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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振江

一、选材要准

题材选择是进行电影创作的

第一要素。是电影拍什么、为什

么拍、怎样拍好、拍给谁看的首

要问题。选择题材要准，指在广

泛掌握丰富的生活素材中提炼

出最适合电影表现的题材，用以

构成情节、人物和所表达的主题

思想。对题材要严格遴选、过

滤、剪裁、反复比较，注重选择材

料的真实性、典型性、通俗性、新

颖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

广泛积累素材的基础上，发现选

准题材往往是长期积累，偶然得

之。对题材的认识不能简单化、

概念化，我们反对曾经简单化地

对待复杂艺术创作的“题材决定

论”，但也反对“题材无差别论”，

一场革命风暴和一场风花雪月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场震古烁

今的改革建设火热实践和一场

游离于时代浪潮之外的一己悲

欢、杯水风波更是有天壤之别

的，不是所有的素材和不经严格

选 择 的 题 材 都 适 合 拍 成 电 影

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深

入到真实的实际生活中去。生

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

源泉，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与人

民交朋友，用心用情用功从生活

实践中采撷发掘出独特的创作

题材。要注重现实题材的创作，

描写好新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变

迁，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接地

气、有生气、抒正气。选材还要

注重原创性，切忌模仿、重复和

跟风炒作。

二、开掘要深

对选择准确的创作题材，要

进行深度的挖掘和探索性多角

度、多维度的开采，深入表现题

材的主题立意、故事价值、情节

逻辑、人物命运和社会反响及意

义等方面。鲁迅先生在谈到小

说的题材创作时曾经尖锐深刻

地指出：“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

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

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

富自乐。”他还形象地比喻：“你

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

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

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

挖井泉的。”对选好的题材不能

浅尝辄止，应深钻细研，下苦功

夫把掌握的生活素材和创作题

材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

产生质的变化，才能变成精彩的

故事、生动的情节和感人的形

象，创作出的作品才能激荡人

心。对于创作题材的深度开掘，

是艰苦性的脑力、心力、体力劳

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

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电影精品，

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所得来

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电影

工作者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坚定信念，有“板凳坐得十年

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

不休”的执着追求，克服和抵制

创作上的急功近利、粗制滥造，

用坚持不懈、锲而不舍、持之以

恒的努力，创作出更多高质量、

高品位的电影作品。

三、立意要高

古 人 称 ：“ 文 者 ，贯 道 之 器

也。”“文贵立意”，立意是作品的

主题，是决定作品成败最重要因

素。立意的内涵要比主题宽泛，

更注重艺术方面的表达，正所谓

“意在笔先”，“意在镜先”。曹雪

芹的《红楼梦》中用对话形式提

到：“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

措辞就不俗了。”老舍谈写作时

说：“办法不同，立意是一个样

的。”所有的电影作品创作的方

法、类型不同，但都有明确的立

意，传递作品的思想价值，这是

作品的灵魂。电影工作者要明

确所处的历史方位，找准创作定

位，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

“ 登 高 使 人 心 旷 ，临 流 使 人 意

远”。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

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主题，要把

创作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

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

合起来，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

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

材，抒写中国人民的奋斗之志、

创造之力、发展之果，用电影艺

术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

风貌和气象风采。

四、故事要新

电影自诞生以来就叫“故事

片”，讲故事是电影的本体。观

