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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是毛泽东主席

“ 在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发表 80 周年。重温这篇光

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

典 文 献 ，仍 然 感 受 到 跨 越 时

空、历久弥新的思想震撼和精

神洗礼。《讲话》是旗帜，指明

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前进方向；

《讲话》是灯塔，照亮了中国文

艺事业的正确道路。

《讲话》鲜明提出：“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

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开宗明义地指

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

人民大众的。”对文艺的人民

性作出令人信服又发人深省

的理论阐释。《讲话》深刻分析

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文艺工作

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

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等方

面 ，系 统 地 阐 述 了 文 艺 与 人

民、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

文艺与批评以及政治与艺术、

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动

机与效果等方面的关系。对

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的性

质、地位、作用等方面作出高

度概括和崭新定位，不仅创造

性地指明了中国革命文艺事

业的特征、规律和发展方向，

而且成为全党进行马克思主

义 理 论 教 育 运 动 的 重 要 文

献。不论是在民主革命、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

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

时期，《讲话》都发挥出巨大的

真理指导力量和强大的生命

力，是推动新中国文艺事业繁

荣发展的划时代里程碑。

今天，我们重温学习《讲

话》，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

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两个“讲话”

相隔 72 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历 史 性 巨 变 。

但是，文艺为人民这个根本没

有变，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

没有变且在新时期得到了加

强，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成为

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规

划。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毛

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既一脉相承，又

守正创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

党领导文艺工作确立了新的

思想理论指导和价值体系，是

新时代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的纲领性文献，实现了马克

思 主 义 文 艺 观 中 国 化 的 新

飞跃。

在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0 周年的时候，我们要把认真

学习贯彻两个《讲话》的精神

切实落到实处。对电影工作

者而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定

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想、坚

持创造创新。要以创作生产

优秀电影作品作为立身之本、

作 为 首 要 任 务 ，加 强 统 筹 规

划，实施精品战略。要切实选

好题材，讲好故事，用镜头书

写美好生活，用银幕礼赞伟大

时代。要提高运用高新技术

手段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以

真诚的感情和敬畏之心来为

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

民抒怀。要有创造新时代人

民史诗的决心和气魄，用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电影艺术，彰显新时代中

国人民的豪迈精神风貌，书写

人民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史诗。

（作者系中国电影制片人

协会理事长）

2022年是毛泽东同志发表《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 周

年，回溯《讲话》发表 80 年来中国

电影的发展道路，厘清《讲话》与中

国电影发展之关系，颇多启发和

感受。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延

安组织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

次大会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即文

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

题。毛泽东同志强调，人民生活是

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唯一的源泉；文艺要为千千万万

的劳动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的思

想感情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

要打成一片；文艺发展要继承中国

与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

富文艺遗产和优良的文艺传统。

《讲话》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系

统全面对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阐

释和总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文艺观，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文艺

