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时代的风貌，总会通过各种文化载体

获得表述。作为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门类，电

影当如何讲述我们的故事，呈现我们这个时代

的风貌？翻阅 2023 年国产电影的一部部新作，

可以找到答案。

幻想未来的《流浪地球 2》，最终拯救地球

的“移山计划”“逐月计划”既是想象力的表达，

也仿佛远古传说的投影；48 首唐诗贯穿《长安

三万里》，奔流而来的是永不褪色的时光与诗

情；《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重新讲述故事，汪

洋恣肆的想象力转化为恢弘的历史图景和奇幻

的神话世界……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传承与创

新相融合，历史、现在与未来相衔接，国产电影

迸发创新创造活力。

必须“走一条我们自己的路”

寻 根 、传 承 、创 新 ，是 中 国 动 画“ 自 己 的

路”，也是国产电影创新创造的路径。中国古

典诗词研究专家叶嘉莹曾说，只要有中国人，

古典诗词就不会消亡。“中国团队，中国观众，

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这是《长安三万里》主创

的追求。影片从“旁观者”高适的视角切入，采

用类似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手法，用动画的方式

诵读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诗篇。影片监制于

洲回忆，十年前团队赴海外调研，他们意识到

不能亦步亦趋地模仿，而必须“走一条我们自

己的路”。

向中国戏剧传统寻根。中国是戏剧大国，

从先秦优戏到元杂剧，中国戏剧蕴含的艺术法

则、情感伦理、美学观念，饱含中国文化独特的

气韵味道，契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副会长赵卫防认为，新时代以来，优质

的戏剧性叙事开始回归电影创作，电影人更加

注重从戏剧传统叙事中吸取养分，将传统文化

转化为叙事创新的资源，提升讲故事的能力。

以主旋律影片创作为例，从“‘我和我的’系列”

到“《长津湖》系列”再到今年的《志愿军：雄兵

出击》《长空之王》等，这些大片不再只追求视

听震撼，而是让影像服务于叙事，着力刻画鲜

活独特的人物，摆脱概念化、公式化、同质化的

窠臼。

观众的审美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流变。传统

文化的当代表达，当代生活的艺术化呈现，需要

“链接”当代观众的审美取向和心理需求。取古

不是复古和泥古，而是要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

点上建构故事，并注入现代价值观。《封神第一

部：朝歌风云》表达了正义、善良等贯通传统与

现代的价值主题。编剧冉平介绍，影片主创从

一开始就意识到，重新塑造古典的、传统的艺术

形象，要回应青年观众在现实中面对的情感难

题和生活遭遇，能触发观众共情的，不是一个全

知全能的孤胆英雄，而是青年人从懵懂到觉醒

的成长过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是电影创新创造取之不尽的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还包括蕴藏在可观可

诵可听之物背后的美学思想、哲学理念，要挖掘

其背后的深度、提升作品呈现的丰富度，十分考

验创作者的文化修养和艺术转化能力。

让事实“趋于更准确的表达”

