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戏曲电影成为走向世界的闪亮精神标识
戏曲电影伴随中国影史百年历程，更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发展成中国特有的影片类型

“上海出品 ”的戏曲电影又一次登

上国际 A 类电影节。近日举办的西班牙

圣塞巴思蒂安国际电影节“中国戏剧电

影展”上，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昆剧

电影《景阳钟 》、沪剧电影 《挑山女人 》、

越剧电影《西厢记》《白蛇传 》相继与西

班牙观众见面。

随着中国第一条 “戏剧电影院线”

在上海成立，经典戏曲电影与新近拍摄

完成的戏曲电影有了一方展示空间，更

能够回顾中国特有电影类型———戏曲

电影 70 年的发展历程 。 为期两周的

“2019 越剧电影展” 中，《红楼梦》《梁山

伯与祝英台》《祥林嫂》等八部电影陆续

展映 63 场。 上海沪剧院联合影视公司

出品的沪剧电影 《雷雨 》也于日前在长

三角 100 多个电影院同步上映。

回首 70 年， 戏曲电影在新中国的

发展历程 ， 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的缩影 。 而上海作为戏曲

电影重镇 ， 更是在不同时期推出一批

精品力作 ： 从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梁山伯与祝英台 》， 到缔造票房神话

的越剧电影 《红楼梦 》、 黄梅戏电影

《天仙配》， 从近年推出首部 3D 全景声

戏曲电影 《霸王别姬》， 到陆续获得国

际奖项的昆剧电影 《景阳钟》、 沪剧电

影 《挑山女人》 ……

70 年间戏曲与电影这两种艺术样

式不仅在大众传播与艺术普及中彼此

成就、互相助力 ；而作为中国电影特有

的片种，戏曲电影也随技术革新与艺术

理念发展而逐渐形成戏曲电影独有的

美学体系。 正如先后参演多部戏曲电影

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所说 ：“戏曲

与电影的合作与探索之路是正确的、充

满希望的。 越是民族的，才越能在世界

艺术之林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 ”

