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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电影《申纪兰》在京研讨

银幕展现申纪兰精神
凸显鲜活的时代风貌

本报讯 近日，电影《申纪兰》专家

研讨会在京举行。出品方代表、山西

影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高晓江以及主创代表、《申纪

兰》导演哈斯朝鲁参加活动，分享幕后

点滴。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中

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影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高

小立、电影频道节目中心节目部主任

董瑞峰、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主任张颐武、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皇甫宜川、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赵宁宇、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山

西晚报全媒体文化娱体部主任范璐、

山西大学副教授郝静静分别作研讨发

言，畅谈观影感受与创作建议。研讨

会由电影频道主持人郭玮主持。

《申纪兰》由哈斯朝鲁执导，张梦楚

编剧，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岳红领衔主

演。影片根据“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

纪兰同志生前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申

纪兰坚守西沟、心系农村、情系农民、从

一位普通家庭妇女成为“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的传奇一生，已于申纪兰逝世三

周年纪念之际（6月28日）全国公映。

影片自上映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山西影视（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晓江坦言，大众

的热情让他感到“措手不及”。作为出

品方，他期待电影持续的热度，能像申

纪兰的劳模生涯一样，坚韧而漫长。

这部传记电影创作于申纪兰逝世

后不久。三年前，申纪兰刚刚离世，她

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活地留在大家心

里。导演哈斯朝鲁回忆，正因如此，他

曾在创作初期有过很多顾虑。他考虑

过申纪兰的故事是否更合适打磨成为

纪录片。但犹豫再三，排除万难，最终

还是决定把这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

人生经历创作成为故事片。无论对于

岳红还是其他演员，哈斯朝鲁都要求

他们尽量“克制”。用他的话来说，听

党话，跟党走，心系人民，从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这便是申纪兰精神的时

代价值。

“这部影片找到了立足点。”饶曙

光在发言中谈到，同工同酬能够写入

宪法，能够在中国落地，这是申纪兰的

贡献。申纪兰坚韧不屈的奉献精神，

始终贯穿在这部出色的传记电影里。

高小立则提到，《申纪兰》对中国女性

独立意志觉醒进行了深刻勾勒，对中

国妇女全力保护突出贡献者进行了深

入挖掘。影片在极具时代质感的底色

中凸显了鲜活的时代风貌，生动的细

节更让人物形象立体而丰满。

申纪兰自青年时期便开始发动妇

女下地干活挣工分，继而一步一个脚

印，逐渐推动妇女同工同酬写入宪

法。电影频道节目部主任董瑞峰直

言，这也是整部影片令他最为激动的

部分。董瑞峰表示，申纪兰对党忠诚，

朴实执着，扎根西沟，履职尽责。最终

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奉献了六十

余年光阴到繁琐的人大工作中。进一

步来说，电影对人大工作和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目前《申

纪兰》发行的是方言版本。他建议影

片再配一个普通话版本，以便于未来

在电视展播时，更好地面向全国观众。

数位来自著名高校或杂志纸媒的

专家一致认为，《申纪兰》突出了申纪

兰一辈子不忘农民本色的质朴情怀，

一辈子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以及牢记

人民代表为人民的责任担当。

赵宁宇毫不吝惜地夸奖主演岳

红。“申纪兰的老年造型，几乎以假乱

真。“他盛赞岳红在《申纪兰》的表现形

神兼备，就像《夺冠》中巩俐饰演郎平

一样，逼真的老年造型离不开演员漫

长的准备工作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来

加持。

研讨会最后，仲呈祥在总结性发

言中再次强调，《申纪兰》的出色表现，

要归功于导演的总体把握，要归功于

岳红的质朴表演。申纪兰形象出现在

银幕上，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她的一生证明了人生最大的境界是审

美境界。它超越了物质境界和一般的

求知境界，是道德境界中的大美境界。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

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办，中国

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电影家协会电

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中国文艺网承办，

北京文化、长生天影业、猫眼娱乐协办

的电影《封神第一部》观摩研讨会在京

召开。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家广

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中国电影家协会

顾问、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

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童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

