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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主旋律影视剧创作
“北戴河文艺峰会”上“人民与英雄”主题获专家盛赞

在刚刚闭幕的北戴河文艺峰会上，来自

全 国 各 地 的 影 视 界 、文 艺 评 论 界 的 专 家 学

者、业内人士齐聚美丽的北戴河滨，聚焦“人

民与英雄”的主题，以主题发言和分组对谈

等形式，把脉中国主旋律影视创作，探寻新

时代主旋律影视创作的新发展、新路径，与

会专家对“人民与英雄”这一主题的选取给

予了高度赞扬，同时为河北的主旋律影视作

品更好地发展建言献策，为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河北故事助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弘扬主

旋律的优秀影视作品，如《长征》《开国大典》《大

决战》《唐山大地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焦裕

禄》《海棠依旧》《孔繁森》《太行山上》《最美的青

春》等。这些思想精深、制作精良的作品，在引

领社会风向、增强民族自信方面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表示，

上个世纪 80 年代，电影界提出“主旋律”的概

念，创作主要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表现英雄

模范人物的现实题材为主体。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主旋律电影经历了初

创、探索、创新、发展的过程，产生了一大批脍炙

人口的优秀作品。从中也反映出主旋律电影不

是单一的题材和类型，而是包含在各种题材作

品中的思想价值、精神引领和文化品格。

在电视剧领域，近年来现实题材强势回归，

出现了《人民的名义》《阳光下的法庭》《最美的

青春》等一批影响广泛的电视剧。中国传媒大

学教授戴清表示，这些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在

反映生活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增强，一些优

秀的作品也让大家看到了主旋律电视剧良好的发

展态势。最近颇受关注的《最美的青春》在其创作

团队的工匠精神，塑造可感、可敬、可信的人物形

象等方面都对主旋律电视剧创作有很好的启示。

“‘人民与英雄’这个主题选得好！”著名导

演肖桂云等专家表示，从老一代影视人开始就

把镜头聚焦人民、英雄、国家和民族，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仲呈祥认为，主旋律是一种精神，是贯穿于作家

