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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圆桌论坛由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周舟主持。截至 12月 1
日，现实电影《好东西》票房已超过 3.5亿
元，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该

片满意度得分高达 86.8分，为 2024年已调

查影片的最高分。片中展示出当下社会女

性遇到的现实困境，以及展示出自由飞翔

的勇气与能力，赢得了观众的赞许。

张颐武表示，《好东西》讲述了真实的

女性遇到的问题，这也是全世界女性都会

遇到的问题。另一部女性题材电影《出走

的决心》，女主角和家庭决绝，通过“出走”

获取一种自由，它给出的解决方案，充满了

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理解。而《好东西》没有

这种“决绝”，主人公虽然有理想，但也要进

行直播带货，饱含温润的情感。

正如《好东西》等影片所蕴含的质感，

现实题材创作往往从碎片中提炼出本质的

真实。吴冠平表示：“电影的形式还是要呈

现出黑暗屋子里的视觉奇观，当奇观性减

弱，反而注重传递道理的时候，观众为什么

还要走进影院看现实题材作品？关于现实

题材创作，我们会找一些敏感话题，激发观

众通过电影这种形式去讨论，去接受。”

刘泰风认为，创作者也是观察者，用人

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式去观察社会。“也

许你经过一群街边吵架的人，就会发现他

们背后的故事也可以拍成一部长片电影，

这只是灵感的开始。当有了灵感后，就会

自然而然地深入他们碎片般的生活，以及

他们争执背后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当我们

把所有的碎片整合在一起，就会保持一颗

非常冷静的心，以客观的视角看待这些事

情。”

谈到面对多元化的娱乐方式，现实题

材电影创作如何顺应观众的审美习惯，张

颐武直言，短视频、直播让受众零散时间的

利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可

逆”，也带给电影票房不小的“焦虑”。

“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还是观影的主流

人群，电影作品要关注如何与这一群体产

生感情的契合，且对这种‘关注’的需求越

来越紧迫。”张颐武说，“重工业的超级大片

‘可遇不可求’，而以小切口进入，成本可控

的，能够匹配中等收入群体情感需求的电

影，积累起来也会有很出色的票房表现。”

吴冠平认为，100多年来前辈们创造的

电影语言、观影环境、叙事方式所带来的精

神满足，很长时间都不会消退。“未来的电

影，特别是现实题材电影，需要让成熟心智

人群依然能够获得幻觉享受，这是我们对

于电影市场的期待。”

刘泰风表示，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

彩色、从胶片到数码，每个节点上，电影创

作者都会有一定的焦虑。不论电影将来采

取怎样的表现形式，最重要的还是观众心

理活动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作品

会赢得观众的认可，如果创作者和观众实

现强烈共鸣，电影作品反映的是‘我’的问

题，那‘我’自然会为你鼓掌，为你买单。”

