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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温暖现实”——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以现实主义精神反映时代风貌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鲍文娴

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陆亮：

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观众的情感共鸣
讲好类型多样的新时代故事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

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

年，十年来，中国电影在习近平文化思

想坚强有力的指引下，在改革中成长，

竞争中壮大。近两年来，涌现出一批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能够引发观众情

感共鸣的优秀现实题材影片，这些影

片的共同特点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

找到观众的情感共鸣，敢于触碰人民

群众关切的热点社会现象，以现实主

义精神反映时代风貌。它们有的像一

支笔，真实记录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为当代人的精神面貌画像，塑造新的

典型形象，呈现时代发展深刻的内涵；

有的像一束光，烛照被忽视的社会角

落，对弱势群体给予真切的观照与关

怀，勇敢直面问题又不失温暖底色。

这些影片在创作态度上踏实诚恳，在

质感上接地气、描画人间烟火，在叙

事、影像方面又勇于拓新，善于运用电

影新技术新手段反映当下中国鲜活丰

富的社会生活。

当前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这一股

热潮，反映着一种新的创作趋势和精

神追求。这种精神立足于社会现实，

植根于人民生活，瞩目于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兼具了现实的热度、思想的深

度和理想的温度。电影创作者将现实

主义传统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和艺术形

式，不断与变化发展的观众审美期待

相结合，既是回归，又是创新，他们的

创造是中国电影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语境下取得

的新成果，在电影业助力文化强国建

设的道路上展现出可贵的探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些在这一道

路上探索实践的电影工作者，以及长

期观察思考中国电影的专家学者，“悟

言一室之内”，就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

现状进行交流和探讨，让创作实践与

理论研究及时、有机地联动，相互启

迪，相互滋养，形成更强合力，助力中

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电影

还存在很多不足，也面临一些困难，中

国电影的发展环境日趋复杂。今年中

国电影仍处于疫情后艰难爬坡的过程

中，“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

在这样的时刻，更需要珍视电影创作

者在追求与观众同频共振中展现出的

新趋势和新亮点，坚守对中国电影的

信心，迎难而进。

在这里，我谈几点对中国电影创

作尤其是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想法，

与各位电影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共勉：

一、从总书记的文化思想中

学习精神，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

要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文化

思想，深刻把握其理论品格、实践要

求、创新品质、人民立场和开放精神。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文艺工作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

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

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

作者的天职”。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求

我们的现实题材电影创作，不是沉迷

于小情小调的自言自语，也不是泥沙

俱下的自然主义，而要沉潜于丰富的

生活之源，讲好情感饱满、类型多样的

新时代故事，塑造真实生动、形态各异

的人物形象，能引发广大观众的共情、

共鸣、共振。

故事是伴随人类历史进程的精神

食粮，是影响世界的文化力量，也是需

要不断学习、倾尽心血才能掌握的艺

术技巧。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同样需要

故事，故事蕴含理想情怀、现实底色，

也包含文学底蕴、戏剧性和电影化的

统一，以及精妙的叙述技巧和独特的

风格。电影史上几次现实主义创作高

峰，无论是中国的左翼电影，还是意大

利新现实主义等，那些电影作者都是

讲故事的高手。今天，现实题材电影

尤其需要面向人民和生活，提炼出观

众喜闻乐见的精彩故事、动人故事，运

用好电影特有的艺术技巧，为故事注

入美好的价值观，塑造中国人民的心

灵，熔铸中华民族的灵魂。

二、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中汲取养料，打造中华民

族新的“历史诗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

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时至今日仍然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

根基，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现实题材创作虽立足当下，着眼现在，

但文明与社会的发展是赓续不断的，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艺术家

弥足珍贵的是一双洞悉本质的慧眼，

现实题材电影创作要想更准确地把握

当下，则需要运用系统性的历史性视

角才能真正把握当下现实的本质，并

将自己的创作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

建立有机的联系。

电影创作者要多阅读中国的传统

文化经典、认识传统文化精髓，从中获

取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拥有开阔的

文化视野、深厚的文学底蕴，“要加强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

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

调”，“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生命力”。“斯文定有攸归”，

我们的电影创作者们就是“斯文”的化

身，是当代的弘文者、传道者，传承中

华文明、赓续中华文脉不仅是责任，更

是创作者人格的陶冶、艺术修养的淬

炼。要增强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情感和

体悟，增强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国历史进程的在场感，以文质兼美的

艺术创造留下伟大时代的“风俗史”和

“心灵史”。

三、从进步文化基因中传承

力量，发掘电影创作与社会

发展之间的积极联系

在上世纪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

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方法的中国左翼电

影，“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

夏衍等具有丰富文学、戏剧经验的左

翼作家从观片、跟片场、学剪辑开始，

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迅速完成从

文学到电影的身份转换。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左翼电影强调文艺创作

的社会责任、社会路线，既有启蒙、又

有批判，反映了现代中国民族电影的

先进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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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进的文化永远指向、引领着社会进步

的方向。一部优秀的电影能给予观影

者的影响远比它的放映时长深远，反

映社会现象、激发大众共鸣的优秀现

实题材电影尤其如此，在新时代的社

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发挥着积极的影

响。但电影的教化作用不是依靠口号

而是诉诸情感的，不是概念化而是形

象化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润物无声

的。只有尊重艺术规律、重视艺术表

达，才能通过观众的情感世界抵达理

想的彼岸。

四、从当下人民群众的生活

实践中寻找灵感，开拓沟通

人心、温暖人心的新境界

无数的个人、家庭、行业、城市、乡

村，构成了无比丰富的社会生活。表

现生活、激励人心是文艺工作者的职

责所在。我们的电影创作者只有俯身

走进人民中间、走向生活深处，积累真

实的人生经验和体验，获取创作的灵

感激情，作品才能更贴近人民的情感

世界，才会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现实题材创作在宏大叙事之余，

要尝试开掘个体生活和微观视角，从

普通人的生活中提炼真正有共鸣、有

时代内涵的内容，在对普通人物、日常

生活的深刻表现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将家国同构、民族认同等宏大

命题细化为每个个体的生活日常和命

运感悟，赋予宏大时代主题细腻、深刻

的激情，体现文艺作品应有的精神力

量，所蕴含的人心、人性、人情也更易

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的讲话中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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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是多层