众走进影院，首先是看一个新

鲜、生动、吸引人、感动人的好故

事。电影的视觉奇观、立体影像

所展现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如

梦如幻的故事，正是电影艺术的

永恒魅力所在。观众需求新电

影讲好新故事，一是故事本身要

有新鲜感，二是讲故事的方法要

创新。要从重复往返、司空见惯

的日常生活中，从普通普遍的常

人思维模式中，提炼出区别于常

人常规的独特见解，以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的艺术表达，以理想

化追求创造出新的故事、新的方

法、新的元素、新的路径。用电

影语境讲好故事有蒙太奇声画

结合、时空结合的特殊优势，要

注重画面感和声音特效，注重细

节描绘和情节反转。写好矛盾

冲突是创新故事的必然要求，要

以积极向上温暖的现实主义方

法反映人民的生活。国家的改

革发展、家庭的酸甜苦辣、百姓

的欢乐忧伤、人们的所思所盼，

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

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生活是

无限的，电影创新也是无限的，

要从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新理

念去观察生活、表现生活，不断

讲好新的故事，使电影创作更有

广度和深度，更有意思和意义。

五、人物要活

文学是人学，电影也是人学，

写好人物是文学创作的核心要

义，塑造好人物形象是电影创作

的本质要求。电影既然是生活

的传神写照，就要让银幕上的人

物“活起来”。人物不是抽象的

概念化、脸谱化的符号，而是活

灵活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

个性化的“这一个”。不仅要刻

画人物外在的肖像，而且要描绘

人物内在的心理，写好人物的

行为、动作、对话、神态，体现出

人物的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价

值、不同命运结局。电影要塑

造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

象，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

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

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

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

感染力、生命力。要写活人物，

就要以坚定的人民立场和深厚

的人民情怀，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用心用情了解各

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丰富

实践和多彩生活中汲取营养，把

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倾注笔端、

摄入镜中，讴歌奋斗人生，刻画

美好人物。

六、情感要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指出：“文艺要热爱人民，

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

着文艺创作的命运。”文艺本体

就有调动和激发人感情的作用，

艺术大师罗丹有一句名言“艺术

即感情”。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让

人们动心动情。“感人心者，莫乎

于情”。电影工作者要对人民有

真情，对生活有深情，对创作有

专情，对观众有共情。只有真情

实感才能激发出创作的动力，只

有让自身感动，才能让观众感

动，有没有真情实感是评判电影

作品的重要标准。要真心真情

投入艺术创作，把个人的思想感

情融入作品之中，不仅要身入而

且要心入，不断增强对人民的情

感体验。要在创作实践中处理

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艺术创作允许虚构和想象，艺术

再造感人的情境，表现强烈的人

情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但要符

合生活的逻辑，反映生活的本

质。“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

不丈夫”。塑造英雄人物和典型

形象，更离不开情感的表达。人

生在世，亲情、友情、爱情缺一不

可。亲情的温度、友情的厚度、

爱情的纯度，正是健全人格的力

量源泉，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

七、形式要美

追求美和表现美是艺术的共

性，更是电影艺术的鲜明特征。

观众是怀着审美的心理来观看

电影的。人们观看银幕上的画

面、故事、人物、情节，是对美的

欣赏和追求。形式不仅是艺术

内容的外在表现，本身也与艺术

内容合为一体，互为补充，相互

托举，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

有无内容的形式。美好的艺术

形式不仅丰富了内容的表述，还

往往具有自身的美学和哲学的

价值。形式一定要多样化，要丰

富多彩，“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

齐放春满园”。要不断地创新艺

术形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

中超越，用更多、更新、更美的艺

术形式，表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的内容。用世界共同的电影审

美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努力塑造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八、结构要巧