春，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

书长闫少非，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

心副主任彭宽，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

常务副主任宋智勤，中国电影家协会电

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会长张思涛，北京电

影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著名影视学

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

智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中国传

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丁亚平，中国电

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张弛，中国民俗学会会

员、作家，中国诗词大会命题专家组成

员李天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历史学者、《封神三部曲》艺术顾问王

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

授、动画电影导演，中国志怪神话研究

者王诤，中国文艺网副总编辑刘小奇

等专家学者，以及北京文化董事、总裁

严雪峰，猫眼娱乐公共事务副总裁席伟

航，著名导演乌尔善，作家、编剧冉平，

青年演员于适等片方代表，围绕该影片

就精品电影艺术创作、剧作创新、中国

式美学、电影工业、神话谱系和宣发等

内容深入进行交流研讨。研讨会由中

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创作指导处

副处长田园主持。

《封神第一部》导演乌尔善介绍，影

片从筹备到上映历时近10年，“‘封神’故

事流传千年，其中包含了时代的变革、善

恶的斗争和英雄的成长，是中国最经典

的神话故事之一。”他表示，在当下以先

进的电影技术和当代的思想解读重新讲

述“封神”故事，不仅因为它是最适合改

编的中华神话史诗，更因为可以从中追

溯并传承连绵不绝的中华文化的精神力

量。“中国电影市场需要一部能够反映我

们民族文化本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成

长过程的神话史诗电影。”

与会专家认为，《封神第一部》有力

推动了中国神话史诗类型的创新与发

展，以年轻的视角与中国原创的美学风

格，让经典神话故事跨越时间之河，与当

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产生共鸣，影片

在剧本创作、美学系统、工业化探索等维

度都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与研究价值。

“以乌尔善为代表的主创团队十年

磨一剑，终于推出了《封神第一部》，充分

体现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对电影艺术的热

爱与敬畏之情，也展现了中国电影工业

十年来的长足发展。”张丕民表示，影片

故事流畅、人物鲜明，没有拘泥于《封神

演义》原著的情节设定，是电影工作者努

力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次有益实践。

童刚也认为，《封神第一部》在讲述

经典“封神”故事的过程中，艺术化地弘

扬了明辨是非、惩恶扬善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观念，影片中的父子情、兄弟情令

人印象深刻，视听效果也冲击力十足，充

分体现了当下的中国电影工业水平。

在闫少非看来，组织业界专家研讨

《封神三部曲》的创作，对于推动中国电

影的繁荣发展，特别是促进中国电影的

多样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影片在思想

方面，传递了“德不配位，必遭天谴”“天

下情怀，忘我牺牲”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观念；在历史表达方面，影片对商周文化

的挖掘，同戏剧结构和人物塑造不露痕

迹地结合在一起，展现了主创的创作能

力；在技术方面，通过现代电影技术营造

了高超的视听效果。

彭宽表示，希望本次观摩研讨会在

促进理论评论贴近电影创作、介入现实

问题、推介优秀作品的同时，进一步拉近

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发展与互联网的关

系、与网络文艺的关系，推动电影艺术与

网络文艺深度融合，助力新时代中国电

影蓬勃发展。

徐粤春评价，《封神第一部》切实做

到了守正创新。所谓“守正”，就是艺术

化地展现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道德理

念和价值取向；所谓“创新”，就是用新的

数字技术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想象

力，这也是影片成功的两大支柱。

胡智锋坦言，要拍好“封神”题材的

电影并不容易，要拍出新意更难。《封神

第一部》以当代电影人的视角与技法，在

讲述古老中国故事的过程中表达当代审

美价值，而影片将姬发升格为主角的大

胆设定，更是对传统“封神”故事进行了

一次创新重造。“主创通过层层递进、不

断设置并拆解矛盾的方式，将影片两个

半小时的时长拆解为若干个较短的部

分，更适合当下观众的观影习惯；更通过

各种类型的杂糅，有效地传达了‘苍生至

上’的价值理念。”

