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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晚，虽然秋雨绵绵，但位
于北京小西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
影院依然人头攒动。笔者和数百位观
众一起观看了诞生于1951年的国产影
片 《姊姊妹妹站起来》。女主角大香
在旧社会被骗进妓院遭受欺压的不幸
遭遇令人扼腕，新中国成立后她和姐
妹们重获新生的情景又让人无比振
奋。这部影片取材于1949年11月北京
市政府一举封闭全市妓院的史实，导
演陈西禾通过深入采访写出剧本，还
大胆起用业余演员，从翻身妓女中挑
选演员参与电影拍摄。影片生动表现
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
变成人”的主题，体现了时代进步和
社会变迁。

这部影片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推
出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策划
首场放映。从今年9月至12月，这一特
别策划通过“翻身道情”（1949-1978）、

“时代新声”（1979-2002）、“人间烟火”
（2003-2012）、“盛世影韵”（2013-2024）
4个篇章，精选一系列经典影片进行展
映，让观众重温被光影铭记的历史，
感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代发展与社
会进步。

精心选片

“电影承载着社会文化记忆，同
时又是一面面镜子。我们可以通过从
1949年至今出品的电影，管窥新中国
成立75年来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
变化。”中国电影资料馆公共事业部
副主任、策展人沙丹说。他介绍，新
中国成立以来诞生的影片数不胜数，
综合考虑影片的历史性、时代性、艺
术价值、社会意义以及观众需求等方
面，最终他们确定了30多部影片入选
本次特别策划。

他表示，选片的首要标准，是影
片承载的历史含量与时代精神。从

《黄宝妹》 里劳动模范如何在社会主
义建设大潮中乘风破浪，到 《十八洞
村》 里精准扶贫政策下的乡村蜕变；
从 《开国大典》 再现新中国成立的辉
煌时刻，到 《横空出世》 里科研人员
在艰苦条件下研制原子弹的壮丽篇
章；从 《静静的嘛呢石》 里藏族少年
纯真视角下的现代与传统交融，到

《蓝色防线》 记录的中国维和部队在
非洲英勇无畏、执着坚守……每一部
作品都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不可磨灭
的印记，也共同绘制出波澜壮阔的中
国社会发展图景。

策展团队还巧妙运用了对比放映
的方法。例如，将同为新中国成立初
期妓女改造题材的故事片《姊姊妹妹
站起来》与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
形成对比，又将《烟花女儿翻身记》与
讲述纺织女工在工厂当家作主，进行
热火朝天劳动竞赛的 《黄宝妹》 进行
联映，不仅增强了叙事的深度与广
度，更让观众在对比中感受到历史的
厚重与现实的冲击。两部具有珍贵史
料价值的纪录片 《人民的新杭州》 与

《漫步北京》 也是联袂登场，带领观
众一览上世纪50年代北京与杭州的社
会风貌，与历史对话，与时代共鸣。

影片的艺术价值和表现手法也是
选片时的考量标准。由郑君里执导的

《我们夫妇之间》，通过细腻的笔触展
现新中国成立后干部家庭的生活变化
和观念冲突；儿童电影 《祖国的花
朵》 主题曲 《让我们荡起双桨》 传唱
至今，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经典；大型
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 展现了中国
革命的历史进程，汇集了多种艺术形
式，搬上大银幕时，以多机位呈现了
舞台演出的盛大规模；《开国大典》
将历史与艺术充分结合，真实而富有

史诗感；《回西藏》 生动讲述了到西
藏工作的主人公与一位藏族同胞从互
不理解到成为生死之交的过程……这
些影片，是电影艺术长河中的璀璨星
辰，也是新中国发展历程与社会变迁
的生动注脚。

经典重生

《姊姊妹妹站起来》 的最后一个
镜头，是一行文字说明：“本片于
2013年修复。”

此次特别策划展映的影片中，有
一些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团队将胶
片时代的电影拷贝进行扫描，实现数
字化并进行修复的影片，包括《姊姊
妹妹站起来》《黄宝妹》《我们夫妇之
间》《锦上添花》等。《烟花女儿翻身记》

