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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
州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丁宝桢》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晚清名臣丁宝桢一生清廉，胸怀家国，竭智尽忠，政绩显
著。这部剧生动再现了他的文韬武略，通过讲述富有现实性、
戏剧性、传奇性的历史故事，塑造了一代廉吏的生动形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电视剧项目负责人赵
小波认为，这部剧通过“以人为本，以虚带实”的架构，贯彻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理念，历史人物的塑造不脸谱
化，有“烟火气”。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说，这部剧从
剧本到表演、制作都比较朴素真切，不加粉饰，给观众留下了
深刻印象。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认为，电视剧 《丁宝桢》 在创
作中“以人带史，史中觅诗”，给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提供了具
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电视剧 《丁宝桢》 总策划、出品人，宏博昌荣传媒集团董
事长窦鹏介绍，该剧创作期间，主创多次走进丁宝桢的故乡贵
州织金深入考察采风，这里历史文化传统悠久，至今留有这位
先贤的许多遗迹。丁宝桢的事迹也丰富了贵州厚重的历史之
书、人文之书。

剧中丁宝桢的扮演者马少骅说，拍摄前后，他除了仔细阅
读有关丁宝桢的史料，还参照了中国历史上不少清官、廉吏的
事迹，撷取他们的言行举止、所思所想，用心演绎角色，“高贵
的人格和真诚的品质是古人和今人共同追求的，丁宝桢的家国
情怀和清廉美德具有现实价值和教育意义”。

1月5日，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电影行业
协会联合主办的纪录电影 《人民万岁》 韶山放映活动在湖南韶
山红色教育培训基地举行。韶山市道德模范、优秀志愿者代
表、学生代表等以及各界领导和嘉宾共400余人参加，现场气氛
热烈。

纪录电影 《人民万岁》 由郝蕴执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王均伟撰稿，通过生动、丰富的影像
资料，展现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重要思
想和决策，记录了毛泽东同志关爱人民，与人民群众同呼吸、
共命运的一个个历史瞬间。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行部
经理周勇表示，《人民万岁》坚持以史为镜，通过鲜活珍贵的历
史画面，展现出毛泽东同志与人民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结，达到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平衡与交融。韶山见证了毛泽东同志出
生成长、求学求索和进行革命实践的光辉历程。韶山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何浪认为，从纪录电影 《人民万岁》 中，观众
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熟悉的身影，听到了他浓浓的乡音，更深情
回顾了 1959 年毛泽东同志回到韶山，与乡亲们亲切交流的场
景，感受到毛泽东同志深厚的人民情怀，勾起了家乡人民对他
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之情。

以往关于毛泽东同志的纪录片及故事片数不胜数，《人民万
岁》 制片人陈昌业表示，这部纪录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集
中讲述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观”，影像的选材尽可能表现毛泽
东同志与人民的关系，不仅通过影像展现人民生动的笑脸，而
且诠释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经典箴言。活动现场，曾
担任韶山村村委会主任、韶山村党总支书记、韶山乡党委副书
记的毛雨时回忆了1959年毛泽东同志到韶山学校视察，与师生
亲切合影时的点点滴滴；曾担任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历史陈列馆
讲解员的毛敏讲述了毛泽东同志的6位亲人为革命牺牲的故事。
在场观众听后，无不对毛泽东同志及其亲人产生深深的敬意。

观影过程中，观众被毛泽东同志真挚朴实、深厚浓重的为
民情怀所打动，也被中国人民为了祖国繁荣昌盛而不懈努力的
精神所感染。许多观众表示受到了一次精神洗礼，对电影的制
作水准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纪录电影 《人民万岁》 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宁夏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 和北京华厦大地国际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出品，正在全国热映。

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第一
季共播出《古滇记》《古蜀记》《玉石记》

《稻谷记》《云梦记》《河洛记》《寻夏记》7
部、32 集，广受好评，获得国家广电

总局2023年第二季度优秀国产纪录片、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2023年度中
国影响力十大纪录片”等荣誉。

五 千 年 中 华 文 明 传 承 下 来 的 理
念，已浸润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然
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人们在很长时间里却缺乏系统认识，
这是 《寻古中国》 要解决的首要问
题。这部纪录片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研究成果等，以古迹、古籍、古
物、古人为线索，寻始源、塑共识、
见精神。虽然主题恢弘，但节目中每
一个向历史深处发出的叩问都可感可
知，指向实处。如《古滇记》从不足一
方寸的“滇王金印”等文物切入，探寻古
滇国如何建立、发展和融入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历史；《玉石记》以玉见证中华文
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每一个从
严谨探寻中得到的回答都具体而微，
大到震惊世界的文明探源成果，小到
古人对螺蛳的喜爱等细节，都在不断

