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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年电影发展及价值追求

丁亚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 文艺家们普遍
取得了一项共识，树立了一个信念：文
艺应该为人民服务， 应该关注并反映
当前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件。 中国电影
人在从事创作的过程中， 受此驱动影
响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电影
政策趋向开放， 一方面是创作思想走
向活跃， 中国电影人在 70 年的发展
中以其丰富多姿的社会意识、 创作智
慧和视觉风格，努力反映时代面貌，书
写出中国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中国电影
展现出了多样性的创造的魅力， 形成
三种主要价值的结合体， 即影像心灵、

影像青春、影像中国的价值追求。 从新
中国成立之初的心灵性能量的贯注，到
新时期电影转型中生机勃勃的主体精
神的现实化，再到新世纪电影中蕴含的
中国叙事与自我意识的一致性和新时
代电影走向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的表
征，无不反映了新中国 70 年电影探索
及发展背后对于社会的思考与不断裂
变的轨迹， 并构成了中国人共同的文
化回忆。与此同时，电影的现实性及其
创作选择和表现形式也愈加丰富多
样。 随着电影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走向纵深，中国电影把握时代的脉搏，

创作愈趋广阔，高峰正在形成。

影像心灵：

历史的激情与
社会观照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电影
界被一种新生的激情赋予了巨大的活
力， 这种活力又反过来为电影贯注了
内在的、心灵性的能量，这种互动关系
是彼时中国电影的主要特征所在。

电影创作适应时代的需要， 人民
电影事业发展的要求决定了题材内容
和形式表现上的选择。 1950 年代初
出现了一大批工业、农业、商业题材和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如工业题材《走向
新中国》《六号门》《英雄司机》《伟大的
起点》《无穷的潜力》，农业题材《水乡
的春天》《淮上人家》《丰收》《夏天的故
事》《土地》，反映军事和革命历史的影
片《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等等，以
类型、 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和风格样式
的多样性， 焕发出新中国电影的初步
繁荣的光彩，颇富群众性，受到观众的
欢迎。

1952 年拍摄的《南征北战》不无
史诗式光芒。 《南征北战》由成荫和汤
晓丹导演， 表现 1947 年冬解放军某

营官兵在摩天岭阻击敌人的故事，拍
摄作风和方式富含时代特点，人物性格
生动，战争场面宏大。 之后，从《英雄虎
胆》《洪湖赤卫队》《烈火中永生》《野火
春风斗古城》，到《大决战》系列和《建国
大业》，再到《古田军号》等影片的拍摄，

均强调主流历史记忆的积极意义，且构
制庞大，反映了新中国电影中的英雄主
义视域，推出上映后在社会中掀起了重
温革命历史的热潮。

除了革命历史题材和重大题材作
品之外，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电影人
还拍摄了不少带有一定社会性和生活
趣味的佳作。谢晋编导、刘琼和秦怡主
演的体育题材电影《女篮 5 号》内容和
角度新颖，主题明朗，篮球教练田振华
和林洁之间的爱情刻画生动。 崔嵬、陈
怀皑导演、谢芳主演的《青春之歌》成
功塑造了林道静的形象， 有些段落独
具抒情意境。 由张瑞芳、仲星火主演的
《李双双》颇富巧思，以生动诙谐的喜
剧表现和活泼有趣的农村语言， 尖锐
批评了当时农村社会里某些男性的自
私、虚荣心理。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五
朵金花 》《刘三姐 》《阿诗玛 》等 ，叙写
不同民族如诗般的民俗风情和人们
的生活与情感， 赋予影片知性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人没有将他
们的美学和创作意识以一种教条化
的方式进行表现， 在他们的作品中，

观众感受到的是历史和生活的丰富
色彩，是由不同时代召唤出来的新“主
体”与心灵特性。

影像青春：

生命的律动与
时代使命

改革开放后， 越来越多的中国电
影人主动选择追蹑时代变动的演进过
程， 他们的镜头构成并沉淀为当代中
国电影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关怀。