宋智勤用“场面宏大、格局开阔、立

意新颖、气质非凡”来形容自己观看《封

神第一部》后的感受。他表示，影片的场

面设计十分成功，大雪中攻城、修造祭天

台等段落令人记忆犹新；故事复杂曲折，

主线与副线交织推进，颇具层次感；以质

子这群年轻人的成长为叙事核心，具有

创新性和突破性；而影片中无处不在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美学风采，更

让影片具备了独特的艺术气质。

丁亚平认为，《封神第一部》最核心

的价值，在于创造了一种区别于其他国

家奇幻类型、神话类型的中国独有的电

影类型，在充分展示中国电影工业水准

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本土化的电影创

作观念、叙事手法与艺术追求，他称之为

“国片艺术”。“在新时代，中国电影工作

者在不断强化全球化、国际化视野的过

程中，同样应当理直气壮地倡导、展现

‘国片艺术’的魅力。中国电影要真正强

大起来、要真正获得国际海外影响力，需

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据了解，《封神第一部》是《封神三部

曲》的开篇之作，将于7月20日上映。导

演乌尔善与主创团队将通过电影三部曲

的方式重新讲述《封神演义》的经典故

事，不但在影片中构建了瑰丽的神话世

界，更以深刻的人性刻画为核心，致力于

在当代传承“封神”故事中蕴含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彰显正义、善良、情感的力

量。 （赵丽）

7月 10日，乡村振兴题材电影《青

塘村》剧本研讨会在北京中国农业电影

电视中心举行。肖裕声、张延扬、张红

宇、江平、许柏林、饶曙光、马维干、赵大

鸣、史可扬、张东、高光磊、王纯、苏润

娟、张臣政、罗平海、赵银邦、王中信、姚

树山等三十余位来自北京、山西两地的

电影从业者和专家学者，以及电影总制

片人杨飞、监制赵晖、导演李万兴、编剧

刘忠波、制片人辜越和段菁菁、演员徐

汐蔓、宣发人员张勇等电影主创齐聚一

堂，就电影《青塘村》剧本进行了深入交

流和探讨。

作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

象、弘扬中国精神”的新主流电影代表，

《青塘村》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

景，讲述了青塘村村民张文武，用巧计

拆除村头污染环境的猪圈，复原清泉，

并发动村民共同做粽子、卖粽子，将小

作坊做大做强，最终实现全村共同富

裕，走向乡村产业振兴的动人故事。

与会专家从时代意义、文化内涵、

内容创作等方面对《青塘村》剧本给予

了高度评价，并对后期影视拍摄建言

献策。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

部长、研究员肖裕声表示，《青塘村》剧

本选题特别到位，影片围绕“三农问

题”，不仅能给观众提供娱乐，同时还

承担着乡村文化振兴的战略任务，担

负着提高审美、引领风尚和教育感召

群众的文化使命。原军委后勤部金盾

出版社社长张延扬认为，《青塘村》题

材具有时代感，故事符合乡村实情，立

足现实，且聚焦当前乡村振兴备受关

注的产业振兴，切入点极佳，具有普适

性。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

管理司原司长、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理事张红宇也对《青塘村》剧本

在创作中融入了引导解决农产品多元

化以及产业振兴过程中如何巩固成

果、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叙事手法

表示了称赞。

在专业性和内容创作上，《青塘村》

剧本也获得了与会专家们的认可。原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国家一级

导演江平认为，《青塘村》剧本主题鲜

明，有浓厚的山西地域文化特色，故事

有趣，人物鲜活。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

书长许柏林认为，剧本完整度高，叙事

流畅，脉络新颖，核心人物有新意，具有

破格性。

多位专家也为《青塘村》剧本出了

建设性意见：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

曙光表示，《青塘村》剧本拥有完整的内

核，但应该考虑如何进行创新表达，可

进一步细化人物行为动机和人物关系，

凸显戏剧张力，增强可信度。国家电影

局电影审查委员、著名编剧马维干建议

故事增加叙事维度，同时片名可从宣传

角度进行优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

可扬表示，剧本基调明确，在故事可信

度上可添加细节，并加强戏剧性。来自

故事背景地青塘村的原国家审计署社

会保障审计司司长王中信则感慨道，剧

本内容令人激动，希望能增加人物弧

光，塑造更加立体的人物形象。

研讨会上，针对各位嘉宾提出的建

设性意见，电影总制片人杨飞、监制赵

晖、导演李万兴、编剧刘忠波等主创也

诚恳表示将对剧本作出相应的调整和

改善，务求电影《青塘村》达到艺术性、

观赏性、思想性的高度统一，并早日与

观众见面。

据悉，《青塘村》将在完成剧本优化

后进入拍摄阶段，影片由中国农业电影

电视中心、中共临县县委、临县人民政

府、吕梁市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北

京乐舞飞扬文化发展联合出品，北京乐

舞飞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苏州冬青

木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新

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广

播电影电视新闻单位申领新闻

记者证的通知》要求，《中国电

影报》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

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我单

位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

进行公示，公示期 2023年 7月

12日-7月 19日。举报电话为

010-82296092。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李佳蕾

当中国电影与“孤独症”这个关

键词相碰撞，很容易令人想到苦难

叙述，那些饱含悲伤情绪，以呼唤社

会关怀为诉求的作品。《向日葵中

队》却做了一次令人颇感意外的尝

试，影片的焦点并不在于表现患儿

的病态及其家庭的痛苦与无助，而

是自始至终以一种探索的姿态尝试

融合教育实施的可能。可以说，《向

日葵中队》并不是一部常规意义上

的“孤独症”电影，而是一部儿童教

育电影。

与以往将特殊儿童隔离于特定

教育机构实施教育不同，融合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是一个主张发

展障碍学生与普通学生置于同一环

境中共同学习的术语，蕴含教育平

等、共同发展的人文思想，从理念到

方法都对传统教育提出了挑战。当

然，在现实处境中，实施融合教育的

困难超越了想象，孤独症儿童在普

通学校中“随班就读”，从校领导到

班主任，再到任课老师应如何实施

具体的教学活动？普通的学生与

“来自星星的孩子”相处会发生怎样

的反应？除了学校以外，还需要怎

样的社会支持？这一系列的问题，

影片《向日葵中队》尝试做出了回

答。

影片延续了大众文化中将孤独

症儿童比作“星星”、“雨人”的隐喻，

用心地维护着特殊群体孩子梦幻且

极具天赋的形象——莫离，彷佛是

一个误入人间精灵，她的外表可爱，

永远衣着整洁，扎着活泼的辫子，有

一双格外清澈，“像葡萄一样漂亮”