次、多面向、丰富变化的，现代社会的

发展中也不可避免地呈现一些问题，

身处于高速运转的世界中的人们也压

力倍增。我们的电影创作应该有直面

真实生活的勇气，在写生活主流的同

时，也积极地面对问题，不回避矛盾。

但要有光明、温暖的色调，予人光明与

力量，充分发挥补益世道、安慰人心的

作用。

五、从文化共通与共同价值

中寻求突破点，助力中国电

影走向世界

文明的差异性是文明多样性的体

现，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动力之

源。当今世界，不同的思想文化虽然

在现实中相互激荡，但文明交流互鉴

已是大势所趋。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人文基础，是推动人类社会进

步的动力。

我们要着力加强电影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向世界展

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从而

真正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不

断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相较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国家

形象的国际传播更加任重道远，而立

足当下关注当下的现实题材电影是完

成这一文化使命的天然载体。我们的

现实题材电影创作者应以电影为媒

介，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充分展现今日中国的生机和活力，讲

好中国故事，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

中国人民，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电影要想在国际市场实现有效传

播，不仅要关注“我们想表达的”，还要

考虑“国际观众想看的”，挖掘文化共

通之处，探寻人类共同价值，探索由

“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更深层次转型

与突破。

中国电影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已

经结出累累硕果，但仍需要我们继续

努力。期待我们电影创作者们真实、

真诚地抒写表达，拿出自己满意、时代

需要、人民好评的优秀作品。

近两年来，中国电影涌现出一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能够引发观众情感共

鸣的优秀现实题材影片，这些影片的共同特点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找到观众的情感共鸣，敢于触碰人民群众关切的热点

社会现象，以现实主义精神反映时代风貌。这些影片在创作态度上踏实诚恳，在

质感上接地气、描画人间烟火，在叙事、影像方面又勇于拓新，善于运用电影新技

术新手段反映当下中国鲜活丰富的社会生活。

日前，人文关怀·温暖现实——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座谈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

举办。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主任秦振贵，中宣部电影局

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陆亮等出席，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馆长

（主任）孙向辉、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左衡分别主持上下半场座谈会。

座谈会以主题发言、圆桌座谈相结合的方式，分“时代情感与斯文攸归”“左

翼传统与当代创新”“知人论世与传递温暖”“培育观众与开拓市场”四个单元展

开。与会嘉宾就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主流价值观、美学探索、创新发展以及市场

前景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嘉宾们的分享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创作的实践经

验，从多个维度展现了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可能性与未来方向。

第一单元：

时代情感与斯文攸归

论坛第一单元的主题为“时代

情感与斯文攸归”。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张颐武、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吴冠平、《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导

演刘泰风等嘉宾共同探讨了现实题

材电影创作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

以及艺术创作者如何以作品传递精

神情怀与美学追求。

嘉宾认为，在全球电影面临很

大挑战的当下，现实题材电影为中

国电影未来发展带来新想象、新空

间、新可能，现实题材电影创作既要

传递出真实故事和人物的“言外之

意”，也要注重建立起角色与观众之

间的有机联系，让观众感悟到“言后

之意”。

嘉宾同时认为，电影创作者不

仅是社会观察者，更是时代精神的

观察者。通过不同艺术手法对现实

题材的解构和创作，将个人的朴素

情感和时代紧密结合，表达对社会

的深刻关切与人文关怀，是每一个

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主持人：
孙向辉（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我们讲“斯文攸归”，是时

代非常重要的主题，说的是文化的

传承，文化的延绵，这在现实题材作

品里面有非常好的展现。

中国电影经过了多年的艰苦探

索，广大电影工作者在几十年的努

力中不断探索如何认知现实，所以

他们推出了一批表现当下中国“新

状态”的作品，这不是偶然现象。

这个“新状态”，是中国人的生

活与世界联结越来越紧密；诸多变

化通过电影作品，给予我们时代的

印记。这些作品往往从小的内容出

来，从小的关怀进入，从小的情境展

开。比如正在热映的《好东西》，讲

述了大城市里女性所遇到的挑战，

这也是中国社会“新状态”的样貌。

另一方面，中国电影非常重要的特

色就是共情共理，观众通过故事里

面角色的日常生活境遇去观察他

们，并投入到电影中。《好东西》中女

性所遇到的挑战、问题和困扰，与当

下很多人产生了共情。只有故事里

的人物和故事外的观众产生共情和

同理心，才能让生活样貌有更高层

次的展现，让“新状态”有更集中的

呈现。

在全球电影面临很大挑战的时

候，中国电影另辟蹊径，回到自己开

创的起点，带来新想象、新空间、新

可能，给我们提供了未来发展的新

经验。这个经验其实就是中华文

脉、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如何去具

体展现？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具体观

察，不回避问题，不逃避挑战，而是

探讨如何去应对困难，怎样去乐观

看待人生，最后得到社会发展中积

极的力量。这些作品看起来没有

“大道”，但都是通过各种丰富的内

容展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道”。

（下转第3版）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与观众共情，讲述中国社会的“新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