七个闪光的足迹，印刻了 70 年中

国人民艰苦奋斗创造辉煌的历史进

程，每一个故事都与祖国的发展进

步紧密相连，每一个人物都代表着

人民在创造历史奇迹。祖国和人民

的关系，从来没有像这部影片表达

得这样充分、这样具体而生动。影

片既是放声高唱给伟大祖国的一首

激情澎湃的赞歌，又是流淌在我们

每个人心田的一首温情隽永的诗

篇。

《攀登者》是表现登山运动和冒

险探索相结合的激情励志影片。以

中国登山队两次从北坡攀登世界最

高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领土精确

的世界最高度这一真实事件改编创

作。迎难而上、突破极限、永不言

败、勇攀高峰是影片的主题思想和

精神内涵，通过两代登山队员生动

鲜活的艺术形象，展示出顽强拼搏、

为国争光、抗争命运和情感的心路

历程。影片中登山队员巍然屹立在

世界巅峰，展开五星红旗的场景令

人心潮澎湃，不禁联想到：“世上无

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豪迈诗句和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的铿锵话

语。

《中国机长》是最具新时代特色

和时效性的作品。去年 5 月 14 日发

生的四川航空 3U8633 航班高空遇

险后紧急安全备降的事件，一年多

后就被搬上银幕，体现了电影创作

生产的高速度。将英雄机长和英雄

机组群体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的英

雄奇迹，演绎为惊心动魄的影像奇

观。正如影片中英雄机长所说：“敬

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才

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

绩。影片充分体现了英雄出自平

凡，英雄来自人民，要大力弘扬平凡

英雄所具备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

明品格。

史诗是人民创造的，这三部作

品都把拍摄镜头聚焦人民，坚持为

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

怀，通过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故事描写和人物塑造，书写和纪录

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展示了

时代进步要求，彰显了信仰之美、崇

高之美，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和喜爱。

创新表达

重塑主旋律大片的新景观

新时代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巨

大的变化，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

我们电影工作者有责任书写出中华

民族的新史诗，不断地打造出具有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产大片，重

塑主旋律电影大片的新景观。

这三部重点献礼影片都注重类

型化和多样化的创新表达，把真实

事件、平民视角、家国情怀有机结合

起来，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

情怀有机结合起来，从真实的生活

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

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

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

《我和我的祖国》既保留了七位

导演各自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追求，

又从整体上注重叙事的大气磅礴和

细腻入微。如《前夜》中普通群众深

夜踊跃捐献物资，体现了对新生人

民政权无比信赖的动人场景，感人

至深；《相遇》中参加原子弹研制为

了保护设施而损伤身体的高远，偶

遇三年未见面的女友而不能相认的

情景，令人泪奔；《北京你好》中的

张北京围绕奥运会开幕式门票带来

的悲喜交加、幽默搞笑的故事，非常

出彩。

《攀登者》和《中国机长》将国产

大片的工业制作水平提升到世界领

先的高度。《攀登者》既有攀登冒

险、冰雪灾难和世界屋脊壮美奇观

的“大写意”，又有人性情感、心灵

温度描摹的“工笔画”。影片运用数

字特效合成技术手段，营造出狂风

雪崩、冰川开裂，尤其是登山队员悬

挂在梯子上在暴风雪中飞来荡去的

动作设计，体现了创作者超乎寻常

的想象力。《中国机长》摄制组动用

巨 资 ，专 门 制 作 了 一 架 1：1 还 原

A319 型可供拍摄的大飞机，首创用

平板数字建模对飞机摆动摇晃进行

高灵敏度的控制，请民航专业人员

对每个环节的拍摄进行指导培训，

真实地再现了突发空难的危机，紧

张刺激的场面、壮怀激烈的营救，产

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这三部影片都将平民英雄的塑

造嵌入类型化叙事，推动观念和手

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

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

品精彩纷呈、引人入胜，为新时代主

旋律影片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提供了新范例。

燃情献礼

引领未来电影创作新方向

创作拍摄一批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的影片，是新时代的要求

和人民的意愿。因为电影作为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形象标识，无论在民

族精神史和思想文化史上都会留下

不可磨灭的印迹，都会触动时代脉

搏的跳动，历经时间的沧桑而留下

永恒的光彩。

献礼片的由来，要追溯到共和

国的第一个十年大庆，1959 年为迎

接庆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党中央

亲自部署主抓电影创作，周恩来、邓

小平、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亲自出席

