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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业态、新挑战，刚刚闭幕的第十一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北影节”），让我

们看到中国电影蓬勃发展的生机，坚定用影像

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心。

扩大中国电影的“朋友圈”

“拼手速”抢票，已是影迷参与北影节的一

种特殊仪式。第十一届北影节开票首日票房

超过千万人民币，4K 修复版电影《穆赫兰道》

仅 9 秒便一售而空，创造了本届展映最快售罄

纪录。数据背后是观众对电影艺术的热爱。

这首先源自“北京展映”单元的高品质。

近 300 部、1200 余场次的中外佳片与观众面

对面，新片比例达到 40%，主竞赛单元“天坛

奖”入围影片也全部面向观众。本届展映首

次覆盖京津冀，在天津和张家口设立展映影

院，放映优秀电影作品。无论规模还是品质，

惠及面还是参与度，北影节都堪称一场“文化

嘉年华”。

“用一个词来概括北影节展映的特点，就

是平衡。”连续 6 年参与北影节策展的沙丹说：

“要做到国内与国外、新片与经典、娱乐性与学

术性乃至竞赛与展映、线上与线下的平衡。”这

种平衡性追求，折射一个国际电影节的包容与

成熟。

如果说展映是让好电影找到观众，也让观

众找到好电影，那么，主竞赛单元则从更高的

维度，扩大了中国电影的“朋友圈”。

业界认为，衡量一个电影节是否具有国际

公信力，关键看它的文化格调和整体风貌是否

形成特色，能否为促进世界各国的交流对话发

挥作用。北影节以“共享资源，共赢未来”为主

旨，以“大师”“大众”“大市场”为定位，经过 11
年持续耕耘，特点愈加凸显。“天坛奖”评选的

专业水平和国际化视野也获得了更多认同。

本届“天坛奖”，由演员巩俐领衔的国际评

委会对 15 部高水准的入围影片进行了认真评

选，其中，国外影片有 12 部。“入围影片来自多

个国家和地区，选题广泛，主题温暖，体现了开

放多元的国际视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北影

节的国际影响力。”评委陈坤评价说。

产业勃兴的“北京方案”