伴随着社会变化， 电影表现触角
和创新探索更为广阔。 《小花》《苦恼人
的笑》《生活的颤音》《苦难的心》《巴山
夜雨》《泪痕》《我们的田野》《青春祭》

《芙蓉镇》《黑炮事件》等影片，既有对
社会与历史的检视， 也有对人的情感
状态刻画， 展现了艺术创作中的求新
求变， 使观众得到了思想收获和感情
上的共鸣。其中，谢晋的几部代表作富
有较浓的人道主义气息和广泛的社会
意义，吴贻弓等第四代导演的《城南旧
事》等作品，则充分展现了情感细腻、

意境含蓄、悠邈素朴的特点。之后成长

起来的第五代重视对形式的探索，《一
个与八个》《黄土地》《红高粱》 等作品
从镜头语言到人物表现，极具张力，呈
现一种令人振奋的积极的意义与境
界。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93 年陈
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苦心孤诣的
艺术表现与历史思考结合， 表现出批
判现实主义的探索色彩， 获得世界影
坛瞩目。

还有一些农村和都市题材的电
影， 也在社会上获得了热烈反响。 以
5.7 亿观影人次创下当时国产电影纪
录的农村喜剧《喜盈门》节奏明快，为上
影厂和导演赵焕章赢得了巨大声誉。其
他如 《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

《乡情》《乡音》《乡民》等，描摹普通人的
各种感情，特别是表现社会变革对于人
和生活的影响，比较充分地显示了电影
语言进行本土叙事时产生的真实力量。

1990 年代以降， 国产电影在张
力十足地表现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
显现出更加多元的创作选择。 现实题
材影片《北京，你早》《龙年警官》《特区
打工妹 》 《你好 ！ 太平洋 》 《大城市
1990》《过年》《有话好好说》《扁担·姑
娘》《美丽新世界》《一个都不能少》等
作品重视细节铺陈，承袭传统，带有浓
郁的现实主义的色彩。之后的《卡拉是
条狗》《世界》《可可西里》《三峡好人》

《图雅的婚事》《山楂树之恋》《失恋 33

天》和《归来》等，着力表现社会中不同
年代各个角落平凡人物的喜怒哀乐。

这些影片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兼具，

又有一定的民间性， 和一些单纯追求
市场效应、 创作态度随意而又忽视文
本打磨的电影全然不同。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很多电影
人更加深切地意识到， 要让艺术作品
与青年和时代发生“化学反应”，产生
更大的社会效应， 创作者不能拉着观
众的耳朵告诉他们作品的思想、意图，

唯恐他们什么都不懂。 引导观众教育
观众，首先需要吸引观众，更需要在尊
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上独树一格。《站直
啰， 别趴下》《背靠背， 脸对脸》《红灯
停， 绿灯行》《与往事干杯》《有话好好
说》等影片，均突破以往视野，以强有
力的表现方式映照出中国社会转型期
生活的变化。

影像中国：

开放、包容与自
信的表征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历史也是

一部电影生产力发展史。在全球电影市
场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电影产业的推
进有迹可循。

1980 年代初功夫片《少林寺》开
风气之先，将香港电影的制作方法和
理念引入了内地。 影片观众人次超过
5 亿， 可谓观者如云。 后来该片在日
本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上映 ，也是
盛况空前，形成观影热潮。 21 世纪以
来，张艺谋《英雄》《十面埋伏》等中式
大片接续高调亮相，此后，《无极》《神
话》《夜宴》《赤壁》等商业片制作和市
场营销持续发展；《疯狂的石头》成本
仅 200 万元，却获得 2000 万的票房
成绩。 经过市场高速发展，已经将中
国电影产业提到可以和好莱坞分庭抗
礼的地步，中国电影迎来发展与选择
的最好机遇。 但如何不在“乱花渐长”