解答、丰富着“我们从何而来”这个
议题，展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
史传统的深厚根基、文化创新的珍贵
宝藏。

《寻古中国》 始终贯穿着悬念表达
与探索理念。如果说“古”是在呼唤
答案，“寻”则要走过漫漫长路，带着
好奇徐行。这部纪录片娓娓道来，讲
述了中华文明如何从涓涓溪流到汇成
江河，走过了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

《稻谷记》 让我们知晓，两万年前的中
华先祖已成为世界上最先掌握制陶技
术的人；《玉石记》 使我们窥见，在金
属工具还未出现的八九千年前，乌苏
里江畔的先民已能用柔软的绳子，刻
画出玉器上柔美的纹路。《古蜀记》 带
领我们游历8座史前古城遗址，看先人
们如何步履维艰重建家园；《云梦记》
带领我们重读两千年前的木牍家书，
体会祖先们如何倾诉对家人的思念，
抒发爱国之情。7 个专题如文明坐标，

标记出各区域的文明演进路径；随着
一个个悬念的解答，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渐渐清晰。“寻”的终
点，在观众一声“这就是中国”中抵达。

《寻古中国》 持续深化“思想+艺
术+技术”的融合传播理念，以年轻的
语态、清新的文风、创新的表达，结合
大场景 3D 扫描、自由视角和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让文物以
360°视角有沉浸感地展示。文物上的
马儿跑起来、鸟儿飞起来、火焰升腾起
来……观众得以近观悠悠历史之留痕，
感悟泱泱文明之魅力。

《寻古中国》 拉近了大众与历史的
距离，在更多人心中刻下文明坐标，
种下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也在一脉相传、亘
古不变的文化情感链接中，将中华文
明的火种引向更广阔深远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音视
频办主任）

近 期 电 影 业 多 个 指 标 再 创 新
高，一系列亮点令人鼓舞。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电影频道日前根据国家
电影局公布的电影业发展主要指
标，推出 《2023 中国电影年度调查
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对中
国电影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
呈现中国电影发展的创新样态，也
提供了一个切口，让业内外人士管
窥电影行业生产能力不断恢复、营
销方式不断创新、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的发展图景。

国产片确立绝对优势

日前，国家电影局公布 2023 年
全年电影业发展主要指标，全国电
影 票 房 为 549.1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2.64%，恢复到 2019 年的 85.45%。
横 向 看 来 ， 北 美 票 房 同 比 增 长
20.71%，日本票房同比增长约 7%。
2023 年，全球电影票房为 339 亿美
元，同比增长 30.89%，恢复到 2019
年的 80.14%。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
电影市场，是全球电影市场复苏的
重要推动力。

《报告》 指出，这一年，“国产
片确立绝对优势”。在进口片数量、
质量、体量基本恢复、市场竞争充
分的前提下，全年国产电影票房为
460.05 亿元，占比 83.77%，已连续 4
年占比逾 80%。事实证明，经过市
场竞争，国外影片并没有把我们的
国产影片打垮，反而刺激了国产影
片提高质量和水平，在市场竞争中
发展起来了，具有了更强的竞争
力。2023 年票房排名前 10 位均为国
产影片，过亿元票房的国产影片达
50 部，实现了 《“十四五”中国电
影发展规划》 提出的“每年票房过
亿元国产影片达到 50 部左右”这一
目标。

国产电影的体量正趋于均衡。
2023 年，10 部头部影片合计票房约
266亿元，占全年票房48.5%，时隔3
年重新回到 50%以下。票房前 3位影
片的市场份额也比前几年有了明显
回落。金字塔形的市场结构逐渐向
枣核形变化，腰部和中小体量影片
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为未来多样
多元、生机勃勃的市场打下了良好
基础。

院 线 、 影 院 经 营 能 力 明 显 提
升。2023 年净增银幕 2312 块，银幕
总数达 86310 块，同比增长 2.75%，
说明疫情后的市场仍对影院建设抱
有信心。全年票房超过 20 亿元的省
份达 10个，超过 10亿元的城市达 10
个，超过 3000 万元的影院达 22 家。