现实题材电影，是这几年中国

电影最引以为傲、最闪亮的创作。

今年，《热辣滚烫》《抓娃娃》《飞驰

人生 2》《年会不能停！》等现实题材

作品都排在了票房榜的前列。

在我看来，现实主义创作有两

个层面。第一是“言外之意”。我

们进行现实主义创作，要有具有现

实感的世界和人物，要传递的就是

“言外之意”。20世纪 30年代的现

实主义电影，它的言外之意是唤起

民众救亡图存的情感。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电影”，言外

之意就是革命和劳动两个主题。在

当下，我们也有要传达的“言外之

意”，电影《第二十条》的“言外之

意”，就是情与法间的逻辑关系。

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如果只考

虑言外之意，就是干瘪、僵硬的现

实主义。很多主题先行的现实主义

电影，之所以没有产生生动的艺术

感染力，就在于它只重视了“言外

之意”。

“言外之意”的另一个面，就是

“言后之意”。它要传递的是观众

在接受了现实主义的行为、人物之

后，他们对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联想

是 什 么 。《第 二 十 条》的“ 言 后 之

意”，是观众在片尾看到郝秀萍一

家人在病房团聚所产生的想象。假

如它不发生，温暖何在？假如它发

生了，又如何温暖？

艺术家的创作不在于如何巧妙

地把“言外之意”传递给观众，而是

要巧妙地把“言后之意”，让银幕上

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行为与观众的

日常生活、日常情感建立起有机联

系。这种有机联系是温暖的根源，

我们在谈人文关怀、温暖现实的时

候，要找到“言外之意”和“言后之

意”的关系，才能更好创作出现实

主义的作品。换句话说，现实的温

暖感在于作品提供了多少“言后之

意”的行为，以及观众从中获得的

关于他们自身现实生活的信仰与尊

严。

（上接第2版）

很荣幸能够在这里探讨一个既

深邃又温暖的话题，“时代情感与

斯文攸归”。“时代情感”是我们每

个个体与这个世界连接的纽带，它

是我们在忙碌与喧嚣当中找到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而“斯文攸归”是

历史创作的历史使命，不仅彰显外

在的风貌与文人的气质，更体现了

以国家命运为己任、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理念。

现实主义的镜子中折射出平凡

的每一个人，是最直接最质朴的，

它像一把锐利的刀，精准地剖析着

社会的各个层面，将人性的光辉与

阴暗、生活的美好与苦涩，毫无保

留地展现给观众。现实主义更注重

对现实的再现和深刻的剖析，追求

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高度统一。

因为记录生活是电影独有的特征，

它是未经演绎、非舞台化的处理结

果，在现实主义的架构下，我们创

作者不再受到传统戏剧和文学规则

的桎梏，我们会突破“第四面墙”，

让未经改造的影像变得更加客观、

真实，也加强了故事本身具有的亲

和力。

现实主义创作具有极高的社会

价值，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揭示

社会矛盾的同时，可以为社会的进

步发展提供帮助，促进人与人的交

流，达成民众的共识，为构建更加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贡献力量。

而现实题材创作，则更多侧重于电

影文本中所选择的素材和主题，它

关注的是当下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

或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是对现实

生活的直接反映，且具有一定的聚

焦性。现实题材影片是传递温度和

力量的载体，它虽然无法天马行空

编织梦境，却可以脚踏实地描绘现

实的世界。现实题材的作品容易引

起观众的共鸣，因为它触动了我们

内心最深处最温柔的那个部分——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的关怀。

我们不仅是社会观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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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现实题材电影创作如何顺应观众审美习惯”：

创作者需找到与观众的共鸣

◎刘泰风（《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导演）：
现实题材影片是传递温度和力量的载体

◎吴冠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现实题材要关注“言外之意”和“言后之意”

论坛第二单元的主题为“左翼传

统与当代创新”。北京大学教授李道

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

镇、《出走的决心》导演尹丽川、北京

电影学院教授吴琼等嘉宾围绕中国

左翼电影的优良传统，探讨如何结合

新时代的历史条件实现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为现实题材电影注入

更强的时代生命力。

嘉宾表示，在互联网、社交媒体

与人工智能的时代里，左翼电影被重

新创造并创新阐释其核心内涵。理

解左翼传统与当代电影，就是理解其

现实主义追求和现实性、人文性与开

放性，在历史语境与当下话语中寻求

其共通性。

大家认为，今天的电影创作者和

90年前的左翼电影运动的创作者有

一种共同的特点，就是关心社会，关

心人。创作者应该把艺术表达投射

在人物身上，用心用情去创作。如今

的时代日益多元，尊重个体表达的丰

富性和差异化，而现实主义电影正是

对此时代人心的映照。

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左

翼电影是在上世纪 30年代中期以

后特别是新中国以来经过反复讨

论，才逐渐被发明。它是深刻影响

中国电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概

念。左翼电影经常与“现实主义”