从市场流行驱动到成为
文化传承传播载体———

戏曲电影在新中国成立
后迎来其艺术发展的高峰

戏曲电影伴随中国影史百年历程。

1905 年岁末，京剧“谭派”创始人谭鑫培

在北京丰泰照相馆表演了几个拿手片

段，这间“戏装照”闻名的照相馆意外诞

生了中国首部电影。 而中国首部彩色电

影同样是戏曲电影———由京剧大师梅

兰芳主演、费穆执导于 1948 年的《生死

恨》。 影史诸多“第一”有戏曲的身影并

非偶然。 电影被引入中国的初期，或多

或少借力戏曲来完成市场的拓展。 作为

20 世纪初最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本

土文艺样式，戏曲无疑成为最受欢迎的

电影题材之一。

“这一时期的作品或是民营影视公

司出于市场考量拍摄 ， 或是艺术家为

自身艺术追求探索而创作 ， 随意性比

较大 ， 并未真正形成有规划 、 有规模

的片种。”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高小

健曾撰写 《中国戏曲电影史 》 一书 ，

他认为 ， 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 ， 戏曲

电影真正迎来了其创作产量与艺术探

索的第一个高峰期。 在他看来，得益于

国家对于戏曲传播传承的重视，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各地电影制片厂有计划地

拍摄戏曲电影。 尤其是在上海，1951 年

专门设立了戏曲电影短期训练班，培养

专门人才。

这一时期戏曲电影多由电影名家

执导，由剧种代表艺术家演绎经典作品

或代表作 ： 如新凤霞主演的评剧电影

《花为媒 》、筱文艳主演的淮剧电影 《女

审》、常香玉主演的豫剧电影 《花木兰 》

等标定了戏曲电影的第一个艺术高峰。

而这些作品也一改解放前京剧电影“一

家独大”的局面，楚剧 、锡剧 、莆仙戏等

小剧种得以借助电影走到全国观众面

前。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黄梅戏《天

仙配 》 创下同期戏曲电影观影人次之

最。 而像越剧这样的地方剧种更是由于

《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祥林嫂 》

《情探》 等电影的传播而成为全国家喻

户晓的大剧种。

经历过上世纪 90 年代的沉寂 ，戏

曲电影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回暖 ， 再度

迎来春天。2011 年启动的“京剧电影工

程”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 ，目前

正进行第二批十部电影的拍摄 。 而近

五年间 ，上海已经拍摄完成超过 10 部

电影 ， 这其中不仅有京剧 《霸王别

姬 》 、 越剧 《西厢记 》 等经典作品 ，

也涵盖京剧 《曹操与杨修 》 、 昆剧

《景阳钟 》、 越剧 《双飞翼 》 等一批新

时期的新编作品 。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

总裁 、 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认为 ，

在电影成为大众最主要流行文化消费

的今天 ， 戏曲有必要通过戏曲电影来

实现更快 、更广的传播普及 ，赢得新的

观众，焕发新的生命。

从美学观念演进到技术
革新升级———

戏曲电影成为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
舞台

70 年的发展探索中，戏曲电影既发

挥了记录的功能，将梅兰芳、周信芳、俞

振飞、徐玉兰 、王文娟等一批各剧种代

表人物、代表流派的经典作品 、精彩演

绎得以保存，并且在以电影语汇展现戏

曲本体艺术精髓的同时，在美学上达到

交融， 进而成为一种特有的电影类型，

呈现不同的风格。 比如，崔嵬导演的京

剧电影《野猪林》运用镜头、景别等电影

语言，令李少春等艺术家的表演艺术在

银幕得以充分展现。 而白沉导演、黄裳

参与的《盖叫天的舞台艺术 》则选择以

“舞台纪录片”的方式，成为盖派艺术传

承的重要文献资料。 费穆执导的京剧电

影《斩经堂 》开启了戏曲电影尝试用实

景拍摄的先河 。 岑范执导的越剧电影

《红楼梦》 更是在把戏曲片当作故事片

拍摄的探索中， 运用空镜头营造气氛、

辅助表达人物心理。

在学者看来，正是几代艺术家的共

同努力，让西方现代艺术与东方传统艺

术形成了有机结合，而戏曲的写意性与

电影的写实性看似构成了一组矛盾，恰

恰也给予戏曲电影无限的可能性。

近年戏曲电影主创没有停止对于

戏曲电影美学观念创新探索的步伐。 郑

大圣执导的 《廉吏于成龙 》突破性运用

“间离” 手法———当镜头跟随于成龙从

舞台侧幕走到台前 “入戏”， 所构架的

“戏中戏”结构，带领电影观众体验戏曲

的舞台审美范式。 而在去年首映的沪剧

电影《挑山女人》结尾，导演汪灏安排主

演华雯与角色原型在挑山路上完成一

次“对望”。 这些手法都试图突破戏曲舞

台固定的时空， 与当下产生联结对话，

进而为戏曲表达释放更多空间与余韵。

技术的革新同样贯穿 70 年。 新中

国初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组条件有

限， 为满足彩色片对灯光的特别要求，

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特别调来防空探

照灯的发电机 ，白天为剧组供电 ，晚上

再调回用于防空。 而时至今日，3D、4K、

全景声等最新的电影技术已被导演滕

俊杰率先引入戏曲电影拍摄，京剧电影

《霸王别姬》 率先在好莱坞赢得掌声与

喝彩。 此后 ，京剧电影 《萧何月下追韩

信》《曹操与杨修》、昆剧电影《景阳钟》、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 》在美国 、加拿大 、

日本等多个国际电影节摘得奖项。

随着传统文化的回暖，这些新作正

一步步回归大银幕 ，从电影院 “争取观

众”。 去年，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真正

实现戏曲电影公映的梦想，8 月 30 日首

映日全国排片达 300 多场， 而该剧在过

去 30年舞台演出总场次不过 500场。 带

着新时代戏曲人与电影人的共同努力，

戏曲电影正成为激活传统文化不可忽视

的传播路径， 更有望成为代表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精神标识。

礼赞时代与理想，中国英雄“点燃”全国大银幕
七部重点献礼影片用光影讴歌英雄辈出的民族，以情怀抒写凡者不凡的华章

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 》 里有你也

有我， 33 城超前点映， 多少观众反馈

“热泪盈眶 ”。 致敬中国初代登山英雄

的 《攀登者 》 把 “电影之外 ” 的人奉

为座上宾 ， 一场 “国旗飘扬 ” 的首映

礼 ， 让致敬奋斗者 、 致敬攀登精神 ，

赋予了一部电影超越电影的意义 。 改

编自真人真事的 《中国机长 》 紧接着

《烈火英雄 》 即刻 “启航 ”， 于沧海横

流中尽显凡人英雄的本色。

9 月 30 日正式开启的电影国庆档，

重点献礼片数箭齐发 ， 首日票房超过

6.5 亿元———在对时代与理想的礼赞

中 ， 中国故事 “点燃 ” 全国大银幕 。

而自暑期档开始 ， 《决胜时刻 》 《古

田军号 》 《红星照耀中国 》 三部已先

后在院线热映 ， 它们循着中国共产党

人的红色足迹前来 ， 从人民的历史选

择里发掘创作主题、 张扬革命精神。

新中国奋斗不息的 70 年， 也是中

国电影砥砺前行 、 蓬勃发展的 70 年 。

值此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由中宣

部国家电影局重点推介的七部献礼影

片 ， 恰是一代代中国电影人不断在创

作与市场上勇攀高峰的注脚———当他

们用光影讴歌英雄辈出的民族 ， 以情

怀抒写凡者不凡的华章 ， 观众能从作

品对时代与理想的礼赞中 ， 读懂中国

电影的赤诚初心。

叩开我们共同的家国
记忆， 让最深的泪为祖国
而流

《前夜 》 《相遇 》 《夺冠 》 《回

归 》 《北京你好 》 《白昼流星 》 《护

航 》 ———开国大典前夜 、 中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 、 中国女排世界大赛三连