“大河涨水小河满”，主要市场的复
苏将进一步激活全国市场，带动共
同复苏。

现实题材深入人心

2023 年 5 月 21 日，财政部、国
家电影局发布 《关于阶段性免征国
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的公
告》，为支持电影行业发展，自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免征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这一
政策的适时出台，促进了电影业各
环节逐渐回到尊重市场规律、艺术
规律的道路上，生产能力迅速恢
复。2023 年全年生产故事影片 792
部，影片总产量 971 部，非常接近
2017 年的 798 部、970 部，也分别恢
复 到 历 史 高 点 2018 年 的 87.8% 、
89.74%。

如 《报告》 所指出的，这一年
的电影，“现实题材深入人心”“类
型深耕佳作频出”，彰显了电影作为
文化重要阵地的强大力量。《孤注一
掷》《坚如磐石》《三大队》《涉过
愤怒的海》《八角笼中》 等直面现
实，引发全社会广泛讨论；“悬疑+
古 装 ” 的 《满 江 红》、“ 悬 疑 + 女
性 ” 的 《消 失 的 她》、“ 悬 疑 + 文
艺”的 《河边的错误》 等引起观众
强烈反响；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
2》 利用 AI 赋能产业，不仅成为中
国科幻电影的新高峰，也见微知著
地体现了国防、军工、基建等方面
的综合国力。此外，奇幻电影 《封
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动画电影

《长安三万里》 等气势恢宏，展现了
厚重的传统历史文化和独特的中国
美学，彰显了中国电影的创作实力
和文化自信。

探索分线发行方式

电 影 是 常 态 化 的 文 化 消 费 形
式，除了春节档、国庆档等与节庆

相关的大档期，周末档的恢复更是
电影与人民在一起的重要标志。近
期，郭帆、大鹏、费翔、王宝强、
陈凯歌、张译等电影人走遍大江南
北进行路演，通过直播和短视频不
断“破圈”，拉近电影与观众的距
离。如 《报告》 所指出的，年度观
影人次前 5 位国产影片的路演活动，
累计覆盖城市超 40 座，《封神第一
部：朝歌风云》 和 《八角笼中》 均
在 20 座以上城市进行过路演。暑期
档和贺岁档实际上是放大和叠加了
的周末档，2023 年暑期档的 13 个周
末创下206亿元票房的历史新高，尤
其8月第一个周末，在没有新片上映
的前提下，市场仍维持了每天全国
电影票房过5亿元的佳绩。2023年贺
岁档从 2023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31
日，包含 6 个周末，也创下 45 亿元
票房的近5年新高。

在《望道》等影片成功探索分区
域发行的基础上，一批中外影片探索
分线发行；球赛直播、音乐会直播、
演唱会转播、音乐剧录播等多元内容
分众发行的方式纷纷落地。这些积极
探索，有助于促进更多资金流向电影
业、更多创作者推出新作力作、更多
观众走进电影院，从而增强电影产业
链各环节的创新动力，激发电影业改
革发展的活力，提高电影强国建设的
综合实力。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2024年甫一开年，多部优质新片
集中推出，吸引了大量观众，元旦档
15.33亿元票房为 2024年的中国电影
迎来了“开门红”。浙江东阳横店影
视城、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
等影视基地仍在满负荷运转，电影人
积极生产的身影随处可见；浙江、
四川、广东等多地陆续发放观影消
费券，助力行业持续回暖；《红毯先
生》《沙丘 2》 等多部中外优秀影片
陆续定档2024年春节档和3月份，丰
富节日和日常供给；微信朋友圈和
短视频平台上，活跃着在全国各地路
演宣传的电影人忙碌的身影……

2024年，中国电影复苏和发展的
任务仍然艰巨。中国电影产业化改
革已经20余年，行业内外环境正在发
生剧烈改变：AIGC等新技术迭代更
新，流媒体等新平台普及推广，投
融资转向变道……全球电影复苏的
压力未消，中国电影界惟有持续推
广试点、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推
动建成建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电影
全产业链进一步转型升级，才能不
断巩固和增强电影业回升向好态
势，实现行稳致远。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编辑）

《丁宝桢》：塑造一代廉吏的生动形象
苏 屹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奋斗精神

《人民万岁》在湖南韶山放映
本报记者 苗 春

中国电影：红红火火 热气腾腾
支菲娜

中国电影：红红火火 热气腾腾
支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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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月 9日晚，浙江省
东阳市横店影视城广州街·香港街
景区灯火通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包康轩摄（人民图片）
▶2023年7月15日，上海，高温

天气未阻碍影迷赴电影院观影。
陈玉宇摄（人民图片）

▲《寻古中国》之《古滇记》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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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古问今 文物传情
吕 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