会议，深入拍摄一线指导，广大电影

工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艺术激

情创作奉献出一批优秀的献礼片。

如《林则徐》、《青春之歌》、《万水千

山》、《五朵金花》、《海鹰》、《我们村

里的年轻人》等，由此形成了新中国

电影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从新中国 30 周年国庆开始，每

逢十年大庆，都会有一批相应的重

点献礼影片推出，从《小花》、《归心

似箭》、《海外赤子》到《开国大典》、

《横空出世》、《大进军》系列影片，

再到《建国大业》、《惊天动地》、《可

爱的中国》等。这些优秀影片都是

为祖国母亲庆祝生日时放映和宣

传，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观众的爱国

热情，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强国

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广

大电影工作者把参与献礼影片的创

作拍摄作为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和

使命担当，不讲条件、不计报酬，积

极主动参与创作，奉献辛勤劳动和

智慧。导演陈凯歌毅然推辞掉已经

筹备好等待开机的剧组工作，热情

投入到《我和我的祖国》宏观掌控和

具体拍摄中，热情对青年导演进行

传帮带；演员吴京不顾腿伤未愈疼

痛，攀登到海拔 5300 米的登山大本

营地进行实地拍摄；演员张译为了

演好国家困难时期进行保密试验的

特殊角色，主动自觉节食，在十天内

骤减体重 15 斤，成功地塑造了真实

感人的人物形象。正是这些电影工

作者的燃情投入、精益求精的创作，

才保证了献礼片的适时高质量推

出。

新时代呼唤新作品，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档重点献礼影

片《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

国机长》深受广大观众欢迎，产生热

烈社会反响，取得两个效益双丰收

的成绩，必将引领未来中国电影创

作的新方向。广大电影工作者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坚持与

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

领风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

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想，坚持创新

创造，努力为人民创作拍摄出更多

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

统一的精品力作，推动中国文艺由

“高原”迈向“高峰”，由电影大国迈

向电影强国。

（作者系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

本文精简版刊登于人民日报 10 月

24日第20版）

作为本次研讨会主办方之一，光明

日报副总编辑沈卫星表示，本次研讨会

旨在聚焦《攀登者》这部电影作品，从细

节入手，探讨其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

传播价值，以及为国产影片的良性发展

带来的诸多启示。

《攀登者》的出品方、上影集团董事

长任仲伦介绍了拍摄这部影片的创作

初衷，他表示：“把当年攀登珠峰的壮举

拍成一部大片，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年

代戏，或者说是父辈戏和当今年轻观众

之间的审美距离和审美隔阂。”他说，这

些英雄本来的故事最感动人，因此相信

影片中这些英雄身上的攀登精神，可以

打动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心。

《攀登者》具有精神力量

《攀登者》讲述了中国登山运动员

在 1960年、1975年不畏艰险、勇攀高峰

的故事。在沈卫星看来，《攀登者》是一

部融爱国与普通人情感于一体的情感

大片。“影片成功塑造了为国登顶永不

放弃的方五洲、为完成国家任务英勇牺

牲的气象学家徐缨、为肩负重托不辱使

命的曲松林等一系列英雄形象，高扬了

往上攀总能登顶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

的民族精神，弘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的主旋律，充分体现了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主旨。”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

称赞《攀登者》是中国式大片，影片不仅

是一部大片，更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

气质，所呈现的故事更是表达了民族自

信、民族自尊和民族自强。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

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则用“精神力

量”四个字概括了影片的内核。“整部影

片充盈着为国攀登这样一种精神，这种

精神是通过影片中每一个人物表达出

来的。这种精神更是传递给观众一份

巨大的力量。为国攀登的精神作为影

片的灵魂，让我们感受到了电影的力

量。”

饶曙光进一步表示，影片传递出的

这种力量之所以很大，是因为人物形象

塑造得成功。“是影片中人物性格的力

量、人物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力量，让

每一名观众深信攀登精神，并给予他们

力量。”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

教授尹鸿把《攀登者》概括为“一部用个

体化的叙述方式表现宏大叙事的电

影”。他说；“影片的宏大主题并没有忽

略个体选择和个体性格。虽然攀登珠

峰是国家荣誉，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尊

严，但同是也是个体的选择。把个体创

伤和国家使命结合起来，会使得观众更

容易产生共情。”