《祖国的花朵》《人民的新杭州》《漫步
北京》《东方红》等也已经通过扫描，
实现数字化，尚待修复。此次特别策
划放映的《开国大典》虽然并非由中国
电影资料馆修复，但也是4k高清版。

据介绍，电影修复工作并非简单
的图像复原，需要经过物理修复、数
字修复和艺术修复 3 个阶段。首先要
对胶片进行接补、清洁，再将胶片上的
影像扫描转换成数字文件，利用数字
技术处理掉色、划痕、霉斑、抖动、闪
烁、噪声等问题，接下来进行色彩校正
和画面调整等，确保影片的艺术价值
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和提升。

沙丹表示，选择哪些影片优先修
复，要基于 4 大原则——迫切性、艺
术性、可利用性与可修复性。那些年
代久远、保存状况较差且急需保护的
影片会得到优先修复。比如 《开国大
典》 等既具有极高时代价值，修复后

又会经常被放映、研究的影片，无疑
成为修复的重点对象。

《锦上添花》 讲述了一个火车小
站上新老站务员工作和生活中发生的
种种趣事。据介绍，修复团队在修复
这部影片时，力求保留喜剧原作的神
韵，同时赋予其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和
美感，让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电影艺
术穿越时空的魅力。

修复一部影片往往需要投入大量
成本。影片的可利用性以及影片原始
素材是否完整、是否具备足够的修复
空间，也是修复的重要前提。《姊姊
妹妹站起来》《我们夫妇之间》 等的
修复，也都因为它们既具有修复价值
又具备可修复条件，才在修复团队的
巧手下重获新生。

老电影的每一帧画面都承载着厚
重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因此，影片修
复不仅需要提升画面质量，还要遵循

“修旧如旧”的原则，尽量保留影片
的原始风貌和特色，以确保修复后的
影片既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又
能忠实反映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如此次放映的 《姊姊妹妹站起来》 数
字版依然保留了胶片电影放映过程中
更换胶片卷时短暂的几秒钟“黑场”。

跨时代共鸣

本次特别策划不仅是一场新中国
电影艺术的巡礼，更为观众开启了一
次穿越时空的心灵之旅，让人们通过
重新观赏那些镌刻着时代烙印的经典
之作，触摸历史的脉搏，聆听岁月深
处的回响，感受前辈们为理想奋斗的
坚定信念，体会到那些曾经激励人心
的故事背后蕴藏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民

族精神力量。
在光影交织间，观众看到祖国变

化发展的轨迹，听到社会进步的坚实
足音。从事互联网行业的李先生观看

《姊姊妹妹站起来》后表示：“这部影片
虽然只有一条主线，情节也比较简单，
却通过深入的挖掘和传神的再现，表
现出人物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和在新
中国的美好未来，真实而震撼。”

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也通
过老电影找到了共同的情感纽带，实
现了跨越年龄层的对话。看完 《烟花
女儿翻身记》 和 《黄宝妹》 后，亲历
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观众很激动，
这些影片唤起了他们珍贵的记忆。余
女士感慨地说：“影片中讲述的很多
是我们经历过或看过的事情。一些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点被集中再现，
让我感慨万千。”而对于年轻观众来
说，这些老电影则是一次宝贵的历史
教育。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杨女士表
示：“我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之甚
少。但通过这些影片，感受到那个时
代人们奋斗进取的精神风貌，更加深
刻地理解了国家的发展历程和前辈们
的辛勤付出。”

有过传媒从业经历的李女士是中
国电影资料馆常客。她认为，在《黄宝
妹》这部纪录片中，导演谢晋不仅大胆
结合剧情片的拍摄方式，还巧妙运用
现代电影手法和新技术，用二次曝光
将戏曲片段中的仙女舞蹈与女工工作
两种场景融合在一起，既有真实性又
有艺术性，“这种创造力和前卫程度令
人敬佩”。她表示，中国电影资料馆
的影片具有电影史资料性质，不仅给
观众提供良好观影体验，更引领观众
对电影史和电影文化进行深度探索。

