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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现实题材电影创作：

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步伐
探寻温暖现实主义创作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

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现实题材影片及其包涵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是百年中国电影的“传家宝”。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影工作者积极投身现实题材创作，银幕唱响“四个

讴歌”，现实题材影片的数量和票房占比都在稳步提升，创作出了一大批表现现实生活，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的精品力作，如表现家国情怀的《我和我的祖国》、《我

和我的家乡》等“我和我的”系列，展示各行各业奋斗史诗的《中国医生》、《中国机长》、《攀登者》、《夺冠》、《烈火英雄》、《峰爆》、《紧急救援》等，正能量励志的《奇迹·笨小孩》、

《守岛人》、《送你一朵小红花》、《十八洞村》、《一点就到家》等，展示大国形象的《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系列等，温情感人、讴歌真善美的《你好，李焕英》、《穿过寒

冬拥抱你》、《关于我妈的一切》、《温暖的抱抱》、《老师·好》等，深刻反映普通人情感命运和社会现实的《少年的你》、《扫黑决战》、《我的姐姐》、《找到你》、《爱情神话》、《没有

过不去的年》等。这些影片既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又不回避矛盾，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

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在不久前举办的“新时代影视创作的温暖现实主义”研讨会上，部分电影创作者与专家学者就如何加强现实题材电影创作，以及如何在作品中融入“温暖现实主义”进

行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紧跟时代之变、记录中国之进、回应人民之呼，是电影行业需要履行时代使命和责任，“温暖现实主义”既要关注现实、关注时代的需求，还要关注

观众和市场的选择。

■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刻注重植

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

愿、反映人民关切，创作出一大批观照现

实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的贴近实际、贴近

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作品。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在评价《穿过寒冬

拥抱你》时指出，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

力、精神推动力是如今电影创作的重要抓

手，电影文化产业更应站在人民和时代的

立场上前行。《穿过寒冬拥抱你》很好地响

应了其主题——“最冷的冬天，给你最温

暖的拥抱”，书写的是人间烟火气，也是人

民奋斗志。这部影片契合了观众精神世

界的多重诉求，也力求达成了与观众心灵

沟通和情感互动，给予精神慰藉，引发思

想共鸣，是一部真正有筋骨、有温度的中

国电影。

现实题材电影，应该要找到这个时

代最有趣最动容的比喻，传达这个时代

最真诚的希望和最动人的力量。《没有过

不去的年》导演尹力表示，当一个时代的

影片连成“珠帘”，就变成了这个时代的

心灵史，为 50 年以后、100 年以后的人留

下影像的记录，这是现实主义创作的

魅力。

“现实题材电影并不是让观众在两

个小时内逃避现实，而是留下了这个时

代的困顿、无奈，用温暖的方式来表述，

给后世留下今天创作者的立场、态度和

智慧。”尹力说，“现实主义创作应该具备

共情的特点，同时有表达的锐度与锋

芒。因此，‘温暖现实主义’的提出，为电

影创作者打开了一扇窗，是当下现实主

义创作的‘解决方案’。”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胡智锋认为，“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存在

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一种表达方式是

顶着生活的外包装，打着基于现实、超越

现实的名义，实则是悬浮于现实、脱离现

实、遮蔽现实的伪现实。第二种表达方

式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名，以直面现实

矛盾为由，过度地发掘社会、人性的灰暗

甚至黑暗面，表现生活中的暴力、偏狭，

让观众被扑面而来的负面信息、负面情

绪、负面价值理念冲击得喘不过气来”。

他表示，“更多更主流的现实题材创

作是第三种表达方式——在关注平民叙

事、直面现实困境的同时，以温暖为主基

调，表现人对真善美、光明和未来的追

求，即温暖现实主义。温暖现实主义创

作关注新时代的新话题，在新的语境中

讲故事。在穿越、魔幻、宫斗题材逐渐隐

退，一度呈现式微态势的现实题材创作

逐渐走到影视舞台中央的当下，‘温暖现

实主义’才是我们最需要的现实题材创

作方法。”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尹鸿表示，不论什么年代，现实题材

电影都是反映生活、与社会共情的一种

重要类型，现实主义一直存在于电影血

脉里。“温暖现实主义”既关注现实、关注

时代的需求，还要关注观众和市场的选

择，这是现实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平

衡点。

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中，主人公都

是普普通通的快递员、外卖骑手、钢琴老

师、饭店经营者等等，正是发生在这样一

群普通人中间的温暖故事，真实温情，充

满烟火气，闪烁着人间的真、善、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王一川谈到，“温暖”分为身体

的感受和心灵的感受。《穿过寒冬拥抱你》

表现了在寒冬中，虽然人们身体冰凉，因

为疫情导致心里也很冰凉，但通过人与人

之间的仁厚友善之心，整个城市逐渐温暖

起来。

他表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了，但幸福感仍有待

提升。就像《没有过不去的年》里所表达

的，人们的幸福感没有因为物质欲望的满

足而得到改善。“心病需要心药治，现实题

材作品触及到当代社会心理世界的不同

维度，并探寻来自中国式心性智慧的救治

之道。”

《老闺蜜》导演乔梁表示，影视作品对

现实的关注，甚至批评是必要的，但不是

抱怨。在关注现实的基础上，采取温暖的

创作态度，就是“温暖现实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们的现实

生活受到了干扰，心里也产生了诸多困

扰，希望在虚拟空间、艺术空间中得到纾

解。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王海洲

表示，具体到影视作品，人们希望在作品

中看到他们的困难，并且从中得到安慰与

引导，并看到光明与希望。因此，如果作

品不能呈现现实，或者呈现现实后不能给

予观众温暖，这类作品是不能让人满意

的。“温暖现实主义”作品顺应了当下中国

观众的审美需要。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全国高校影

视学会会长丁亚平表示，“温暖现实主义”

有三个关键词——感觉、心灵、启蒙。“感

觉”可以阐释为社会经验的艺术呈现与表

达，现实主义创作者的目标不是建立宏大

的理论与学派，而是追求具体的、有温度

感的、有审美情感性的创作与主张。“心

灵”可以解释为一种开放、变化的感受与

体验。“启蒙”则意为影视作品所肩负的社

会功能与现实引领作用。“我们早期提出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口号，近五年来有各种各样的关于现实主

义的界定、讨论，温暖现实主义也是其中

重要的选择。”丁亚平说。

（下转第3版）

◎“温暖现实主义”为电影创作者打开了一扇窗

◎时代呼唤温暖人心、启迪人生的现实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