尹鸿特别提到，影片聚焦救人还是

救摄影机这个伦理问题，把个体生命和

国家利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非常具

有现代性，具有共享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贾磊磊表示影片的可贵之处在于表达

出攀登珠峰的英雄对对抗自然界、对攀

登珠峰没有绝对的把握。“正因为对自

然界、设备、技术带有大量的存疑和不

确定性的时候，攀登队员依然要去挑战

珠峰，才更加显得特别了不起。如果影

片中所有的事情都是按部就班，也就没

有什么风险可言，也体现不出攀登精

神、探索精神。”在贾磊磊看来，这点可

称得上是中国电影价值表达的一次升

级。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袁新文从

《攀登者》中感受到一种力量。他说，

《攀登者》不是一部人与人斗争的电影，

而是一部人与自然斗争的影片。“在大

自然面前，人类的渺小，以及人类想要

克服身体极限去挑战大自然的行为非

常具有张力。更重要的是，影片中人物

的力量来源于对祖国的热爱。”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认为，影片

表达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攀登者》不仅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

而且并没有以征服者的姿态去面对大

自然，影片告诉人们要敬畏自然规律，

要相信科学。”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

高小立同样认为，影片在表达了尊重科

学、尊重生命的主题的同时，传达了人

类对自然、对未知的探索精神。中国文

联文艺评论中心网络信息处处长何美

评价《攀登者》填补了国产登山题材类

型片的空白，而且创新地弘扬了爱国主

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特效、类型化，

让《攀登者》更具观赏性

在沈卫星看来，从电影大国迈向强

国过程中，像《攀登者》这样的国产主流

大片已经成功转型，探索出来一条商业

化、类型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主流大

片也占据了电影市场票房的半壁江山，

承担起了传播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责任，

赢得了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

爱。

饶曙光表示，除了故事内核，强大

的视觉特效和类型化的叙事，同样是

《攀登者》成功的关键。他说，影片中类

型化的手段把每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凸

显出来，通过个人体现出共和国成长的

历史，加之不亚于好莱坞大片的特效所

带来的视觉冲击力，让影片的内核可以

更充分地表达。

尹鸿同样表示，《攀登者》作为一部

特效大片，尽管在一些地方还存在争

议，但在特效方面却没有负面评价，这

也从侧面说明影片的视效让绝大多数

观众感到满意，这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

水平进步的表现。

他同时提到，《攀登者》进一步探索

了把真人真事类型化的创作，为今后国

内同类型片积累了宝贵经验。

袁新文说，《攀登者》作为一部讲述

人与自然斗争的影片，山、雪等大自然

的呈现同样是影片成败的关键因素，他

认为《攀登者》的特效足够逼真，这也让

观众能够更加身临其境，更好地体会人

物的处境和心理活动。

（林琳）

《攀登者》专家研讨会
在京举行

为中国式大片积累宝贵经验

在举国上下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喜悦氛围里，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丰

富多彩，其中最为亮眼的是电影市场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在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祖

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三部重点献礼大片组成了光影方队，接受全国电影观众的检

阅。电影市场火爆热烈，群众观影热情高涨，口碑与票房齐飞、燃情共赞誉一色，形成了国

庆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据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数据统计：国庆档（9月30日-10月7日）全国电影票房达到

50.61亿元，较去年增长132.62%；观众达到13.5亿人次，较去年增长119.06%，其中三部

现实题材主旋律大片的市场份额达到九成以上，“史上最强国庆档”由此诞生。这份优异

的成绩单，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五年来电影战线交出的一份答卷，不

仅为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了热烈浓郁的文化氛围，也强力拉动了年度电影票房的

同比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电影产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的信心。

本报讯 10月27日，由《光明日报》文艺部、上影集团

联合主办的电影《攀登者》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上影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沈卫

星，以及仲呈祥、饶曙光、尹鸿、贾磊磊、袁新文、康伟、高

小立等业内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与会专家认为，《攀登者》是中国式大片的代表，影

片不仅展现了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工业化所取得的成果，

更体现了中华美学风范，表达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

神，为中国式大片今后的进一步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文/明振江

《攀登者》专家研讨会 摄影/影子

《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