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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
同志生前事迹改编的电影 《申纪兰》，于
6月 28日申纪兰逝世 3周年之际公映。影
片由哈斯朝鲁执导，张梦楚编剧，岳红
领衔主演，再现了申纪兰坚守西沟、心
系农村、情系农民，从一名普通家庭妇
女成长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传奇
一生。影片故事情节真实可信，艺术风
格质朴而又饱含诗意，上映后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

山西影视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高晓江说：“申纪兰同志
是从山西西沟村走出去的全国人大代
表，用光影再现她坚韧而漫长的一生是
山西电影人必须做的。我们心怀敬意创
作了这部电影，希望能让更多观众了解
申纪兰同志的生平事迹。”

这部传记电影于申纪兰逝世后不久
开始创作，那时申纪兰刚刚离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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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初期他曾有过很
多顾虑，甚至考虑过申纪兰的故事是否
更适合拍成纪录片，但最终他还是决定
把申纪兰的人生经历拍成故事片。“我们
多方讨论、调研和碰撞才有了今天这部

电影的叙事结构。”他说，影片不刻意煽
情，也不带过多个人情绪，而是用十分

“克制”的拍摄方式全面阐释了申纪兰精
神的时代价值。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当
代电影》 杂志主编皇甫宜川说：“影片的
回忆体叙事方式、对不同历史时期人物
形象的塑造、山西方言的使用以及重要

历史史实和大量细节的呈现，使申纪兰
的银幕形象质朴亲切，让观众感受到她
对土地和国家的深情。”

申纪兰自青年时期便开始发动妇女
下地干活挣工分，一步一个脚印，逐渐
推动妇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文艺报》
编审、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影视专业委员
会副会长高小立认为，影片对中国女性
独立意识的觉醒进行了深刻勾勒，对有
突出贡献的中国妇女代表人物的精神世
界进行了深入探索。

岳红在影片中对申纪兰的表现形神兼
备，受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的赞
扬，认为“其表演率真，技巧痕迹较少，
特别是老年申纪兰的造型非常真实感人，
几乎可以乱真”。他指出，逼真的老年造
型得益于演员漫长的准备工作以及丰富人
生经历的加持。

“ 《申纪兰》 这部电影真正诠释了
什么叫‘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表
示，山西电影制片厂延续优良的创作传
统，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
相结合，塑造了不凡形象，书写了时代
史诗。

《声生不息·宝岛
季》 不久前落下帷幕。
早在策划这个节目时，
我们就决定不仅要将它
打造成一档高品质音乐
综艺节目，更要打造成
讲好两岸同胞同根、同
源、同文、同种中国故
事的文化交流节目，用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
方式促进两岸同胞心灵
相通。

我们希望《声生不
息·宝岛季》能为海内
外观众打开三扇“窗”，
让大家看到更为立体
斑斓的美景。

第一扇是连接两
岸情感之窗。节目延
续“声生不息”品牌效
应，努力做好以音乐为
载体的文化交流和情
感交流，厚植两岸交流
的强大民意基础。想
让《声生不息·宝岛季》
走入宝岛，先要把节目
做成精品。我们选取
70 多年来在宝岛诞生
的 128 首歌曲，邀请两
岸44组歌手重新演绎，
其中台湾歌手25组，以
时间、地域、代际等关
键词编织文化经纬，通
过有时代底蕴、传播意
义、审美价值的音乐，
串联、凝聚起两岸人民
共同的文化记忆，增进
两岸音乐人的友谊。

节目还设立湖南长
沙主会场和台湾分会
场，借助网络视听平台
和新媒体传播技术，实现了两岸跨越空间的演
唱交流，深化了两岸在文化方面的共性感知。
此外，我们还运用有宝岛特色的旁白配音和综
艺元素，在祖国大陆和台湾街头就一些文化生
活话题对观众进行采访，以更直观的、分享的方
式提示观众，我们依然无比亲密地依偎在一起。