电视剧 《幸福草》 以菌草技术国
际合作为主线，讲述了中国菌草技术
团队在南太平洋岛国进行菌草种植、
产业培育、技术推广、减贫开发的不
凡历程。该剧播出后，收获了众多观
众的支持与喜爱，并引发行业内外的
广泛讨论。

这部剧被列入中宣部 2023 年度文
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项目、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3 年度工作要点
和重点实施的“一带一路”题材电视剧
项目，也是中宣部推出的“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文艺巡礼活动的第
一部电视剧作品。因此，从创作之
初，《幸福草》就肩负着重要使命：增
进国内外观众对中国援外事业的了解
与认同，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
相互理解和尊重，引发社会各界对于
国际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当创作灵感在脑海中闪现，你会
意识到，那是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捕捉
到的情感和故事。一颗颗生活细节的
珍珠，等待着我们双脚踩进泥土里去
寻觅，等待着我们双手插进泥土里去
刨出来。《幸福草》是所有主创双脚黏
满泥、双手带着露珠捧出来的作品。

我们曾隔空远程采访，也曾到云
南、福建和斐济实地采风勘景。从乡
村到社区，从码头到市场，从菌草实
验基地到旱稻田，我们努力在生活的
热土中深耕细作，深入了解科技工作
者、政府外交人员及一线劳动者的鲜
活故事。

创作中，我们找到了3个内核。
首先是 《幸福草》 的精神内核。

这部剧讲述的是中国科技工作者因陋
就简干大事、扶贫援外受欢迎、为保
护生态环境作贡献的故事，也反映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剧中以黎长欢父女为代表的一群中国科技工作者，因
为有着坚定的信仰，终于干出一番服务全球的事业。黎长欢
的原型——菌草技术的发明人和推广者林占熺教授曾说，我
们是一个吃大苦、耐大劳、顾大局、干大事、成大器的民
族，这给这部剧注入了家国情怀；林占熺的女儿林冬梅放弃
国外高薪工作和舒适生活，回到父亲身边，她说这是为了忠
孝两全，她给这部剧注入了儿女情长。他们父女俩的真实故
事，为这部剧赋予了灵魂，使其主题内容具有了合理性、烟
火气和人间温暖。

其次是 《幸福草》 的戏剧结构内核。这部剧围绕菌草援
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起始、推动、进展去讲述故
事，一条主线贯穿到底，在遵照生活真实和时间线性发展的
基础上，将黄河流域防风治沙融入主线，集中而不散乱。

再次是 《幸福草》 的表达样式内核。林占熺曾经说过，
菌草一生默默无闻，草青叶茂的时候能防风固沙，干枯以后
地下的根依然能防风固沙。通过推广菌草技术，中国助力发
展中国家减贫脱贫，共同发展振兴。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也
成为本剧轻喜剧风格背后的温暖底色，使观众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感受到深刻的内涵，从而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通过电视剧《山海情》，林占熺在宁夏的科技扶贫故事被
更多人所了解；而随着 《幸福草》 的热播，菌草技术走出国
门、在全球落地生根的历史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菌草援外技术团队的事迹也被大众熟知。据悉，20 多年来，
中国已经向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菌草技术应用推
广，这种“天下为公”“授人以渔”的精神，也在电视剧中得
到展现。林占熺观看这部剧后表示：“菌草事业目前处在快速
发展阶段，山高路险、道阻且长。只要我们不畏艰难、勇往
直前，就一定能到达光辉的彼岸。这也是电视剧 《幸福草》
蕴含的精神内核，它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继续走前人没有走过
的路的信心和决心。”

我们将中国20多年来的菌草技术国际合作实践浓缩到这
部剧中，期待最大程度还原菌草援外工作人员的生活和他们
的大爱情怀，让更多人感受到“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意义。

（作者为《幸福草》编剧，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副总经理）

本报电（记者施芳） 随着一曲百
年前的船工号子响起，由北京广播电
视台出品、制作的中文原创音乐剧

《北上》 近日在北京艺术中心开演。
这也是北京艺术中心对外开放以来上
演的第一部音乐剧。

该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
作品。目前，《北上》 已改编为音乐
剧、电视剧和话剧 3 种艺术形式，音
乐剧《北上》率先与观众见面。

