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中国电影人来说，十年回望，
2014年发生的几件事，都对当下电
影市场产生了链接同影响。

那年11月，国家电影局发起“中
美电影人才交流计划”，选派我和郭
帆、路阳、宁浩、肖央等导演前往海外
学习，我们震撼于世界最先进电影工
业的创造力，内心也燃起了对本土电
影工业化建设及推动文化市场繁荣之
渴望。是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总票
房接近300亿元，票房冠军属于好莱
坞电影《变形金刚4》。

那时我们边拥抱市场突飞猛进，边
思考：中国电影该如何获得观众更大的
认可？又如何追赶世界先进制作水
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主持召

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无
疑为所有中国电影人廓清了迷雾。

我这十年的导演之路，也深受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所指引——创作是
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
之本。电影是时代的注脚，中华文明
上下五千年历史积淀，我们的创作扎
根于此又需要与当下的观众产生共
振。我本身也是观众的一分子，深知
只有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拍出既可“留
下来”又能“走出去”的作品。

导演处女作《北京爱情故事》后，
我创作了喜剧与探案、悬疑和动作杂
糅的新类型电影《唐人街探案》系列，
希望作品能包含丰富传统文化又兼具
国际开放视野。愿能以个体微小力
量，去与全世界的观众建立价值认同、
情感认同，助力弘扬我中华文化立场
和审美风范。

延续这一系列IP的同时，我也对
照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寻找自

己的立身之本，探寻什么才是一部真
正的好作品。

新技术推动文艺创新手段。今
年，改编自麦家老师同名小说的电影
《解密》也在暑期档上映。这是一部调
用了我个人对传记、奇幻、悬疑等不同
商业类型经验，创作的新类型作品。
这部电影集结了目前中国电影行业最
优秀的艺术家们，也与好莱坞一流创
作者碰撞交流，我和团队通过本次拍
摄为电影技术的创新积累了宝贵经
验。片中大量的梦境视效画面，全部
由我国本土电影人完成，在影像呈现
工业流程上都达到了不输于好莱坞的
制作水准。通过《解密》，我希望让全
球观众看到，我们中国人也能拍出这
样的电影。

我过去几年以监制身份与近10

位青年导演合作，推出了《误杀》系列、
《消失的她》《三大队》等电影和《唐人
街探案》系列网剧，未来也会继续发

掘、培养有潜力、有才华的青年创作
者，为产业输出更多新鲜力量。我还
自主投建了亚洲最高标准电影后期制
作基地——熠熠和光，团队会继续拥
抱世界先进技术，不断优化团队实力
和制作水平、提高行业标准，为中国电
影工业化进程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尽
心尽力。

除了即将与观众见面的《误杀3》、
《唐探1900》两部电影外，上海作家孙
甘露老师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
江山图》，将是我后续的创作新探索。
希望能将自己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
和它独有的烟火气融合进创作中，精品
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我知道这次创作会面
临极大的挑战，但凡是传世之作，必然
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作为

电影人，立足时代，志当存高远。
（作者为电影导演）

陈思诚：

在作品中寻找立身之本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
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
风气。”

回望过去的十年，我无疑是幸运
的。从 2014年拍摄的《琅琊榜》到
2024年热播的《繁花》，我遇到了一个
又一个令人振奋的剧本和角色。观众和
同行的认可，激励我在专业上继续探索、
前行，也让我认真思考，身为新时代的演
员，我们应当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繁花》拍摄周期长达三年半，对我

来说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表演实践，很多
时候，技巧在真实的生活经验和深刻的
情感体验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我扮演
的阿宝是那个精彩纷呈的年代和我成长
经历中，遇到的每一个鲜活人物造就的，
他和麻老板合唱的《爱拼才会赢》是那个
时代千千万万奋斗者的写照。大家都相
信歌词中朴素的道理，三分天注定，七分
靠打拼，只有尽人事，才能听天命。

我成长于那个时代，亲身感受了改
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改
变。通过《繁花》，我认识到演员这个
职业在艺术追求之外的重要职责——让
观众通过我们塑造的人物、传递的情
感去感受和理解时代的独特魅力和精神
风貌。
《繁花》让我和记忆中的父辈们进行

了一次深情对话，也让无数那个时代的
亲历者热泪盈眶。电视剧播出后，许多
游客涌入黄河路，许多观众说起了上海
话，一时间，在软糯的沪语中我们听到了
铿锵之音。

前些年我做过上海旅游形象大使，
不得不说，阿宝比我更适合这份工作。
《繁花》的热播让许多观众对上海的过去
和现在都产生了浓厚兴趣。优秀的影视
剧，可以成为文化名片，让来自不同地
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身临其境、找到
共鸣。