冠 、 香港回归祖国怀抱 、 北京奥运盛

大开幕 、 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

着陆 、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及朱日

和阅兵———《我和我的祖国》 用七个短

小的篇章， 合奏新中国的磅礴交响。

电影是属于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我和我的祖国 》 是再好不过的诠释

者。 陈凯歌、 张一白、 管虎、 薛晓路、

徐峥 、 宁浩 、 文牧野分别执导七部短

片 ， 以七个历史时刻共同铸就我们的

家国记忆 。 陈凯歌感慨非常 ： “导演

们共同拍一部电影， 礼敬新中国华诞，

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 ， 这是中国电影

人给国家的一次集体献礼。” 七位作者

各有所长 ， 七部短片独立成章 ， 但它

们共同的基调是昂扬又深情的 。 导演

们的一致愿望是 ： 在每一部短片里用

普通人视角讲述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

呈现一批生动鲜活的中国人。

如果说 《我和我的祖国 》 用电影

的章回体速写了新中国 70 年的伟大征

途 ， 那么 《攀登者 》 《烈火英雄 》

《中国机长》 便是各自探入了中国大地

的褶皱 ， 为那些值得一书的人与事留

下浓墨重彩的影像故事。

《攀登者 》 以 1960 年和 1975 年

两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

山先驱故事为蓝本改编 。 该影片出品

人 、 总制片人任仲伦说 ： “震惊的是

我们的眼睛 ， 震撼的是我们的心灵 。”

中国电影正从大国迈向强国 ， 电影创

作正从高原走向高峰 ， 尤其需要电影

艺术家具有攀登者的冲顶精神。

《中国机长 》 与 《烈火英雄 》 异

曲同工 ， 都是把尚有余温的新闻故事

“转码” 成为电影， 前者改编自牵动世

人心弦的川航 3U8633 次航班特情事

件， 后者由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

学 《最深的水是泪水 》 脱胎而成 。 刚

过去的夏天 ， “最美逆行者 ” 获得了

直逼 17 亿元的可观票房收入， 当代凡

人英雄的品格赢得了观众投票 。 而在

点映场中 ， “英雄机长 ” 原型刘传健

亮相 ， 一番 “使命人生 、 凡者不凡 ”

的讲述， 为电影铺就了最深厚的底色。

追寻先烈足迹， 让传
承红色基因成为电影人的
担当

黄建新 、 宁海强执导 ， 唐国强 、

刘劲 、 王伍福等主演 ， 单看这些以特

型演员为主的阵容 ， 《决胜时刻 》 底

牌已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 该片

已于 9 月 20 日上映， 影片讲述了新中

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香山度过的那

段关乎民族命运的不寻常岁月 ， 艺术

再现了党中央在香山运筹帷幄 、 决胜

千里， 筹备新中国成立的历史。

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

鸿看来 ， 《决胜时刻 》 既带有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的烙印 ， 又在精神与情感

上链接着当代青年 。 “影片匠心独运

地用一组与新中国成立休戚相关的人

物串联起 1949 年波澜壮阔的画卷， 以

此来鼓舞当代青年传承老一辈革命家

的奋斗精神。”

无独有偶， 纪念古田会议召开 90

周年的影片 《古田军号 》 同样视角别

致 。 它以一名红军小号手切入 ， 再现

了当年那段极具使命感与感染力的历

史 。 主创希望 ， 能通过这部电影 ， 让

更多青年观众肩负起传承红色基因的

使命 。 此外 ， 《红星照耀中国 》 改编

自轰动世界的同名纪实文学 ， 以美国

记者埃德加·斯诺为第一人称叙事 ，

用充满力量的笔法向观众展示了中国

共产党人信仰的光芒和初心的炽热 。

国内路演时 ， 主演柯南·何裴坦陈心

迹 ， 他希望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友好

使者。

在业界看来 ， “弘扬中国精神 ，

凝聚中国力量 ” 是这七部献礼影片被

着重推介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 70

年 ， 人民的伟大实践 、 时代的发展步

伐 ， 都对电影人提出了全新要求———

调试创作视野的焦距 ， 用镜头走进时

代、 铭记历史、 致敬英雄、 展望未来，

与新中国一路同行。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新中国奋斗不息的 70 年， 也是中国电影砥砺前行、 蓬勃发展的 70 年。 七部献礼影片恰是一代代中国电影人不断在创作与市场上勇攀高峰的注脚———当他们用光影讴歌英雄辈出的民族， 以情怀抒

写凡者不凡的华章， 观众能从作品对时代与理想的礼赞中， 读懂中国电影的赤诚初心。 图为七部影片的海报。 制图： 李洁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越剧电影 《梁山伯与祝英台》（图

①）和《西厢记》（图②）剧照。 （上海越
剧院供图）

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图③）和《曹

操与杨修》（图④）剧照。 （上海京剧院
供图） 制图： 冯晓瑜

①

④

③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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