据介绍，音乐剧 《北上》 是北京
广播电视台首部完整版权自制音乐
剧、“大戏看北京”展演剧目、北京文
化艺术基金2023年度资助项目、通州
区“运河有戏”演出季重点支持项目。

音乐剧《北上》以1901年辛丑年中
国社会变革为时代背景，以流淌千年
的京杭大运河为故事发生地，讲述了
主角们沿大运河一路北上进京，历经
磨砺，终见曙光的故事。

舞美方面，音乐剧《北上》处处透露
着和“水”有关的视觉形象。舞台台面
运用镜面材质的材料，营造出平静的水
面；舞台布景也呼应等高线进行设计，
打造水中倒影的意向。舞台上的异形
纱幕也做成了水的形象，透过纱幕的景
或人，若隐若现，似水波纹。音乐方面，
该剧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州运
河船工号子”进行艺术化再创作，串联
剧情，兼具了文化性和可听性。

本报电 （琼文） 日前，第 21 届海南省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会演
（三亚会场） 在三亚市群众艺术馆举办。活动由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局主办，海南省演艺集团旗下省民族歌舞团承办，三亚市
群众艺术馆、各区 （生态区） 文旅局协办。

会演以开场舞 《欢歌新时代》 拉开序幕。歌舞乐 《吉阳印象》 向
观众呈现了三亚市吉阳区建设乐居、乐业、乐游“美好新吉阳”的风
貌。歌曲 《黎苗青春日记》 以优美的歌声，向脱贫攻坚一线的奋斗者
致敬。广场舞 《双脚踏上幸福路》 表达了三亚人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歌曲 《椰风海韵请你来》 和广场舞 《欢
迎你到海南来》 展现了海南人民热情好客的民风、对家乡的热爱和对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美好祝愿。最后，会演在大型歌舞表演 《同心共筑
中国梦》 中落下帷幕。整场演出通过歌曲、舞蹈、乐曲、广场舞等形
式，为群众奉上了一场极具海南特色的文艺盛宴。

据悉，本次活动特邀省内行业专家担任评委，评选出的优秀作品
将参加全省线上展播，并代表三亚市参加第21届海南省东西南北中广
场文艺会演集中展演暨颁奖晚会。

下图为演员们在演唱歌曲《椰风海韵请你来》。 主办方供图

本报电（文依） 生态人文纪录片
《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由青
海省广播电视局、上海齐格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共同打造，播出后受到好
评。业内人士认为，这部纪录片再现
了青海湖、昆仑山、祁连山三大国家
公园独有的生态系统和悠远厚重的人
文景观，实现了生态人文纪录片的叙
事创新和影像创新。

该片导演李晓表示，在创作过
程中，主创团队用视觉语言展现自
然之美，用诗意的表达、简单的情
节承载思考，把人融入自然，通过
情绪渲染建立情感联结，唤起观众
共情共鸣。

广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魏霄认
为，这部纪录片是一部珍贵的国家公
园影像志，展现了中国生态保护方面
取得的进展和成效，也为持续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留下
了重要的影像资料。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视听传
播系副主任韩飞指出，近年来，青海
在自然生态纪录片领域深耕，擦亮了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名片。《青
海·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其中极具代表
性的作品。该片在青海国家公园的生
态叙事方面探索出人与万物和谐共生
的诗意表达，为中国纪录片向世界展
现自己的美学特点提供了启示。

见证时代变迁 传承光影记忆
中国电影资料馆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策划

张怡靖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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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三亚举办广场文艺会演海南三亚举办广场文艺会演

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获好评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获好评 中文原创音乐剧《北上》在京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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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资料馆推出
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特别策划“翻身道情”篇
部分影片海报。

图①：《姊姊妹妹站起
来》海报。

图②：《黄宝妹》海报。
图③：《祖国的花朵》

海报。
图④：《我们夫妇之

间》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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