艺术家创作全过程的一种审美思维的思想和精

神。所有的创作或重或轻都应该体现这个时代

的主旋律精神。中国文联副主席郭运德认为，

人民是生动鲜活的历史活剧的“剧中人”和“剧

作者”，他们所“创编”的历史活剧永远是文艺创

作生产的源头活水。因此，“人民与英雄”是社

会主义文艺永恒的主题。努力创作更多高质量

主旋律影视剧作品，真实反映人民创造历史和

追求美好生活的奋发精神，更好地满足大众不

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

质要求和价值体现。

虽然一些主旋律影视剧得到了观众的认

可，赢得了不错的口碑，但是也有一些作品并

没有得到很好的市场反馈。在分组论坛讨论

中，多位专家学者也探讨了主旋律影视剧对接

市场的重要性，认为影视作品既是产业，又是

艺术，需要将影视的艺术性、商业性和主流意

识形态三者统一起来，探索出一条既符合艺术

发展规律，又符合现代传播规律、符合市场发

展规律的中国影视发展道路。

曾执导《东京审判》《风声》等电影作品的

著名导演高群书，强调主旋律电影应该赢得市

场的认同，承担市场的责任。这个观点也得到

了曾执导《开过大典》《重庆谈判》等电影的著

名导演李前宽和肖桂云夫妇的认同。肖桂云

表示，近年来，《战狼2》《红海行动》等主旋律影

片获得了很好的票房和口碑，是一种可喜的

现象。她和李前宽拍摄的《开国大典》《重庆

谈判》《七七事变》等影片获得了百花奖、金

鸡奖、华表奖等奖项。30 多年前拍摄的《开

国大典》，更是取得了 1.7 亿元的票房，这些

都说明主旋律电影也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统一。

“主旋律作品弘扬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与

影视市场的追求是一致的。”著名编剧王朝

柱认为。而对于有一些主旋律的题材没有

得到观众认可，不少专家认为，归根结底还

是因为没有按照艺术规律去创作。创作者

需要从艺术性和观赏性的角度出发，承担市

场责任，才能实现主流价值的有效传播和产

业上的良性循环。

对于在新时代如何做好主旋律影视

作品，主旋律作品如何更好地走向市场，

多位专家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高群书从作品内涵方面提出，主旋

律作品必须表现人的善良，释放善意，

传达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引起观众的共

鸣。导演郭靖宇也从用塞罕坝的精神讲

塞罕坝的故事的角度，分享了《最美的青

春》的创作过程，表示主创人员需用不畏

艰难、精益求精的态度诠释作品。

“主旋律作品讴歌真善美，具有感

染人鼓舞人的力量。”著名表演艺术家

王洛勇声情并茂地描述了兰考百姓对

于焦裕禄的怀念，正是一个个群众含着

热泪的“口述”，让他在内心建立起这位

老书记的形象，最终为观众呈现了一个

可亲可敬、可歌可泣的艺术典型。中国

文联原副主席夏潮表示，拍好主旋律影

视剧并不容易，需要故事讲得精彩，人

物塑造得生动。李前宽表示，创作者需

要在情感和心境上和人民贴近，有情

怀、有激情，提高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

术品格。艺术品格不仅关乎技巧，也是

导演心境的表达，更是影片灵魂的体

现。追求应时效应，用快餐式打造出来

的作品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现实主

义题材聚焦人民和英雄需要的是“正

餐”甚至是“大餐”，既好看又好吃，既合

中国观众口味，又合世界观众口味。成

功的作品是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感动人

的，具有艺术品格的作品才能走进市

场、走向世界。

作家、影视编剧何香久从创作电视

剧《焦裕禄》的过程谈起，他在进行实地

采访时被兰考人对焦裕禄的尊敬和深

厚的感情所感动，对焦裕禄精神进行深

入挖掘，把他真实的公仆形象和成长展

现给观众，深刻体会到迈开双脚到生活

中去，才能创作出真实感人的作品。曾

参演多部主旋律题材影视剧的宋晓英、

林永健、吴军、田岷、辛明等也从个人的

演员经历深刻体会到，英雄从人民中

来，创作需要到人民中去，作为演员深

入生活、体验生活才能塑造好人物。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张宏提出，创作者需要坚定信

念，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生

活；始终与人民同频共振，克服浮躁；遵

循艺术创作规律，创作出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作品。

近年来，我省影视剧创作也取得了

瞩目的成就，如《海棠依旧》《周恩来的

四个昼夜》《太行山上》《太行赤子》《血

战湘江》《李保国》《最美的青春》等主旋

律影视剧，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中多部作品在五个“一”工程以及飞

天奖、华表奖、百花奖等国家大奖评选

中获得殊荣。

“河北靠努力实现影视作品的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讴歌

时代、服务人民、礼赞英雄。”仲程祥进

行主题发言时表示，河北的影视创作面

对新时代实现了创作题材资源的优化

配置，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善于

对题材进行深入研究，以新的视点审视

和配置题材，为全国的影视创作了一批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

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建伟指

出：河北大地升腾着的奋斗激情和时代

梦想，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广阔平台和无

限空间。省委宣传部制定出台了关于

推进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四个一

批”的指导意见；河北省当代文学艺术

创作工程4321规划，面向重大节点，聚

焦四个讴歌，把握三性统一，围绕重大

战略、重大典型，确定了一批重点项目，

正需要北戴河文艺峰会为河北文艺精

品创作把脉会诊，出谋划策，推动河北

文艺繁荣兴盛。

对于当前河北影视剧更好地发展，

多位专家学者从立足燕赵文化，传承红

色基因进行了提议。曾打造出《海棠依

旧》《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经典作品的

著名导演陈力认为，河北有很多革命老

区，有很多可以挖掘和传承的红色基

因。传承红色基因，需要提高艺术表达

力，精准诠释故事，还需要找到与年轻

人共同的语境，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到弘扬主旋律创作的团队中来。

河北广播电视学会会长何振虎同

样认为，河北主旋律影视剧应该以传承

红色文化基因作为着力点，擦亮河北品

牌。主旋律创作在题材上还需要类型化

拓展，创作过程中需要研究、分析、对接、引

领市场，在叫好和叫座之间找到平衡点。

曾创作出《我是特种兵》《战狼》等

广受欢迎的军旅题材影视剧的编剧蔡

传道表示，一个作品的成功，它的地域

文化是有根基的。河北的作品想走出

去，一定要立足于燕赵文化。

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河北省委宣

传部支持，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河

北省文联、秦皇岛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共

同主办。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北戴河文

艺峰会让艺术家们在一个宽松祥和的

氛围中侃侃而谈，碰撞思想、总结经验，

推动主旋律影视精品、青年人才的纷呈

出现，是群团组织对艺术家进行思想引

领、协调服务的一次有益、成功的尝试，

这次恰逢其时的文艺峰会的召开，具有

非常重大的意义。

本报记者 康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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