产业勃兴离不开人才的拔节生长。当前

国内的创作者扶持计划众多，几乎所有的国内

主流电影节都开设创投项目和青年导演扶植

计划，比如上海国际电影节、金鸡百花电影节、

海南国际电影节等。特点不一，效果也不一。

自 2012 年开始，北影节搭建项目创投平台，从

最初的投剧本到后来的投项目，如今，创投已

经成为最闪光的板块之一。

今年，北影节首次设立“青年华语电影创

投训练营”，扶植 4位青年导演创作短片，由“天

坛奖”评委、导演陈正道担任监制，帮他们解决

实际问题。4 部短片在影院举办了首映礼，并

在爱奇艺平台“云展映”。在陈正道看来：“一

个真正的大型国际电影节，除了颁布荣誉以及

扩大电影的社会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埋下电影

新生命的种子。”为电影新人铺设起跑的“赛

道”，为产业输送新鲜血液，电影节成为人才的

“孵化器”，既是责任担当，也体现格局视野。

北影节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蓬勃生机。

今年的“北京市场”单元，39 家企业签约

发布 44 个重点项目，总金额达 352.23 亿元，同

比增长约 6%，再度创造新纪录。而 11 年来，

北影节共促进 346 个重点项目洽商签约，交易

总额累计达 2002.51 亿元。

北影节为什么能？因为聚焦产业需求，升

级服务能力，坚定不移为产业勃兴做加法。这

是一份有力度的“北京方案”：尽可能打开投融

资渠道，推出多款特色金融产品为电影行业

“输血”；尽可能促进项目流通，多家大型影企

发布重量级合作项目；尽可能搭建交流的平

台，近百位影人和相关人士在主题论坛、电影

大师班、专题发布中贡献智慧。

“我们应该永远站在擂台上，我们能讲故

事、能感染人，有这个能力就不该放弃，这是电

影人的责任。”导演陈可辛在电影大师班中的

这段发言表达的信心和决心，在电影节上通过

不同的方式，一次次传递出来。

电影节与城市相映生辉

1932 年，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诞生。如今，电影节已成为

推动电影艺术发展与交流，促进电影人之间交

往合作，以及国家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有

人形象地将电影节比作一

座 城 市 的 文 化 名 片 。 作 为

城 市 软 实 力 的 象 征 ，电 影 节

以自身影响力塑造和提升着城

市的品牌形象。当城市文化、

风土人情与电影交流融合在一

起，一座城市变得更有温度、熠熠

生辉。

而北京，始终与中国电影的命

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16 年前，中国

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推开中国电影

的大门，其诞生地就在前门外的丰泰

照相馆。当下，北京为中国电影文化和

电 影 产 业 的 发 展 发 挥 举 足 轻 重 的 作

用。据统计，2020 年，全国年度票房排名

前十的影院中，北京占据 6 席，全年北京

出品电影达 185 部，位列全国榜首。北京

理应成为电影人干事创业的热土，更应孕

育具有引导力的电影节。

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电影节在北京举

办所拥有的优势资源非常可观。首都拥有

无可比拟的条件，立足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

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的定位，背靠中国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北

影节不仅是北京发展的一面镜子，可以成为

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一个指数，更向世

界展示北京形象，讲述中国故事。

“我们致力于将北影节打造为首都的

文化金名片，使之更好地服务首都经济高

质量发展，服务人民的高品质生活。”第十

一届北影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余俊生

说：“立足‘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立足北京‘四个中心’和‘影视高

地’的建设大局，北影节将充分发挥平台

作用，加快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

要电影节。”

今年北影节主题是“新机·新局”，

这 样 一 届 富 有 开 阔 视 野 和 创 新 精 神

的电影节，给我们带来更多信心和底

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从“电

影 大 国 ”迈 向“ 电 影 强 国 ”的 征 程

中，北影节会留下铿锵足音。我们

也 有 信 心 期 待 ，经 由 电 影 这 一 特

殊媒介，国与国、人与人、文化与

文化之间汇聚沟通，有望促成一

个 更 加 包 容 、开 放 和 多 元 的 美

好世界。

图①：北影节活动现场。

图②：北 影 节 在 电 影 院

进行电影展映活动。

图③：北 影 节 开 幕 式

上 ，电 影 艺 术 家 田 华（左

二）、王 晓 棠（左 三）、谢

芳（左 四）寄 语 青 年 电

影人。

图④：北影节首

场电影放映，观众

排队买票。

制图：赵偲汝

坚定用影像讲好中国故事坚定用影像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心的信心
——北京国际北京国际电影节观察电影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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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西北高原上矗

立 的 红 色 地 标 。 20 世 纪

30 年 代 初 ，在 以 刘 志 丹 、

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

的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的 领 导

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胜利创建。

1935 年 2 月，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

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

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

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

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各

路 红 军 长 征 提 供 了 落 脚

点，为八路军主力奔赴抗

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在

党的历史上有着起承转合

的特殊地位，为中国革命

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的重大历史时刻，表现陕

甘 边 革 命 根 据 地 革 命 历

史、甘肃省原创交响合唱

组曲《南梁颂》日前在国家

大 剧 院 音 乐 厅 首 演 。 现

场，既有激动人心、鼓掌喝

彩的场面，也有感人至深、

潸然泪下的时刻。

作为主题鲜明的革命

历史题材音乐作品，如何

在彰显革命文化内涵的同

时激发当代听众的情感共

鸣，是创作者首要解决的

问题。作曲家张千一和词

作 家 屈 塬 通 过 艺 术 化 表

达，生动呈现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革命历史。

在由 8 个篇章组成的

《南梁颂》中，作曲家张千

一发挥其在民族民间音乐

领域的深厚功力，从西北

民间音乐宝库中“博观约

取”，选取了《高楼万丈平

地 起》《边 区 十 唱》《绣 金

匾》《东方红》《五更月》等

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一

方面运用作曲技术对其进

行艺术加工，在带来全新的听觉审美体验的同时，拉近与

观众的距离，达成共情；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取经典民歌

中的历史文化内涵，使其服务于作品整体的艺术构思。作

为全曲的重点段落，《窑洞抒怀》一曲的尾声处，民族女高

音歌唱家以饱满的激情咏唱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的唱词，《高楼万丈平地起》的旋律由合唱在高音区