今年四月上旬，我随中国代表团访
问朝鲜，参加中朝建交75周年的开幕式
文艺演出。《琅琊榜》和《伪装者》都曾在
朝鲜播出并大受欢迎，身为这两部剧的
演员，我倍感荣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朝方翻译几乎都是大学里的中文老师，
中国电视剧不仅是朝鲜师生学习语言的
重要途径，更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了中国
历史和文化的魅力。出访期间有一位平
壤外国语大学的老师和我讨论《琅琊榜》
剧名的由来。我从剧情出发，告诉他《琅
琊榜》的名字直接来源于琅琊阁发布的
权威榜单，剧名通常会与剧情的核心元
素和主线故事紧密关联。结果这位朝鲜
老师给我好好上了一课，他兴致勃勃地
说，“琅琊”一词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
景，琅琊作为地名，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
久的渊源，春秋时就有琅琊邑，后来又经
历了琅琊郡、琅琊国等多次更迭。另外
被誉为谋士之神的诸葛亮就是琅琊人，
十多岁才随叔父去了荆州。看到我惊讶
又钦佩的表情，这位翻译开心地表示，正
是《琅琊榜》这部电视剧，让他再度燃起
了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

这次特别的经历让我确信，身为演
员，我们每个人都有文化交流和传播的
使命。我们首先是诠释者，通过表演的
形式让观众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同时我
们也是传播者，激发观众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和热爱；我们更是传承者，要不断深
入挖掘和理解文化内涵。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我们应当不断创作优秀的影视作
品，引导观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
和价值观，努力成为一名文化强国的建
设者。

我们生逢如此伟大的时代，有机会
也有责任贡献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和艺
术形象。我们理应心怀敬畏和赤诚，不
负观众，不负时代。

（作者为影视演员）

胡歌：

不负观众，不负时代

2024年金秋，再读习近平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国家的巨大发展，
回顾这十年来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努力
耕耘，也回顾追光动画走过的十年创
业路，我们感慨万千，感恩时代，对未
来也满怀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的坚实根基。”

追光动画成立于2013年，何其
有幸，我们诞生在这个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从清流到主流再到潮流的时代，
始终秉持“中国团队、中国观众、中
国故事”的定位，从中华文脉、中华
美学精神中寻找作品的根基与滋养。
2023年，追光十周年之际推出了
《长安三万里》，这于我们是具有开创
意义的动画电影作品。恢弘的盛唐故
事，家喻户晓的大唐诗人李白、杜
甫、高适等，与千年后的观众心灵交
汇，掀起了大江南北、男女老少的唐
诗热潮，绵延不绝。唐诗是中华优秀
历史文脉的重要篇章，而《长安三万
里》让唐诗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命
力。千百万青少年观众，看过《长安
三万里》后更加热爱传统文化，更具
文化自信；李白、高适等先贤的报国
之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也激励了今天
的年轻人，勇于面对当下和漫漫人生
的挑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

一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文艺作

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
创作能力和水平。吸引、引导、启迪人
们必须有好的作品，推动中华文化走
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

使命在肩，我们持续提升自己的
创作能力。自2016年推出第一部作
品《小门神》，到今年暑假的白蛇系列
第三部《白蛇：浮生》，追光动画建立了
工业化的动画电影创作制作体系，完
成了9部动画电影的上映。因为与观
众达成文化共鸣、情感共鸣，我们在国
内市场渐渐有了“追光出品，必属精
品”的观众口碑；也因为始终铭记“推
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
品”，我们勉力开拓海外市场。追光第
三部作品《猫与桃花源》2018年8月
开始海外发行，完成英、法、德、俄、波

兰、西班牙等多语种配音版本，发行到
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超过90个国
家和地区。2021年7月，追光动画第
六部作品《白蛇2：青蛇劫起》在国内
上映，12月在全球范围以十种语言配
音上线奈飞，上线首周跃居全球播放
量第三位，在全球播放量前十保持三
周，仅三周内全球观众就超过1000

万。目前，《长安三万里》和《白蛇》系
列正在海外发行中，继续努力做好中
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信使和桥梁。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任重道远。
追光动画团队，与当代万千文艺工作
者携手踔厉前行，一定不负时代，不负
使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
（作者为追光动画总裁、《长安三

万里》监制）

于洲：

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
年。“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
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
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
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这个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十年来，上海文艺
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出一批
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于我而
言，这十年是一段意义非凡的人生旅程，
以一部部舞剧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文
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
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
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
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
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
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
人。”2014年，上海歌舞团创排舞剧《朱
鹮》，以肢体语言讲述朱鹮的命运故事。
该剧不仅获得中国观众的喜爱，还曾三
赴日本巡演80场，并登上了纽约林肯艺
术中心的舞台。记得2015年《朱鹮》赴
日巡演的首站设在仙台，谢幕时，当地观
众集体起立鼓掌。从许多人带着泪水的
双眸中，我可以感受到一种浓烈的共
情。倾情一舞不仅向海内外观众展示中
国文化艺术的魅力，还传递了我们倡导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