的眼睛。作为一个孤独症孩子，她

的刻板行为主要表现在对玩具熊的

过度依赖、在课堂上撕纸、在帐篷里

睡觉……但即便症状发作，影片也

没有大力渲染她的病态的形象。相

反，影片着重地展现莫离过人的绘

画天赋，她擅长用画作表达自己的

内心世界，从出班级黑板报到为学

校墙壁绘制涂鸦，再到最终登上图

书封面，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也以

一己之力为社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让她所代表的孤独症儿童的世

界能够被看见，同时传递出向日葵

的花语：灿烂生长，永远向阳。

融合式教育向学校、老师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需要既懂得普通教

育、又能胜任特殊教育的专业队

伍。《向日葵中队》塑造了以班主任

米兰老师为中心的一系列教师形

象。年轻的米兰老师充满了对融合

教育的探索热情，她通过梦幻的欢

迎仪式、十点之约、公开课、升旗仪

式、运动会跳绳等为莫离精心设计

的教学计划，缓缓靠近了一颗来自

遥远星球的心，并努力使它焕发光

芒。米兰老师形象的进一步升华，

是她抛却世俗的得失，以包容、自省

的态度面对由于莫离导致的第一次

公开课失败。在米兰老师的身上，

闪烁着教育最动人的底色，如同片

尾的字幕——“爱是教育的灵魂，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

林校长作为校领导从莫离入校

开始便给予了她充分的关注，通过

黑板报评奖、将学校的空白墙交给

莫离创作、运动会为“向日葵中队”

颁发特别奖等具体行动，表达对融

合教育的支持。花爷爷也以自身的

方式，像照顾向日葵一样，为莫离遮

风挡雨，守护她的成长。

在融合教育中，“同侪合作学

习”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也就是借助

同龄人的影响，达到改善特殊儿童

情况的目的。在莫离身边，围绕着

五（3）班以张小西为代表的一群同

伴。善良的小西主动要求与莫离成

为同桌，细心地发现她对向日葵情

有独钟，在日常的校园生活中给她

无微不至的鼓励与照顾。但是，莫

离由于共情能力的缺乏，常常表现

出冷漠、自私的一面，小西却以加倍

的关怀和体谅敲开了莫离心中紧闭

的门。

影片并非单向度地表现普通孩

子为莫离带来的改变，而是强调了

彼此互相的影响，张小西原本是个

胆小的孩子，连说话也很小声，但为

了守护莫离，她开始变得勇敢，从开

始大声说话到敢于去出版社为莫离

争取机会，实现了自我的突破。马

一飞出场时很是调皮，欺负张小西，

油腔滑调，对莫离充满敌意，直到后

来逐渐理解她，踢球弄坏莫离心爱

的向日葵后，能诚恳的道歉并尽力

弥补对莫离的伤害……五（3）班正

是由于因为莫离才有的共同经历，

才变成更具凝聚力的“向日葵中

队”。

融合教育重视发挥家长的作

用，《向日葵中队》也有相应的表

现。在家庭叙述中，影片摈弃了泪

水和苦难，莫离有一个幸福、完整的

家，父母感情和睦，物质条件优越，

给予她全力的呵护。他们虽置身深

渊，却清醒、理智地接受现实，送孩

子上学就是希望她每天都能够开

心，交到朋友。虽然妈妈也会在莫

离情况欠佳时情绪低落乃至失控，

但并不沉溺其中，坚持传递给孩子

积极的情绪。张小西的家长对孩子

们的成长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帮助，

与一般家长排斥自己孩子与孤独症

儿童接触不同，她充分尊重小西的

决定，鼓励孩子与莫离相处，并且借

助自己在出版社工作的条件，对促

成采用莫离绘画作为图书封面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

可以说，《向日葵中队》是一部

从儿童视角出发，从学校、家庭到社

会不同层面诠释融合教育理念的影

片。的确，现实中的融合教育道阻

且长，不过，作为一部儿童电影，能

够引导孩子们认识并且善待身边的

特殊伙伴，其本身价值已经弥足珍

贵，而对于一些不幸有孤独症儿童

的家庭而言，这部电影又何尝不是

给了他们一个与光同行、充满希望

的美好期盼呢？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

公 示

《封神第一部》观摩研讨会在京举办
专家赞“推动中国神话史诗类型的创新与发展”

乡村振兴题材电影《青塘村》剧本研讨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