突然插入，新时代中国繁荣强盛的意象跃然眼前。第七章

《嗬儿嗨》中，创作者提取了原民歌当中独具特色的词，表

达勤劳的人民万众一心奔小康的喜悦之情。

词作家屈塬与作曲家张千一有着几十年合作经历，

这种信任和默契是《南梁颂》创作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基

础。初听起来，这部交响合唱的歌词质朴、写实。“黄土”

“高原”“窑洞”“油灯”“沟坎”等有着西北文化特色的符

号，与陇东地方音乐风格非常契合。但细细品味，从“推

开岁月的窗棂”“拨亮信念的油灯”“信仰之船驶上了高

原”等表述中，我们又能感到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在唱词写作上，屈塬的分寸把握得当。比如，第二章《信

仰之船》中的“每一步都延伸二万五千里”，第六章《高原

记忆》中的“江山如此多娇，风展红旗如画，绿水青山是后

来者最好的回答”，第七章《嗬儿嗨》中“初心不曾改，万众

一心奔小康”以及“新长征的大军开过来”，都表达了“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现实追求。特别是“红旗漫卷西

风”“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等语言的贯穿运用，

增加了作品艺术表现层次。

如果说，词曲作家在细节上的匠心独运，赋予了作品

温度，那么对交响合唱这一体裁叙事功能的开掘，则让

《南梁颂》的艺术高度、人文厚度得以彰显。在全曲 8 个

篇章的谋篇布局上，张千一借鉴了《黄河大合唱》《长征组

歌》等经典作品的成功经验，充分兼顾“对比与统一”。在

表演上，美声花腔女高音、民族女高音、男中音的独唱与

合唱，以及混声合唱、男声合唱等形式交替呈现。全篇收

尾的第八章《南梁颂》中，《高楼万丈平地起》的主题第三

次出现，配合唱词中对革命奋斗的赞颂和对美好未来的

展望，将全曲推向高潮。

交响合唱组曲《南梁颂》的创作者在继承民族文化的

优秀传统、开掘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追求下，为革命历史题材音乐艺术创作奉献了一

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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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的创作打磨，电视剧《功勋》在