如何更精确地处理好真实感与戏剧性，受

到电影创作者的关注。

现实题材影片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审

美化和艺术化创造，有了更强劲的穿透力。截

至目前，今年票房前 10 位的影片全部为国产

片，其中有 5 部为现实题材。电影镜头摇向更

广阔的生活，现实题材创作更加贴近现实。《孤

注一掷》《消失的她》《八角笼中》《我经过风暴》

以社会新闻为素材、真实人物为依据，将大众情

绪与个人表达相结合。《我爱你！》《深海》《好像

也没那么热血沸腾》聚焦老年群体的情感世界、

现代人的心理健康、残障群体的幸福感等“小

众”话题。除了真人扮演的故事片，还出现了

《茶啊二中》等现实题材的动画电影。

电影语言也更为考究。《消失的她》是一部

“有色彩”的悬疑片。以往，悬疑片大都以暗黑

系为视觉主基调，《消失的她》以浓艳、高饱和度

的色彩冲击人们的感官。“电影是关于瞬间的

艺术，《卧虎藏龙》中的竹海画面、《盗梦空间》

里的镜像城市，都让观众难以忘怀。希望若干

年后，他们也能记住《消失的她》里的海底星

空。”导演崔睿说。

《无名》《刀尖》对谍战叙事的书写，让人感

到既熟悉又陌生。《无名》以非线性叙事、凝练

对白、对称构图等，体现出鲜明的作者风格。

“尽量通过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环境、真实的语

境 去 还 原 那 个 时 代 ，营 造 一 个 更 加 质 朴 的 故

事”，在导演程耳看来，电影创作者“应有起码

的品位与现时代的审美，趋于更准确的表达”。

《流浪地球 2》力求成为“一部关于未来的

纪录片”。影片故事横跨数十年，视点从国内到

国外、从海底到太空、从地球到月球，场景转换

令人应接不暇。整部电影的美术设计都为了合

理化想象，刻意避开现代感和未来感，偏向于写

实风格。得益于强大的制造业，尤其是 3D 打印

和数控机床的应用，剧组制作的特殊道具精度

达到产品级水准，营造出逼真的画面质感。

传播方式的创新追求

传 播 方 式 的 创 新 ，让 电 影 与 观 众 走 得 更

近。近年来，各类短视频平台成为电影营销的

重要阵地。今年，爆款电影和热门档期的形成，

大都离不开媒介这个“推手”。

根据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论坛部与灯塔

专业版联合发布的《2023 电影市场与观众调研

报告》，短视频的精准传播，是《孤注一掷》“破

圈”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售票平台淘票票上，

《孤注一掷》定档后的“想看”热度并不高，直到

发布一则短视频后，淘票票单日“想看”环比涨

幅为 523%。

“短视频只是锦上添花，起决定性作用的，

依然是电影的品质。”业内人士表示，要辩证看

待短视频在话题营销中的作用，它可能让宣发

越来越依赖一些细小的传播点，有的“点”与影

片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一旦观众在观影中感

受不到与短视频中同等的情绪，就可能会让电

影在一部分观众中失去口碑。

今年，国产电影加快对外传播的步伐，《流

浪地球 2》《热烈》《无名》《长空之王》《封神第一

部：朝歌风云》等影片接连走出国门，多个国家

举办了中国电影节展。前不久，一家外国电影

公司宣布将翻拍《你好，李焕英》，消息引发热

议。专家认为这些中国故事被世界看见，是因

为找到了价值的“易感点”。

北京师范大学连续 11 年调研“中国电影国

际传播”，将这些报告连缀起来可以发现，海外

观众理解电影的重要出发点是自身文化背景。

国产电影“出海”还需要寻找更多的“易感点”。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共同的故事。”在今年

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论坛上，一位外国导演

表示，不论大制作还是小制作，故事片还是纪录

片，都希望与中国同行一起，找到有共同点的好

故事。

国产电影关注的问题和传递的价值，如果

能引发世界观众同样的思考与共情，将是中国

电影人的骄傲。这是一些青年导演的心愿，也

是这一代电影人的使命。

图①：电影《流浪地球 2》海报。

《流浪地球 2》片方供图

图②：电影《我爱你！》剧照。

《我爱你！》片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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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迄今，中国援外医疗事业历经 60 年，

无论从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视角，还是

中非传统友谊的视角，都值得影视创作者深入

挖掘、用心呈现。近期在东方卫视、江苏卫视、

湖南卫视等多家平台播出的电视剧《欢迎来到

麦乐村》，用生活流笔法，讲述中国援外医疗的

一段故事，受到关注。

《欢迎来到麦乐村》放弃对“奇”的追求，选

择对“常”的集纳，突出中国援外医疗非一时之

为，而需长久之功这一特点。该剧讲述的援外

医疗故事从 2013 年开始，紧紧围绕第二十五批

援桑纳中国（远江）医疗队的两年任期展开。截

取“中段”作为叙事重点，取的是援外医疗事业

前有先驱、后有来者之意。

《欢迎来到麦乐村》不以情绪上的大喜大

悲、人物命运上的大起大落吸引观众，而是写出

了 日 常 与 恒 常 。 乍 起 总 有 突 兀 ，持 久 才 近 日

常。在剧中，远江医疗队的马嘉、江大乔、武梅

等医护人员，援非两年的经历，有紧张之时，也

有轻松之时，有医救无效时的无奈，有治疗见效

时的欣慰，这就是医者仁心。

《欢迎来到麦乐村》叙事隽永，体现在作品

所塑造的一众医护人员的形象上。该剧塑造了

马嘉这个中国医生的形象。马嘉实现由“技术

自负型人才”到一名成熟医生的转变，既有梁院

长的“耳提面命”，也有师兄江大乔的以身示范，

还有他在参加援非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历练。医

生齐丹也是一个独特鲜明的角色。他的性格里

有傲慢，也有真诚，工作中有刻板之处，也有变

通的可能，但他始终心怀对医生职业精神的追

求。因此，剧中表现了他一方面坚持卡塞医院

的“规矩”，一方面在江大乔过度疲劳时接过主

刀的责任，虽然最初对自己的患者“偷受”针灸

治 疗 不 满 ，最 终 却 饶 有 兴 致 地 探 问 针 灸 的 原

理。齐丹任职期满将要离开桑纳时，江大乔、马

嘉、武梅在麦乐村为他饯行送别。当马嘉对他

说“你心里有真正的浪漫，敬你的浪漫”时，当在

离程的车中看到中国医疗队转赠给他的父亲援

非行医的照片时，齐丹最终与大家达成了共情

和认同。

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对卡塞医院多位

桑纳医护人员的艺术塑造，让人印象深刻。剧

中既有迪阿鲁这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护士

长，也有追求医疗技术提升可又缺乏自信的迪

斯马斯，还有为维护国家形象而对老师马嘉“怒

目相对”的苏莱曼等人物形象。特别是卡塞医

院的坎戈院长，这位会说中国话的院领导坚守

自己的立场，又善于把各方力量汇聚到服务本

国患者的目标上，让人看到文化交融的魅力。

援外医疗故事是一座值得深入开掘的“富

矿”。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是一个成功案

例，期待以中非友谊和援外医疗为题材的中国

故事越来越动人。

（作者为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主任）

开掘援外医疗题材这座“富矿”
赵 彤

对翟俊杰
来说，获得终
身成就奖不是
电影事业的终
结，而是一个

“加油站”