工作的总方针，对 80 年来党领导

的文艺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

作用。可以说，人民性、民族性和

包容性构成了《讲话》精神的重要

内涵，三者分别对文艺的创作内

容、思想内涵与创作方法三个层面

提出要求，是引领 80 年来中国当

代主流文艺思潮与文艺创作的

旗帜。

《讲话》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社

会主义电影事业发展的精神引领

与理论基石。一代代中国电影人

继承并发扬《讲话》精神，在创作内

容方面，以现实生活为指引，塑造

了一大批人民形象；在作品思想内

涵方面，坚守人民立场，反映人民

情感与时代诉求，书写生生不息的

人民史诗；在创作方法方面，以现

实主义美学范式为主导，积极继承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学思想，吸

收借鉴国外优秀电影理论与创作

方式，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

气派、中国风范的电影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电影团已经

成立，吴印咸、袁牧之等一批电影

人 已 经 拍 摄《延 安 和 八 路 军》

（1938）、《陕 甘 宁 边 区 参 议 会》

（1939）等纪录片。《讲话》发表后，

延安电影团的电影工作者深受鼓

舞，电影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袁牧

之、吴印咸、李肃等电影工作者摄

制《南泥湾》（1942）、《中共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1945）等多部纪录

片。摄影师吴印咸、徐肖冰等人于

摄制影片的同时，还在陕甘宁边区

和前线拍摄了大量新闻照片，记录

了抗战时期中共领袖人物、高级将

领、根据地军民抗战业绩和经济文

化建设的成就，留下了珍贵的历史

影像资料。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领导的

人民电影事业开始从延安向全国

各地发展，先后成立了延安电影制

片厂、西北电影工学队、华北电影

队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等组织。其

中，最为重要的是东北电影制片

厂。“东影”是解放区建立的第一个

较正规的电影制片厂，“东影”在艰

苦的条件下不仅生产了大量新闻

纪录片，还进行了最初的科教片、

美术片、短故事片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方

针指导下，电影文艺工作者用满腔

的爱国热情，以现实主义为主基

调，围绕革命战争、社会主义改造

和建设的伟大历程进行创作。在

电影领域，以中国革命历史为原型

的革命叙事与以社会主义建设为

表现对象的现实电影成为主流，具

有深厚人民性、民族性、包容性的

电影作品集中亮相。

首先，在人民性探索方面，战

争场景、农村生活、工农兵各个职

业身份鲜活的个体都在不同的电

影作品中陆续登场，塑造了一大批

社会主义工农兵形象。《南征北战》

（1952）、《柳堡的故事》（1958）、《李

双双》（1962）、《英雄儿女》（1964）

等一大批优秀影片的名字、台词和

歌曲，早已深入人心，经久流传。

其次，在民族性探索方面，《林

则徐》（1959）、《风暴》（1959）、《青

春之歌》（1959）、《红色娘子军》

（1961）等作品，在电影叙事方面向

中国传统叙事经验取经，吸收与借

鉴中国民间叙事艺术的传统，将叙

事性、戏剧性和抒情性比较完美地

融为一体，影片潜移默化地以情动

人，对观众产生认识、教育和审美

作用。

第三，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获得发展，

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多民族

形象频繁登上银幕，极大地丰富了

电影的“人民性”与“民族性”内

涵。围绕少数民族“解放”与“革

命 ”的 电 影 作 品《芦 笙 恋 歌》

（1957）、《回民支队》（1959）、《农

奴》（1963）与以“建设”为主题的

《五朵金花》（1959）、《冰山上的来

客》（1963）、《天山的红花》（1964）、

《阿诗玛》（1964）等电影作品从不

同方面展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斗争

岁月与幸福生活，少数民族的空间

图谱与歌舞形式展现了少数民族

民间文化的形式与精神，成为展现

新的国家形象及其浪漫情怀的又

一理想空间。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物质生

活与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改观，经济

浪潮和现代性体验扑面而来。在

文艺上，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

上的祝词》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

方针，无疑是《讲话》精神的延续和

发展，“二为”方针的提出为新时期

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指明方向。

中国电影人深耕现实主义电影创

作，在广阔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艺术

养料，将表象真实与生活真实相结

合，现实真实与本质真实相结合，

坚持用客观、真实、动态的眼光审

视中华大地现实变化，在银幕上展

现时代浪潮奔涌之中的普通人的

生活体验和命运变化。

首先，在人民性探索方面，谢

晋、张暖忻、谢飞、吴天明等一大批

优秀电影工作者，在历史或现实的

不同语境中讲述着属于中国人民

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体验故事，

用灵动、诗意的电影语言发掘中国

人的真善美。人民主体性、普通人

的生命力和精神历程，成为这一时

期中国电影表现的重点。《生活的

颤音》（1979）、《小花》（1979）、《天

云山传奇》（1981）、《湘女萧萧》

（1988）、《本命年》（1990）等电影作

品以新的视角与电影观念认识人、

认识历史，致力于揭示人的个体尊

严、价值、人性、人情的失落与吁

求，反映生活之真、人性之善、人情

和乡村之美。

其次，在民族性探索方面，中

国西部电影成为重要的民族电影

