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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剧电影《国鼎魂》研讨会在京举行

弘扬传统文化，彰显民族精神

《国鼎魂》即将和全国观众见面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

连。”孙向辉在致辞中对苏州市苏剧团

和主创团队的辛勤付出以及苏州市委宣

传部给予影片创作团队的大力支持表示

感谢，她说，“拍摄戏曲电影是一件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希望戏曲和电影

创作者在《国鼎魂》中的努力，不仅能为

世人留下堪称经典的戏曲电影作品，也

能培养出更多由衷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和

戏曲艺术的爱好者，弘扬传统文化，彰显

民族精神。”

苏剧是苏州的特有剧种，距今已有

近四百年历史，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和昆曲、评弹并称为苏州艺坛

“三朵花”。 2019年，原创舞台艺术苏剧

《国鼎魂》荣获了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

政府奖“文华大奖”。该剧的电影化改编

也应运而生，在多方支持下，目前影片已

经拿到公映许可证，即将和全国观众见

面。

研讨会上，杨芳介绍了影片的选题

背景和创作情况。她表示：“在影片的创

作过程中，主创团队始终坚持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不仅保留了戏曲特有的写意美学风

格，还充分利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将两者

有机融合进行再创作。可以说，《国鼎

魂》是依托地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有

益尝试和探索。”

各位主创也分享了影片创作拍摄的

经历和感受。王芳表示，苏剧艺术门槛相

对较高，能把剧目搬到大银幕上是戏曲演

员非常向往的事情，“希望能通过这部影

片让更多观众了解苏剧，了解苏州潘氏一

族为国护宝的故事。”戏曲电影讲究手眼

身法步的结合，为了更全面地展现苏剧魅

力，蓝天在创作中尝试了大量的运动镜

头，他说：“我们通过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

的变化和过渡，非常柔缓地去表现这些运

动镜头，希望能够尽可能展现苏剧在手眼

身法步各个点上的魅力。”

描绘家国情怀，承载历史担当

思想内涵和文化意义获点赞

电影《国鼎魂》改编自同名苏剧，源

起于发生在苏州的真实历史事件，以苏

州潘氏一族尤其是潘达于保护并捐赠大

盂鼎、大克鼎的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华夏

子孙重礼崇文、守护文脉的家国情怀，谱

写了一曲为国护宝、九死不悔的“时代正

气歌”。讨论中，专家们结合苏剧原作和

影片创作手法，分别就主题立意、人物塑

造和片中蕴含的民族精神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交流探讨。

仲呈祥认为，影片《国鼎魂》以保护

国鼎入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博物

意识、文物意识和文明意识。他表示：

“苏剧电影《国鼎魂》具有独特的思想内

涵和文化意义，跟我们今天的主流价值

观非常吻合。”

俞剑红表示，《国鼎魂》选择了女性

角色来承担家国情怀和民族命运，具备

一定的创新性。“女主角从平凡到不平凡

的转变，呈现出了惊人的能量、勇敢和智

慧，尤其是影片最后舍身护鼎的处理，充

分展现出了她临危不惧的坚定信念，非

常极致化”。

于兰从戏曲表演的角度对影片给予

了肯定，在她看来，戏曲艺术是“角儿的

艺术”。“角儿立住了，这个戏就成了大

半。”于兰表示，“观影中，我仔细读了每

一个字，听了每一个腔，我觉得王芳在表

演中字、味、劲俱全，尤其是在最后一段

中的演绎，那种味道和劲头不是每个人

都能做到的。”

龚应恬认为《国鼎魂》作为一部戏曲

影片，承载了历史、文化和情感的担当，

是一部制作精良、思想精深的好作品，

“影片通过一个苏州故事映射出家国情

怀，以电影和戏曲的结合展现了漫长的

历史，从三次护宝到最后献宝，难度和完

成度都很高。”

马也同样认为，《国鼎魂》拍出了时

代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鼎的命运，“影片

展现了一个女人、一个家庭以及乱世中

的形形色色，影片具有广阔的历史内容

和时代的开拓性。”他还表示，影片给了

苏剧在舞台之外提供了另一个传播平

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起

到了推动作用。

皇甫宜川表示，《国鼎魂》体现出了

传统艺术形式在新时代下对历史故事的

当代表达，令人印象深刻：“这部电影在

主题思想上的当代性，在艺术表达上的

探索创新都值得肯定和鼓励，这样的作

品也值得用心推广和宣传。”

结合光影手段，展现苏剧魅力

《国鼎魂》传统现代结合得专家认可

《国鼎魂》也是苏剧这一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首次登上大银幕。研讨

会上，苏剧和电影结合所体现出的艺术

特色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与

会专家纷纷表示，电影《国鼎魂》将苏剧

搬上大银幕，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用光影将戏曲审美特色与

园林美景、江南文化融为一体，展现了

个体追求与民族复兴之间的紧密联系，

是一部高立意、有巧思且展现中国审美

风范的精巧之作，具有极高的审美价

值。

在陆绍阳眼中，将《国鼎魂》将苏剧

改编成电影具有多重意义：“第一，在电

影的帮助下，苏剧能够传播得更广；第

二，苏剧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帮助下

能够更加贴近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第

三，将苏剧改编成电影，苏剧表演艺术家

在舞台上的高光形象能够永远流行。”

孙崇磊表示，《国鼎魂》是传统戏曲

和现代电影技术的有机结合，具有很高

的思想高度、艺术水准，是对苏剧这一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表达和创

新性发展。

左衡认为，戏曲和电影可以互相成

就。他表示，包括苏剧在内的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可以和电影形成巧妙的互文，电影

先进的声光电技术也能够让苏剧达到更

好的表现状态，“我觉得最高新的电影技

术特别适合提升戏曲的艺术表现力，电影

和戏曲未来可做的事情还非常多。”

刘亚玉坦言，《国鼎魂》既体现出了

苏剧传承中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也展

现出了创作者们的内心力量和对于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热忱。她说：“《国鼎魂》

是苏剧和电影的巧妙结合，不仅是一部

艺术品，也给未来的学习研究提供了一

个非常有价值的范本和案例。”

6月2日，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青铜史·传奇曲·江南影——苏剧电影《国鼎魂》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员仲呈祥，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孙崇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兰，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俞剑红，中国艺术研究

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马也，著名剧作家、导演、教授龚应恬，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传统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绍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

影文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左衡，上海大学电影学博士、苏州大学艺术学博士后刘亚玉等专家学者及影片总导演汪灏、导演蓝天、领衔主演王芳、主演张唐兵等主创

人员进行了专题研讨。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馆长（主任）孙向辉，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杨芳在研讨会上致辞，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纪委书记张旭霞参加研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融媒体中心主任、《当代电影》社长兼主编皇甫宜川主持研讨。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