今 年 国 庆 节 前 与 观 众 见 面 了 。《功 勋》的 主

旨，是将首批 8 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人

生华彩篇章与新中国奋斗史联系起来，诠释

他们“忠诚、执着、朴实”的人生品格和献身

祖国服务人民的崇高境界。

这 是 一 次 极 具 挑 战 的 主 题 性 创 作 。 8
位功勋人物事迹丰厚，观众耳熟能详，而电

视 剧 篇 幅 有 限 ，如 何 通 过 人 物 、情 节 、画 面

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重点拍什么、怎么拍

出新意，怎样把握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这是

一重挑战。《功勋》包括 8 个单元故事，8 位主

角、几十个人物角色，8 位导演、8 组编剧、8
个剧组，整个摄制团队超 2600 人，如何做到

既有整体性又有各自的风格？这又是一重

挑战。

我认为，不论什么题材，通过内容决定形

式最重要。8 个故事不必追求样式一致，讲述

方式可以有闪回有倒叙，也可以平铺直叙，要

给不同导演艺术创作的空间。因为他们翻阅

过大量资料，也做过大量采访，最了解通过什

么形式恰当地表达内容。

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片头设计，向观众

阐明创作主旨。我希望片头庄重且独特，能

拉近电视剧与真实人物的关系。片头里，首

先是一枚“共和国勋章”的近景特写，随后扮

演功勋人物的演员一一向观众徐徐走来，逐

渐过渡成为真实的功勋人物。虽然这个片头

只有 1 分 30 秒，却是整部剧创意实现最难的

部分，也可以视作对中国电视剧制作能力的

一次技术摸高。剧集开播首日，有观众在微

博上留言：“看到袁隆平爷爷走近的时候瞬间

泪目。”这让我特别欣慰。我们创作者的用

心，观众感受到了。

现实主义是这部剧的总体基调。第一是

真实，用画面和故事准确还原那个年代的真

实生活；第二是朴实，用朴实的情感、朴实的

艺 术 语 言 表 现 朴 实 的 功 勋 人 物 ；第 三 是 平

视，用平视的眼光去发现功勋人物平凡中的

不平凡，表现他们不平凡中的平凡。在这当

中，准确还原每一位人物所处的时代氛围，

还 原 当 时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真 实 关 系 非 常 重

要。因为每一位功勋人物的事迹和贡献，必

然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脱离时代塑

造人物，观众会感觉不真实、有隔阂。真实

还原，涉及制作上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包

括服装、道具、美术、置景都要力求逼真，我

们甚至要求各单元的小角色、群众演员不能

重复出现。细微之处出现纰漏，一定会影响

整部剧的艺术质感。

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要求遵循生活的真

实性、逻辑的合理性，包括对常识的认真对

待 。《功 勋》是 英 模 题 材 的 主 题 创 作 。 为 什

么英模人物的真实经历很感人，但有些文艺

作品表现出来却让观众难以产生共情？我

认为，关键在于细节。细节真实可以带来情

节的真实、情感的真实。人物是真实的，故

事也是真实的，但细节不真实，观众不会相

信。细节刻画，考验创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与

感 悟 ，对 灵 感 的 捕 捉 和 把 控 ，尤 见 艺 术 功

力。尊重常识内含尊重艺术规律。电视剧

是 文 艺 作 品 ，通 过 故 事 、情 节 、人 物 的 塑 造

去感动人，通过春风化雨的方式传递思想和

价 值 。 所 以 ，《功 勋》力 图 细 致 描 摹 英 雄 人

物的平凡之处、普通人的崇高人格，集中笔

墨写功勋人物的“高光时刻”。让观众读懂

功勋人物的卓越所在，读懂英雄人物的崇高

精 神 和 时 代 价 值 。 同 样 是“ 高 光 ”，不 同 的

人物、不同的职业，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人

生 阶 段 都 不 一 样 。 大 家 反 复 讨 论 ，几 易 其

稿，就是想表现出每一个功勋人物生命中最

为 闪 光 的 片 段 。 比 如 ，《能 文 能 武 李 延 年》

集中讲李延年抗美援朝战争一场战役中的

三天两夜；对于申纪兰，我们不重点讲她连

续十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事迹，而是集

中讲她如何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为妇女解

放、男女平等事业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张富

清的章节，我们讲了他的一生，因为张富清

就是深藏功与名，一辈子都勤勤恳恳。虽然

每个人物只有 6 集篇幅，但每个单元的筹备

期有 7—10 个月。

我 们 是 否 成 功 塑 造 出 人 们 心 中 的 功 勋

人物，有待观众的反馈。

（作者为电视剧《功勋》总导演）

讲述动人故事 致敬功勋人物
郑晓龙

核心阅读

图为电视剧《功勋》海报。

北影节以“共享资源，共
赢未来”为主旨，以“大师”

“大众”“大市场”为定位，经
过 11 年持续耕耘，特点愈加
凸显。“天坛奖”评选的专业
水平和国际化视野也获得了
更多认同

为电影新人铺设起跑的
“赛道”，为产业输送新鲜血
液，电影节成为人才的“孵化
器”，既是责任担当，也体现
格局视野。北影节让我们看
到了中国电影的蓬勃生机

大型交响合唱组曲《南梁颂》首演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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