现象，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打开了

窗口。中国西部电影是中国民族

电影的代表和旗帜，是具有民族风

范、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标志的中

国电影。《人生》（1984）、《黄土地》

（1984）、《野山》（1986）、《老井》

（1986）、《红高粱》（1988）、《黄河

谣》（1990）、《秋菊打官司》（1992）

等作品在对西部传统文化、民俗风

情进行大力开掘之际，也将改革开

放的思想内蕴灌注其间，从而具有

强烈的时代精神与西部地域气息。

步入新世纪，在产业化、娱乐

化的商业电影浪潮中，在民族化与

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电影创作兼

容并蓄，在传统文化表达与类型化

探索方面持续发力，电影表现对象

更加多元，人民情感与时代诉求的

表达更加深入。

首先，在人民性探索方面，更

大范围、更广泛职业、更多不同年

龄段的人物进入电影银幕空间，领

袖、科学家、农民工、军人、警察、

医生、律师、教师、媒体人、青少年

学生等各种形象都可成为银幕表

达对象。《云水谣》（2006）、《集结

号》（2007）、《建国大业》（2009）、

《 风 声 》（2009）、《 十 月 围 城 》

（2009）、《唐山大地震》（2010）、《建

党伟业》（2011）等电影作品回顾历

史，记录时代，实现了对历史的回

顾与反思、对时代发展的记录与见

证以及对当代英雄的讴歌与赞美，

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

反映了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实践

和人民群众的丰富生活和思想情

感，弘扬了真善美，发挥了电影在

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在民族性探索方面，《英

雄》（2002）、《十面埋伏》（2004）、

《 风 声 》（2009）、《 十 月 围 城 》

（2009）、《龙门飞甲》（2011）、《武

侠》（2011）、《一代宗师》（2012）等

电影作品将中国电影的类型化探

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与传播

相互融合，在电影符号建构、电影

人物塑造、电影情感表达方面自觉

融入中国传统审美情感，为中国电

影类型化发展注入了深厚的民族

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国电影对民族

文化的独特创造性。同时，新世纪

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探索为中国形

象塑造与中国文化传播起到重要

推动作用，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国际

传播影响力。

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文化的重要讲话精神，创

造性地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美学与文论，弘扬并发展了《讲话》

精神，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观

点出发，以博大宽广的胸怀展望了

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潮中世界各

族人民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愿

景，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伟大设想。

新时代中国电影在人民性方

面 继 续 探 索 ，如《天 将 雄 师》

（2015）、《大唐玄奘》（2016）、《丝路

英雄·云镝》（2016）、《功夫瑜伽》

（2017）等电影作品将电影空间从

中国延伸到丝路沿线国家，在丝绸

之路的历史发展中寻找创作资源，

将西部众多壮美、奇崛、独特性的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与电影人物

成长历程相互结合，诠释了和平、

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丝路精

神。《我不是药神》（2018）、《少年的

你》（2019）、《我 和 我 的 祖 国》

（2019）、《 送 你 一 朵 小 红 花 》

（2020）、《我和我的家乡》（2020）、

《守岛人》（2021）、《你好，李焕英》

（2021）等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聚

焦现实社会中老百姓的欢乐和悲

伤、痛苦和荣耀，将中国社会进步

与个人生命历程相互结合，力促实

现与观众的审美共情，不断传递正

能量。

与此同时，在民族性探索方

面，丝路题材电影有效继承和发展

了电影叙事范式、进一步挖掘了丝

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实现丝

路沿线各国文化共生共进的交流

融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山

河 故 人》（2015）、《路 边 野 餐》

（2015）、《长江图》（2016）、《撞死了

一 只 羊》（2018）、《地 久 天 长》

（2019）等自觉承继中国传统美学

精神的与意境建构的美学追求，将

当代中国观众的审美诉求与艺术

探索有效结合起来，成为新时代探

索中国电影民族性发展道路的新

力量。

回溯《讲话》发表 80 周年以来

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人民性、民

族性和包容性成为中国电影发展

道路的重要指引，是贯穿于中国电

影发展过程的主线。动态性观照、

历时性梳理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对

于深刻理解《讲话》的精神内涵具

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电影价值体系

与美学体系建设，对中国电影高质

量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讲座教

授，西北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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