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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电影人砥砺奋进薪火相传

探寻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突围与进步

电影作为深受各族群众喜爱的文艺

作品，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也

是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的重要载体。新疆

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

族电影更是中国电影百花园中的美丽

瑰宝。

任彦宾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新疆

电影始终坚持现实题材的创作之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从“国之

大计”和时代大潮中寻找电影素材和创作

灵感，努力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创作之路上不懈追求，用光影描绘变

迁的社会图景与火热的百姓生活，将镜头

对准人民，力求用电影书写并记录伟大时

代，凝心聚力打造出了一批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电影精品，在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方面发挥了一

定作用。

任彦宾介绍，以天山电影制片厂为代

表的新疆电影人砥砺奋进，薪火相传，努

力在选好题材，讲好故事，拍成精品上下

功夫，共生产创作出了 170 多部电影、230
多部纪录片和 2000 多集电视剧，接连获得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电影“华表

奖”，受到了业界的好评。

近年来，天山电影制片厂推出了《真

爱》、《钱在路上跑》、《塔克拉玛干的鼓

声》、《昆仑兄弟》、《远去的牧歌》、《歌声的

翅膀》等多部优秀电影作品，秉持“主旋律

影片文艺化表达，类型化讲述”的创作理

念，孜孜探寻着中国少数民族题材主旋律

影片的突围与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特设了“中国故事：天

山牧歌”展映单元，对这六部影片进行集

中展映，受到了广大影迷的喜欢。

新疆电影家协会主席、天山电影制片

厂厂长高黄刚表示，天山厂始终坚持现实

题材创作，时刻观照身处时代发展大潮中

普通人的命运，始终将人民的冷暖幸福、

喜怒哀乐作为我们创作的出发和遵循。

这次展映的六部影片，是建立在守正创新

基础之上的艺术实践，也是我们试图为中

国电影百花园 ,再添一抹亮色的初心。

“我们的艰苦跋涉和获得的微小成

果，无不源自于几代天影人的担当和坚

守。我们始终坚持耕耘在中国少数民族

题材电影的沃土上，心无旁骛地坚持自己

的创作理念，不断地突破自我、蜕变重生，

向一个又一个高峰迈进。”高黄刚说。

天山电影制片厂导演西尔扎提·牙合

甫、阿迪夏·夏热合曼、阿尔斯郎·阿布都

克里木、严高山、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

孜，编剧李牧时等一线电影创作者参加了

研讨会。

展示新疆各族人民的真实风貌

提升少数民族电影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在中国电影的历史长河中，《冰山上的

来客》等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都曾为观众留

下了夺目璀璨的光影之笔,成为家喻户晓、

脍炙人口的艺术佳作。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胡智

锋表示，新疆电影具有独特的题材、独特的

故事、独特的景观、独特的味道。无论从它

的价值观、导向还是从给观众带来的情感触

动上看，都在推动民族团结、增进民族之间

的深刻的情感交流和思想交流等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表示，新疆电影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社会意义、文化意义，要挖掘新疆电影的稀