的丛林中迷了眼，也是重要的事。 陈
腔滥调不能视为正确，与循规蹈矩的
感受力进行搏斗势所必然。 这之中，

激情、理想和文化发展的战略眼光日
显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 ” 的观念进一步确
立， 电影题材选择更多样化。 与此同
时，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
国电影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定位
更为鲜明，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精品成为共识。 《亲爱的》

《老炮儿》《相爱相亲》《嘉年华》《暴裂
无声》《无问西东》《我不是药神》《无名
之辈 》《江湖儿女 》《找到你 》《地久天
长》等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特定
的社会写实性手法，拍出一批成熟的优
秀影片。 《长城》《唐人街探案》《大闹天
竺》《一出好戏》等片类型多样，打开了
一片新的创作天地。用影像表现深刻转
变中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
国电影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得到发展和
强化。

与此同时， 在如流星飞舞般斗转
星移的电影市场上， 主流电影的创作
与放映仍然形成了空前热度。 《建国大
业》《中国合伙人》《湄公河行动》《战狼
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故事影片
和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
降世》等动画片，在创作题材、戏剧模
式、人物塑造上，展现出一种丰富的中
国性， 并因此将国产片不断推到声誉
的巅峰，掀起观影高潮。

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在互联网
和全球化的语境下， 中国电影将进一
步扩大心襟，提升内容品质和水准，立
足时代， 讲好中国故事， 建构中国话
语， 在满足人民需求的同时促进不同
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

数读中国电影 70 年

新中国成立 70 年，也是电影事业和电影

产业蓬勃发展的 70 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统计显示，我国城市年电影票房从 2012

年的不足 170 亿元，到 2018 年突破 600

亿元， 城市影院银幕数从 2012 年的约 1.2

万块，到 2018 年突破 6万块；2012 年，我

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如今，

我国银幕总数已跃居世界第一， 电影产量

位居世界第二。

1987 年上映的电影

《芙蓉镇》，是导演谢晋的

代表作之一，改编自古华

创作于 1981 年的同名小

说。 原著获得第一届茅盾

文学奖， 为电影改编打下

良好基础。 谢晋接续中国

电影传统的余脉， 用丰富

的电影语言， 在以人物命

运变迁传达出深广社会内

涵的同时， 贯穿了对美好

人性的赞颂和强烈的人道

主义精神， 使全片回响出

强劲而动人的爱的礼赞 。

姜文与刘晓庆在该片中分

饰男女主角。

《芙蓉镇》

1993 年上

映的电影 《霸

王 别 姬 》， 改

编 自 李 碧 华

同名小说 ，导

演陈凯歌 ，主

演张国荣 、巩

俐 、 张丰毅 。

影 片 于 1993

年 获 得 戛 纳

国 际 电 影 节

金棕榈大奖。

《霸王别姬》

荩《英雄》可谓中国第一部商业大片 。

它开创了中国大片模式， 并且创下了中国

电影海外票房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 该片

由张艺谋导演，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章

子怡、陈道明、甄子丹等主演。

1979 年上映的 《小

花 》， 改编自前涉的小说

《桐柏英雄》。 影片具有抒

情诗般的清新风格， 将人

物内心情感刻画得细腻动

人，打动广大观众，被称为

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 “小

花”。该片和《生活的颤音》

《苦恼人的笑 》 等影片一

起， 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

国电影的创作面貌。 年轻

的唐国强、 刘晓庆和陈冲

在片中塑造了感人的艺术

形象 ，《妹妹找哥泪花流 》

和《绒花》也成为新中国电

影插曲的经典之作。

《小花》

特辑

新中国电影的“第一”

《桥》，1949 年由长春电
影制片厂前身东北电影制片
厂摄制完成，讲述解放战争时
期，解放区工人为修复被战争
破坏的桥梁艰苦奋斗的故事

1956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
出品的 《祝福 》，改编自鲁迅
同名短篇小说

1958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
与法国加郎斯公司合拍的故
事片《风筝》

《红高粱 》获得 1988 年 ，

第 38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
熊奖

◆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 新中国第一部合拍片

◆ 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 A 类
电影节获得大奖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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