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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近日，备受瞩目的电影《只
此青绿》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观众观影后一致认为，这是一
部“很美、很中国”的电影，通过
银幕能够感受到舞剧的艺术之
美、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之美。不少观众表示自己和朋
友已“二刷”，甚至“三刷”。

电影《只此青绿》是由中国
电影集团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领衔出品，是以爆款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
图》为基础，由原班人马历时3
年倾情创作。

自 2021 年首次于国家大
剧院“展卷”以来，舞蹈诗剧《只
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
在近1000天里走进70余座城
市，演出600余场。从舞蹈诗
剧到电影，“青绿”何以守正创
新，进一步展现中华文化自信？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如何保持艺
术创作创新的澎湃活力？本
期，中国城市报记者专访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景小勇，了解相关内容。

中国城市报：电影《只此青

绿》与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舞绘千里江山图》的精髓一致，

故事围绕一位现代文物研究员

在《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

潜心钻研，跨越近千年时空走

入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内心，目

睹了其呕心沥血忘我创作，与

无数劳动者携手，历尽千辛万

苦创作出传世画卷的历程。电

影和舞蹈诗剧都以“只此青绿”

命名，在您看来，何以“只此”？

何为“青绿”？

景小勇：电影《只此青绿》
与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
绘千里江山图》都以画中主色
调“青绿”为视觉线索，探究画
作形成所需的篆、绢、颜料、笔、
墨等材料和工具的制作工艺，
深度提炼并展示多项中国传统
非遗技艺，生动展现了《千里江
山图》近千年不褪的色彩、无数
劳动者的匠心创造，以及一代代
文物保护工作者们的接续守护，
共同呈现了一幅极具中国美学
理念和中国精神的艺术画卷。

“只此”是独一无二的。从
具象、直接的角度来看，这幅
《千里江山图》确实是独一无二
的，它是中国青绿山水最具代
表性的作品。画作的作者也是
独一无二的，王希孟富有传奇
色彩，且《千里江山图》是其唯
一的传世作品。

而“青绿”表现的是画作色
彩及物质来源的独一无二性，
以及其中蕴含的中国美学特
质。“青绿”已成为中国美术和
美学的一种标志。

在我看来，“只此青绿”是
一种美学精神，是中华审美的
一种意象。“只此青绿”的文化
意蕴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开放
性、创新性、和平性。

“只此”一卷、“只此”色彩、
“只此”审美、“只此”中国文化、
“只此”中华民族……“只此”代
表的是一种文化自信，而“只此
青绿”代表的也是一种高度概
括的文化审美。

中国城市报：将舞蹈诗剧

转化为电影，把《只此青绿》从

舞台移至银幕的初衷有哪些？

景小勇：一方面，我们一直
希望这部富有特色的舞蹈诗剧
能实现从舞台艺术到电影艺术
的转化，让两者相互影响。这
是两种艺术门类在生产发展过
程中的交流互鉴，也是艺术发
展创新规律的一种体现。把
《只此青绿》做成电影，是我们
对这些思路的实践。

另一方面，舞台艺术作品
无论是演出还是向受众传播，
都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社会广泛认可、市场需求很大
的优质剧目，自然希望能够转
化为影音形态，以便让更多人
更容易触达。这是艺术传播的
需要。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制作
电影的方式，让更大范围的受
众接触到“青绿”。

以上两方面，是我们把舞
剧转化为电影的基本考虑。实
际上，在舞剧首演之前的2021
年 6月，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就
已经开始和中影相关方面探讨
拍摄舞剧电影的构思。经过一
年的沟通，2022年6月，项目主
创开始参与，然后大家又沟通、
探讨、研究了一年多。到了
2023年8月，电影开拍。

拍摄舞蹈电影是舞蹈工作

者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一个
夙愿，“青绿”这部剧让这个夙
愿实现了。“青绿”以其优质的
内容把握住了这个机会，用好
了这个机会。

中国城市报：电影《只此青

绿》取得成功及突破的内在原

因有哪些？

景小勇：一是内容为王，文
化自信。电影《只此青绿》的主
题把握，是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及其创造者、传承者致敬。
内容体现了北宋时代中华民族
的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明积累
到的高度，《千里江山图》作为
精品，其中有着丰厚的文化积
淀。电影内容的演绎以充分展
现文化自信为前提、为诉求，达
到了思想精深的要求。

二是守正创新，精彩呈现。
电影《只此青绿》之所以能够打
动人心、感染观众，还因为其顶
级的主创。以周莉亚、韩真为代
表的团队，以精益求精的视角、
主体、线索、结构，在编舞、舞美、
灯服道效化、音乐等方面都达到
了一个高度。精彩的呈现手段，
能够实现表与里的完美统一。

三是时代主题，人民需求。
电影《只此青绿》的创作过程体
现了人民本位、人民中心。其
实作品不光是在向传统文化的
创造者、传承者致敬，也是在向
我们自己致敬。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文化的构成部分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在作品
里，大家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
产生共鸣。

四是开放包容，迎接挑战。
当今社会的艺术生产面临两个
挑战，即文化消费市场和互联
网的挑战。开放包容、交流互
鉴是艺术创新发展的主要态
度。从绘画到舞剧到电影，“青

绿”遵循了在机遇和挑战下，艺
术生产及传播的客观规律。

中国城市报：多年来，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认真贯彻党的文

艺方针政策，推出了许多优秀

的文艺作品，在推动文艺繁荣

发展、服务对外文化交流等方

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我国

重要的“文化使节”、闪亮的“文

化名片”。接下来，中国东方演

艺集团将如何持续激发艺术创

作创新活力？

景小勇：一是我们坚持创
作是核心任务、传播是根本目
标的基本理念。优秀作品是核
心竞争力，优质传播则可使创
作价值最大化实现。所以，创
作和传播要并重。

二是我们坚持做好选题、
解题、创作、推广、运营、传播6
个环节的工作。6个环节整体
谋划一体推进，以观众为导向、
以市场为参考、以效果为激励，
确保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展现和
价值实现。

三是坚持对外开放合作、
对内激发活力。发挥国有大团
的引领作用，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和有关机构及地方各界广
泛开展合作，寻求文化支撑、主
题素材以及地方文化滋养，与
集团的创作优势形成互补、互
动、互促局面，使我们的选题能
够更加贴近时代、贴近人民需
求，创作出有气质、有深度、精
彩的作品。我们不只是直接在
创作，我们更是在组织创作、倡
导和践行集体创作。同时，我
们加强项目制和总制作人负责
制，努力把握好确保艺术质量
和控制成本之间的平衡。我们
以能够演起来作为评价作品的
重要标准，努力把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落到实处。

舞剧《只此青绿》剧照。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图

破解电影破解电影《《只此青绿只此青绿》》的魅力密码的魅力密码
——访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景小勇

电影《只此青绿》宣传海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