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剧照。

《欢迎来到麦乐村》剧组供图

观众的审美随时代变迁而
不断流变。传统文化的当代表
达，当代生活的艺术化呈现，需
要“链接”当代观众的审美取向
和心理需求。

传播方式的创新，让电影
与观众走得更近。近年来，各
类短视频平台成为电影营销的
重要阵地，但它们只是锦上添
花，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电
影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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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影 金 鸡 奖 颁 奖 典 礼

上，导演翟俊杰获颁中

国 文 联 终 身 成 就 奖

（电影）。接过奖杯，他

回 忆 拍 摄 电 影《大 决

战》时 ，未 能 见 上 老 父

亲最后一面，令台下观

众动容。

翟 俊 杰 是 一 名 导

演，也是一名老兵。他

出生于古都开封，从小

便对杨家将、岳飞抗金

等历史故事耳熟能详。

他跟随祖父学习古文，

家中多位至亲参加抗战

的经历，对他影响深远。

影响翟俊杰一生艺术道路的，是长达半个多

世纪的军旅生涯。1958 年，翟俊杰参军当了一名

文艺兵。虽说是文艺兵，但站岗放哨、开荒种地、

骑马行军等都是他的工作。他两度经历战火的洗

礼，对军人的使命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雪山牧场、

边防哨卡，大量的‘土台子’演出，高原上的严寒与

缺氧，加深了我对战士的理解，奠定了我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翟俊杰说。这些人生经历，

为他后来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军事题材影片，

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系统学习戏剧和表演理

论时，翟俊杰进一步将生活体验与理论学习相结

合。毕业后，他在《解放军报》当了 10 年记者。“记

者生涯对我文字与心性的磨炼，对后来的导演事

业大有裨益。”翟俊杰说。

1976 年，经剧作家黄宗江推荐，翟俊杰调入

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式开启影视创作之路。当了

一 段 时 间 的 编 剧 后 ，他 萌 生 了 做 导 演 的 想 法 。

1986 年，翟俊杰得到一个机会，与导演杨光远共

同执导电影《血战台儿庄》，影片公映后反响非常

大。翟俊杰还在这部影片中展示了自己的表演

功底。

翟俊杰最感兴趣的就是军事题材。参与执导

电影《大决战》，对于他的艺术成长具有特别意

义。为拍好《大决战》，八一电影制片厂举全厂之

力。影片分为《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三部，成立了以李俊为总导演，杨光远、蔡继渭、韦

廉为三部影片首席导演的摄制组。因为拍摄量巨

大，三部片子同时进行。演员调度难度较大，厂里

经过统筹安排，又成立了两个摄制组。第四组在

西柏坡，主要负责拍摄中国共产党统帅部的戏。

翟俊杰担任了第五组的导演，主要拍摄国民党统

帅部的戏。虽然是执导局部戏，《大决战》恢宏的

气势、壮观的战争场面、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对

每一个参与人员都是学习。经历了《大决战》的

磨炼，翟俊杰驾驭战争片的能力得到提升，这为他

后来创作军事题材电影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影片有很大帮助。

两次进藏，三拍长征，是翟俊杰导演生涯中特

别自豪的事。年轻时的战斗经历，使他对西藏产

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一直想为战友和西藏人民

“做点什么”。翟俊杰第二次进藏是担任电视剧

《西藏风云》的导演。这部全面反映西藏和平解放

到自治区成立期间历史的电视剧，用光影表现了

西藏的巨大变化。这部剧反驳了一些关于西藏的

不实言论，帮助人们了解真正的西藏，这些评价让

翟俊杰尤为欣慰。

“能够三拍长征，是我的幸运。”翟俊杰说。三

次拍摄同一题材的作品是考验，而每一部的拍摄，

他都力求有所突破。第一次是 1994 年拍摄电影

《金沙水拍》，他尝试将类型片元素融入影片。第二

次是 1996 年执导电影《长征》，将全景式宏观叙事

与诗意化风格相结合，着力塑造领袖形象，为人物

塑造从特型演员的形似到角色的神似，探索新路。

第三次是 2006 年执导电影《我的长征》，通过一名

红军小战士的成长，折射长征的重大历史意义。

翟俊杰认为，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

神财富，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创作长征题材的文

艺作品，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和理解长征。从他一

系列富有悲壮意味的影像中，观众能够体味历史

的厚重、精神的光芒，以及他对长征的深入理解和

深刻思考。

“军旅生活把我锻炼成了乐天派。”对翟俊杰

来说，获得终身成就奖不是电影事业的终结，而是

一个“加油站”。电影和观众，是他一生的热爱，割

舍不掉的情怀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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