第二扇是寻根中华文化之窗。《声生不息·
宝岛季》以年代为线索，梳理肇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强调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其丰厚的创作土壤，完成了一次文
化寻根。音乐交流的背后是文化回声：《橄榄
树》成为传唱度最广的华语流行歌曲之一，是
因为它满载着中国人的乡愁；《你的样子》里有
中国人对家国的深情眷恋；《兰亭序》从传统书
法创作中寻找灵感……台湾音乐扎根中华文
化沃土获得的强劲生长力一再彰显。从第一
期节目中嘉宾们通过眷村文化回望历史，体会
游子希望落叶归根的情愫，到第二期节目中的
台北路名体现了乡愁，“四维路”“八德路”等将
中华文化基因镌刻于此……这些都表明，源远
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
属，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和精神纽带。

第三扇是增强境外传播之窗。《声生不息·
宝岛季》在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和传播方面做出
了有益尝试。节目在香港 TVB 及旗下 8 个平
台、芒果TV国际APP、台湾中天亚洲台及综合
台播出，并通过主流媒体账号在优兔、脸书等
海外渠道共同推广，共传播覆盖 195个国家和
地区，海外收看人数达2.3亿。播出期间，芒果
TV国际APP在台湾地区的日活用户数量环比
提升24%，青年群体占新增用户的90%以上。4
月2日，马英九先生参访湖南期间现场连线《声
生不息·宝岛季》节目，与台湾青年及观众合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传达彼此间炙热恳切的心
意，用音乐牵动记忆、勾连血脉、凝聚共
识。这一幕在海内外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在今后的文艺创作中，我们将继续以多
种方式在精神、文化、情感等层面激发两岸
民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舟共济，共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如台湾歌手
胡德夫所说：桥面会越来越宽，浪声会越来
越大。我们就是汹涌的海洋，生生不息。

（作者为《声生不息》节目制片人、总导演）

本报电（岳淼）日前，“笙音之旅——王磊笙专场
音乐会”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王磊是中央音乐
学院民乐系笙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乐器学会笙
工作委员会副会长。音乐会上，王磊携同校师生以独
奏、重奏、协奏、笙群与乐队等多种形式，演奏了经典
曲目和当代新作。演出兼顾学术性与大众性，向听众展
现了笙的魅力。此次演出为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
人才资助项目 （个人舞台艺术表演）。

图为演出现场。 时 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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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谈

7 月 8 日，国产动画大片 《长安三万
里》 公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这是追光动画继“新传说”“新神榜”系列之
后打造的“新文化”系列的首部作品，历时3
年制作完成。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国产
动画电影持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的角度来说，《长安三万里》 可谓集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大成。

事实上，从上世纪中叶“中国动画学
派”建立以来，中国动画始终坚持向传统
文化探宝，从中挖掘经典素材，寻找经典
故事进而塑造典型形象。近年来，以《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哪吒之
魔童降世》《姜子牙》《长安三万里》等为
代表的国产动画电影，对传统文化资源
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创新
文艺表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与实践。

赓续传奇叙事传统

从上世纪的 《铁扇公主》《神笔马
良》《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宝莲灯》
到新世纪以来的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
牙》《白蛇 2：青蛇劫起》《新神榜：杨
戬》等，大量国产动画电影取材自中国古
典小说、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在叙事
上，它们受到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影响，
对原型人物和原有故事进行传奇化改写，
追求对奇人、奇事、奇景的叙述，形成了
国产动画电影的传奇叙事范式。近年来的
国产动画电影赓续了这一传统，题材内容
通常分为表现神灵鬼怪和描摹人间世态两
大类。如 《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
世》《姜子牙》 属于前者，《长安三万里》
则属于后者。

《哪吒之魔童降世》 继承了中国动画
从古典神话小说寻找创作原型并对其进行
传奇化改写的传统。在哪吒的性格塑造
上，原型的“自刎而死、重塑藕身”被改
写成“自控身体、慷慨赴死”，使其更具
传奇色彩；在形象造型上，主创们对传统
美学趣味进行扬弃，通过采用 3D 数字技
术、加入地方方言等手段，赋予哪吒这一
传奇形象新的魅力。

《长安三万里》 依托历史人物、真实
事件进行创作，赓续了国产动画电影的传
奇叙事传统。影片通过诗歌及音乐，构建
出独属于中国动画电影的东方意蕴，也构
建了国产动画电影的新美学范式。以李白