结构是事物的存在形式，指

事物自身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

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电影

结构就是如何讲好故事的方法

和路径，不同类型的电影会有

不同的结构方式，如线性因果

关系结构、非线性回环套层结

构、交叉对比结构、板块式、散

点 式 结 构 等 。 但 不 论 如 何 结

构，都要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前

期设计，要巧妙地组合布局各

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有机联

系，把电影故事的开端、发展、

转变、波折、悬念、反转、高潮、

结尾等完整、紧凑、巧妙、合情合

理地表达出来。要学习借鉴传

统文化中古典诗词和戏剧的优

秀表达方式，古人总结：“首句标

其目，卒章显其志”，“起句如爆

竹，骤响易彻；结句如撞钟，清音

有余。”指写好开篇和结尾的重

要。“积句成章，积章成篇”，中间

要写好几组矛盾冲突，设置悬

念、埋下伏笔、渲染气氛，用巧妙

的结构组合进行故事情节的推

进和情绪的推动，给观众以强烈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九、节奏要快

节奏是自然、社会和人们活

动中的一种与韵律相伴的有规

律的变化。用反复、对应等形式

把各种变化因素加以组织，构成

前 后 连 贯 的 有 序 整 体 即 是 节

奏。节奏不仅限于音乐层面，景

物的运动和情感的运动也称为

节奏。节奏变化是事物发展变

化的本源，是艺术作品重要的表

现元素。现代信息社会快速发

展变化，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快

了，对艺术作品欣赏的要求也自

然加快了，电影节奏变快最为突

出。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部

电影的分镜头数量在八九百个

就已经不少了，到现在一部电影

的分镜头数量到两三千个也不

算多，镜头运动的快速变化呈几

何式增长，在放映时长基本不变

的情况下，无疑以快节奏为观众

提供大信息量的、不断变幻的精

彩内容。当然，对不同类型电影

的节奏会有不同的要求，节奏快

是 相 对 的 ，要 张 弛 有 度 ，疏 密

有序。

十、制作要精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高新技术催生了电影制作手段

的创新，电影不仅仅是用摄影机

拍出来的，更是用多种技术相互

交叉融通的方式制作出来的。

制作精良是电影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电影发展的历程也是

电影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其核心

要素是“分工”越来越细化。工

业化要求电影制片项目化、标准

化、流程化、数字化的系统化管

理。工业化越细分，越要提倡

“工匠精神”，在电影制作领域的

电影工作者要笃定恒心、爱岗敬

业、专情专注、精益求精、追求完

美、开拓创新；要重人本、讲合

作、守诚信、促和谐，分工协作、

合力共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中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

展，必须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

“工匠精神”的名家大师和各方

面的专业技术人才；要加强制片

综合技能的培训，以高超的技艺

和精湛的技能，以严谨细致、专

注负责的态度，以精雕细刻、精

益求精的工作理念，制作出更多

精致、精良的电影产品，树立起

中国电影的“品牌”和“标杆”。

以上十个方面，仅从电影产

业链的前端创作和制片方面做

出简单粗浅的梳理，会有不足不

妥之处，仅供电影创作制片界同

仁商榷参考。要进一步深入研

究和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做好电

影创作生产和制片工作的规律，

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守正创新。创新就要勇

于突破，要突破束缚创作的条条

框框，进一步拓展题材领域，丰

富内容形式，创新方法手段，提

高原创能力，促进中国电影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电影工

作者要有胸怀天下的眼光和格

局，向着世界电影最先进的方面

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

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

民的生存现实，静下心来搞创

作，沉下心来推精品，创造出更

多丰富多彩、品种多样的中国故

事，为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

展，实现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

努力奋斗。

（作者为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

理事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

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

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生

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

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电影是代表整个文化艺术事

业和产业的核心力量，是一

个民族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

融合发展的形象标识，是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

力的硬性指标。电影还是国

际上跨文化交流、无语言障

碍沟通的大众媒介，是增强

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

重要方式。电影历来受到党

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

持，受到最广泛人民群众的

欢迎和喜爱。

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电影快速发展并取得令世

人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创

作生产优秀的电影作品是

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产

业振兴的中心环节。创作

兴则电影兴，制片强则产业

强，影片好则市场好。中宣

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胡和平同志在2023年全国

电影工作会上强调：“要抓

好精品创作，推出更多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

影片。”提高电影创作质量

和制片水平，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做好电影工作的重

中之重，是推动和促进中国

电影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

招。

我们要立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电影的实践基础，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自觉

应用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解决电影创作生产的

实际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意识形

态特殊规律、艺术规律、生产

规律和市场规律相统一；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相

统一。从电影创作和制片入

手，选好题材，讲好故事，努

力推出更多的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

作。

电影创作制片“十要素”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