“现实”这样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左翼电影展现出了现实主

义的精神图景。左翼电影在发展

中被守护，在当下的强国语境中，

需要被重新发现。尤其是在互联

网、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的时代

里，左翼电影被重新创造并创新阐

释其核心内涵。理解左翼传统与

当代电影，就是理解其现实主义追

求和现实性、人文性与开放性，在

历史语境与当下话语中寻求其共

通性。

当代创新意味着什么？是对左

翼电影的现实性、人文性和开放性

重新理解、重新阐发和重新创造。

这样的一种重建，首先要理解现实

本身。在当下的语境里，现实是什

么？电影中的现实是什么？观众

接受和体验中的现实又是什么？

显然现实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

变，现实不仅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

实在的存在，同时也是观念的存

在，是一种虚拟的存在。现实至少

已经分类成了四种，即时代现实、

观念现实、虚拟现实，以及将这几

种现实整合在一起的复杂、多维、

让人措手不及的现实。

人文是一种理想，温暖是一种

感觉。为什么《我们一起摇太阳》

《出走的决心》《好东西》《热辣滚

烫》这样的电影引起人们的关注？

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它们都捕捉到

了在这个科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

时代里，对身体、性别、阶层等各方

面的复杂关系所进行的梳理与描

摹。现在的观众包括创作者已经

不再满足于单一透明的、简单化的

叙事和情感表达。面对现实的复

杂性、多维性，甚至是混动性，创造

者与批评者都需要重新出发。

我一直热爱具有现实关怀和人

文关怀的电影，喜欢看普通人在时

代洪流中的沉浮和奋进。

《出走的决心》是一部所谓“大

女主”的现实主义电影。在传统文

化和当代思潮的碰撞下，新时代女

性面临的困境和在困境当中展露

出的智慧和魅力，有非常大的探索

空间。我们的真实原型苏敏非常

具有当代性，自驾游被认为年轻人

或者男性更喜欢的，但是她遵从自

己的选择，并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记

录自己的生活，鼓励到更多的人，

也拓展了自己的谋生方式。她的

勇气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连，她也看

到时代赋予个人生活的多样性和

可能性，才能最终下定决心。

片名《出走的决心》并非鼓励

大家都出门远行，而是向内探索觉

知和勇气；影片也并不是鼓励某一

类成功女性的形态，而是希望更多

普通女性的声音被听见，人生呈现

出更丰富的样貌。长久以来，“野

心”这个词和女人合并，就是要当

女皇的野心家，而我认为“野心”是

每个人广阔心灵本该闪亮的一部

分，女人有“野心”，意味着勇敢拓

展边界，不被偏见定义，追寻精神

自由和个体价值的实现。

我希望中国电影中能出现更多

有“野心”的女性角色，让我们看到

每位女性都有探索自身潜能的机

会，这也是时代给予每个人的机

会，给予电影人的机会。我们所处

的时代越来越丰富多元，是尊重个

体表达的丰富性和差异化的时代，

而现实主义电影正是对此时代人

心的映照。 （下转第4版）

中国的艺术创作，包括左翼电

影运动，也包括当下很多现实主义

题材作品，都充满道德意识。中华

传统文化推崇的是刚健、饱满、充

实的艺术形象，并且相信作品的气

象来自于人的道德和主体的生命

力量。这是左翼电影运动时期提

出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并重的

观点。归根结底是符合国情，代表

人民利益，也符合中国人对于道德

的 本 能 追 求 。 它 的 方 式 是 什 么

呢？就是“情感化的表达”。

在中国文化当中，情感、真实、

道德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儒家文

化里，“情”这个概念便是道德的起

点。通常我们说一部电影作品真

实，也是在认可它的情愫可以打动

人。《出走的决心》让观众看到了日

常生活中鲜见的，一位老母亲一生

的经历，如果你只看到结尾老母亲

出走的选择，可能会觉得突兀。但

看完全片之后，在创作者温暖目光

的投射下，就完全能理解她的选

择，进而能够共情。

创作者应该贴近人民，当年左

翼电影提出的方法论在今天依然

适用。《十字街头》为什么能取得成

功？当时的评价有这么一句话，

“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除了

这部电影思想观念的进步，更在于

它没有说教气。在左翼运动时期，

很多作品并不限于棚内拍摄，创作

者们走上街道、饭馆、理发店等现

实生活场景之中，在镜头语言层面

与社会深度交切，呈现出底层民众

生活的肌理。今天的电影创作者

和 90年前的左翼电影运动的创作

者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就是关心社

会，关心人。不是把自己放在作品

之外，而是真正贴近人，投射在人

物身上，生活在作品里面，用心灵

去创作。

◎李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创作者应该贴近人民，用心灵去创作

第二单元：

左翼传统与当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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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道新（北京大学教授）：
现实具有复杂性、多维性，创造者与批评者都需要重新出发

◎《出走的决心》导演尹丽川：
尊重个体表达的丰富性和差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