“入世—出世—再入世”的人生逆旅为情
节线索，《长安三万里》 复沓再三、家国
同构，打造了具有史诗风格的国产动画电
影，也生动传神地演绎了李白与高适的情
谊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杜甫、王维、贺
知章、李龟年、张旭、郭子仪等一群大唐
文人武将的传奇故事及情感世界。

充分发挥想象力

动画电影《大闹天宫》根据古典神话
小说 《西游记》 中的精彩篇章改编而成，

《九色鹿》 直接取材于敦煌壁画 《鹿王本
生图》，《哪吒之魔童降世》 取材于古典
小说 《封神演义》 ……中国动画努力从
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在世界动画艺术
之林中确立了自己的民族风格，形成了
中国动画独特的审美创造经验。近年
来，数字 CG （计算机动画） 技术与 VR

（虚拟现实） 技术等全方位介入动画影像
制作，国产动画电影正在以一种全新的
美学形态与文化姿态，充分发挥想象
力，深度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提升中华文
化竞争力的重要载体。

《长安三万里》 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
力。依托数字特效技术，影片不仅在美学
形式上竭尽所能地构建大唐盛景，还原大
唐气象，展现大唐神韵，而且为影片中的
人、事、景注入想象力，与传统文化有机
融合，创造出具有现代性品格的动画电影

作品，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价值。

为了获取想象的基础，主创们深入陕
西、四川等地采风，参考了 100多本相关
历史文化书籍，在此基础上通过动画技术
建模制作了 22 个版本的高适、15 个版本
的李白，最终呈现了长安城景、扬州城

景、黄鹤楼、胡姬酒肆、
曲江池、岐王府、商丘梁
园、云山城、塞北蓟州等
多个处于开元盛世前后的
大 唐 城 市 景 观 与 地 理 空
间，其想象力之丰富、制作难度之
大，超乎想象。这种对大唐文人与
大唐文化的浪漫想象及其精神气韵
的再造，深刻体现了创作者对历史
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与现代性转
化。诚如主创团队
所言：“这是文化的
传承，让观众感受
到先人的才华和豪
情，体会到唐诗的
生命力并生
发出自信和
力量，是我
们的目标。”

兼具视觉奇观与价值表达

当下，国产动画电影正面临前所未有
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一种对人类心灵世界
进行想象性创造的虚拟影像，动画电影的
重要审美价值之一，就在于它能够借助动
画技术构建一种独特的心灵体验与文化
记忆。在电影工业化步伐加快的趋势下，
兼具视觉奇观与价值表达的国产动画电
影有机遇，也面临考验。数字时代的动画
电影如何在“奇观感受”和“塑造心灵”的
相互博弈中有效平衡二者的关系，如何
在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对其
进行合理调用、改编、转化，将是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产动画电影创作者
的重要课题。《长安三万里》 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和逻辑下产生的应时与典范之作。

在 中 国 人 看 来 ， 唐朝是中国文化
的黄金时期，《长安三万里》 满足了国人
对大唐文化的想象，也让观众获得了新的
审美感受。通过塑造李白等典型形象，创
作者展现了对大唐、长安、黄鹤楼、唐诗
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想象与表达。典型
形象的魅力能够穿越时空，持续传递给后
人力量。《长安三万里》 中的李白之所以
在今天仍然能闪烁着精神光芒，正是因为
其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力量，
始终浸润、滋养、塑造观众的心灵。在此
意义上，《长安三万里》 实现了技术、美
学、文化、产业等多个维度上的深度融合
和创新表达。

新时代国产动画电影产业的规模性成
长与结构性升级始于 2015年的《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以及 2016 年的《大鱼海棠》，到
2019 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取得巨大成
功，国产动画电影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达到了令人瞩目的创作高度。之后的一
些动画电影以及最近上映的《长安三万
里》等，为国产动画电影产业的结构性升
级与高质量发展，再度提供了积极有益
的实践性探索和标杆性示范。

未来，国产动画电影还需要创作者
在电影工业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继
续推进现代化叙事，不断注入想象力和
文化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现代价值理
念与传统文化相衔接、相融合，真正起
到塑造观众心灵的作用。

（作者单位：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王士霖，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长安三万里》等国产动画电影热映——

在传承发展中赓续在传承发展中赓续中华美学
饶曙光 王士霖

▲《长安三万里》中的高适

▲《长安三万里》中的不同场景 本文配图均由出品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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