缺性、优质性、独特性和极致性，打造新疆电

影品牌。北京电影学院为新疆培养了许多

优秀的导演、艺术家，这令他特别骄傲。同

时，天影厂这些扎堆聚集的、经过专业训练

的优秀艺术家团队非常难得，是新疆电影的

优势，应该好好保护。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少

数民族电影不能沉溺于单一的民族叙事，更

不能片面化，应该按照“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实现共同

体美学。

他提出，少数民族电影在国际传播当中

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电影人应精心创作

更多优质的新疆电影，来展现新疆社会的发

展变化，提升少数民族电影的影响力和传播

力，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宣部剧本

规划策划中心主任苏小卫表示，电影作品中

的民族特色越坚持、越宝贵、越充分，就越能

够影响更多人。她建议，新疆的文学界、影

视界应形成更大的合力，创作更多优秀的新

疆题材电影。

她认为，新疆电影的发展需要建立梯

队，电影的未来还是要依靠年轻人。新疆电

影自身就是良好的孵化器，可以培养自己的

人才。

中宣部人权事务局干部彭加石表示，讲

好新疆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

分，艺术创作要始终服务大局、围绕大局、与

时俱进。通过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向全世

界观众展示新疆在少数民族权益，包括人权

保障、医疗建设、疫情防控等等方面的情况，

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平等团结的现状，把

真实的情况呈现出来，这就是很大的成功。

会上，专家对讲述哈萨克牧民由游牧到

定居史诗故事的《远去的牧歌》、《真爱》以及

用歌舞类型影片的方式讲述当代年轻人的

梦想与荣光的《歌声的翅膀》等影片大加

赞赏。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

同道表示，这次观看的《真爱》、《远去的牧

歌》都令他深受感动，影片带来了一种非常

深的文化震撼；影片《歌声的翅膀》中的风

光、动作充满了美感与动感，很多场景元素

和表达属于“世界级”。他同时提出，应该对

这些影片的文化深度和艺术表达进行提炼，

把其中的思想、话题、事件传播出去，提升电

影的学术价值、人类学价值以及社会价值。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一鸣

围绕新疆电影和现代电影经验展开讨论，认

为新疆电影应该思考如何变成一种现代电

影经验。他以歌舞片为例，这一类型是新疆

电影非常大的特色，但歌舞电影日渐式微，

叙事性歌舞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他认

为，类型电影不是简单的类型元素、商业元

素的结合，应该有类型概念、类型艺术和类

型较，最重要的是要有价值建构，围绕着大

众主流价值观、社会主流价值观。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提出，新疆电

影独特的风光和景观是中国其它地域无法

替代的。除此之外，新疆电影人还可以发挥

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独特优势。他期

待看到更多中国式的、独特的、载歌载舞的

新疆电影。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期待新

疆电影的空间生成能够在新时代有更加突

出和重要的表现，成为文化品牌与符号象

征。他建议，新疆题材电影应“该大就大，该

小就小”，在保持原有的艺术电影生产和向

市场化靠拢、向类型化转化的同时，将创作

分为新主流电影、类型化电影和艺术电影三

个层面，进行分层的战略思考。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群从

创作者的角度谈到，电影是用故事与观众

沟通的有力武器，创作者需要找到与广大

观众想通的语言，回到电影语言的现代化

表达方式。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

立体式打造展示新疆文化的窗口

研讨会上，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党委书记孙向

辉以“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为题发表

观点。

据孙向辉介绍，在 2008 年策划全国农

村万场迎奥运活动时，通过观看天山电影

制片厂出品的《买买提的 2008》，她关注到

了新世纪新疆电影。党的十八大以来，

《真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牧

歌》等影片，一层一层地扩展着她对新疆

的认识，也让她喜爱上了新疆电影。

她表示，天影厂创作生产的电影是新

中国人民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天影厂创作的影片观照现

实生活，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方面

都取得了突破与进步，天影人对创作精品

的执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总结和

传颂。

孙向辉还从新疆电影的宣传推广、文

化记忆保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

方面进行了论述，希望新疆电影在巩固和

提升创作的同时，还要尽快培养一批熟悉

电影宣发、文化产业建构的专业人才，立

体式打造展示新疆文化的窗口。

孙向辉表示，新疆电影人应把握好共

同富裕、文化强国建设的机遇，在新疆之

外设立电影主题展，建立新疆电影产业

园、博物馆、展览馆，制作丰富多样的文创

产品，它们都可以成为新疆电影王国斑斓

的色块。

会上，孙向辉还特别提到了天山电影

制片厂出品，王心语、谢飞、郑洞天联合执

导的《向导》将由中国电影资料馆进行数

字化存储和智能化修复，这部经典影片将

以焕然一新的面貌与观众见面。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北京国际

电影节北京展映策展人沙丹建议采取“走

出去”和“引进来”的双重策略，并强调了

策划、包装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能够

把同主题电影进行策划、包装，进而统一

推出，会更利于观众的接受。

人民日报文艺部文艺评论编辑室主

编董阳表示，新疆电影和少数民族电影只

要思想价值上能够站住脚，就能长时间发

挥滋润心灵、传播文化的作用。他特别期

待新疆电影，以及其他的主旋律电影、艺

术电影能够用好互联网，加大推广力度，

增加与观众见面的机会，更好实现社会

效益。

《当代电影》杂志社副编审檀秋文提

出，新疆可以通过举办一些电影活动来营

造出电影的氛围，例如青年电影节、项目

孵化、创投等等，将全国电影人的目光吸

引到新疆，也为有梦想的青年电影人提供

机会，施展他们的才华。

电影人共话新疆电影发展：

讲好新疆故事，探寻民族电影的突围与进步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9月28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共同主办的“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新
疆电影发展研讨”在北京新疆大厦举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彦宾，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党委书记孙向辉，新疆电影家协会主席、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高

黄刚等出席活动。研讨会还邀请了诸多电影行业的专家学者，围绕“如何讲好中国新疆故事”这一主题，为促进新疆电影发展、创作出更多的电影精品建言献策。

研讨会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刘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左衡共同主持。

会上，新疆一线电影创作者纷纷寄语新

疆电影发展。

高黄刚（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编剧、导

演、制片人、艺术总监，《歌声的翅膀》总导演）：

努力用光影书写好中国梦的新疆篇章。

西尔扎提·牙合甫（《真爱》、《塔克拉玛

干的鼓声》导演）：

它会改变自己、改变他人，那就是电影！

阿迪夏·夏热合曼（《远去的牧歌》导演）：

满怀真心、真情、真爱，用影像传递

团结、稳定、发展、进步和美好的中国新

疆故事。

阿尔斯郎·阿布都克里木（《钱在路上

跑》导演）：

我一直在把中国独一份的新疆幽默注

入作品，开出善良的花，闪着智慧的光。

严高山（《歌声的翅膀》友情导演）：

用光影，记录民族沧桑巨变史。

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昆仑兄弟》、

《歌声的翅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导演）：

在新疆这片深情的土地上，讲述一个个

深情的故事。

李牧时（《昆仑兄弟》、《歌声的翅膀》编剧）：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说，电影是雕

刻时光。而我认为，电影是放牧时光。我

爱电影！

居来提·乌马尔（演员导演）：

作为演员导演，我的工作就是让故事在

鲜明性格的土壤里开出最绚烂的花朵。

赛杰（执行制片人、制片主任）：

扎根新疆，志在四方。

张红军（执行制片人、制片主任）：

怀一颗执着忠诚的心，带团队走遍天山

南北，用影像讴歌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