或间接来源于人民。2018年，上海歌
舞团创排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该剧
取材自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为饰演好
“李侠”，我一次次查阅先辈们的影像资
料、一次次赴红色场馆采风，英雄事迹深
深打动了我，给了我无限的创作灵感。
这部作品演出已超过650场，“红色电
波”回荡在祖国大江南北。一次演出结
束，有位军人观众到后台找到了我。他
一边演示敬礼动作，一边郑重地说：“穿
上军装，你就是军人，一定要敬好这个军
礼。”我静静听着，忽然一个激灵，脑海里
的英雄形象顿时鲜活起来。文艺创作方
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
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角色有了根，才能抽枝发芽，灿烂绽放。

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文艺工作者，“以
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24年是“一代词宗”李清照诞辰940

周年，上海歌舞团打造了“新国风”舞剧
《李清照》。我饰演的赵明诚是金石学的
开创者之一，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复杂
的情感变化。在创排过程中，我思考的
不仅是重现历史人物，更想通过舞台演
绎去探索人性与情感的价值，激发观众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
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
到欢迎。从《朱鹮》到《电波》，再到即将
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
幕演出的《李清照》，艺术创作的格局、人
民群众的审美、文化产品的传播等发生
了许多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如同一盏明灯，照
亮前路，指明方向。我深刻认识到，文艺
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社会变革的先声，
更是人民情感的寄托。作为新时代党的
文艺工作者，我们要为人民而舞，勇攀文
艺高峰。
（作者为上海歌舞团荣典 · 首席

演员）

王佳俊：

为人民而舞，
勇攀文艺高峰

我天生是个不安分的人，喜欢尝
试新鲜事物。刚入行时和团队一起创
作古装剧，用浪漫遥想自己不曾抵达
的过往。后来转型现实题材，如果说
最初也是尝鲜使然，可时间越久，我好
像越能真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番话，“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
大地”。

创作网剧《在希望的田野上》的理
由很简单——源于山乡巨变带给我的
感动。自幼出生在贵州农村的我，年
少时的家乡交通不便还常年缺水，从
小听过最多的话便是好好读书争取走
出去，走出去就别回来了。

可当我真的通过读书走出来，

2018年再回到家乡时，却被家乡的巨
变所震撼，而让家乡有着如此大变化
的，正是那些跟我一样考上大学走出
去了却又回来的同龄人，他们大学刚
毕业就投身到“脱贫攻坚战”中，在农
村一扎就是好几年，我为他们的壮举
而感动，为山乡巨变而感动，所以第一
部现实题材作品的主角是驻村干部。

这部剧播出时我国已宣布脱贫
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重新回到当
年采过风的村子，与扶贫干部们交流，
脱贫之后是乡村振兴，可是该如何振
兴？意外地，很多人的回答都是——
教育，大家一致认为：教育是阻断代际
贫困最有效的方法。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成长经
历，若非初中班主任的劝导，我只怕
在初三那年就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去
了，是她告诉我通过读书的方式走出
去有更多的可能性。于是，便有了我
第二部现实题材剧《春风化雨》的创

作初心——山乡巨变换新颜的同时，
如何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如何
让老百姓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乡村
教育面临怎样的处境，乡村需要什么
样的老师，成为这部剧探讨的核心。

这部剧在创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困
难，最大的困难便是2008年我考上
大学离开家乡后，对家乡、对乡村教育
现状的了解有限。我先采访了十几所
乡村学校的几十位老师，可发现采风
得来的素材虽生动，但始终隔着一层，
没有现场感。这便有了2022年到易
地扶贫搬迁学校挂职的行动。那两个
多月的挂职体验，让我真切感受到了
真实的力量，一个个生动而实在的案
例令我笔下角色有了血肉。诚如总书
记所指出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
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
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警
醒着我们每一位创作者，应当去生活
中，看看真实的人民生活，如此笔下的

人物与生活才能获得艺术真实。
《春风化雨》播出期间，我跟导演、

主演一起走进华东师范大学与师范生
交流，当我听到他们说看完剧更加坚
定去做一名教师时，我真切感受到了
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的力量；据悉，华东
师范大学师范类专业60%的毕业生皆
奔赴祖国的中西部从事教育工作，有同
学说在剧中学到了很多教学经验，我
相信通过这部剧带给他们一点启示，
也许未来他们就能帮助到更多孩子。

在《春风化雨》中，长期从事扶贫工
作的安儒风总结驻村工作时说，驻村工
作“见天地，见众生，更重要的是见自
己”。我想，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
亦是如此，如总书记所希冀的那般，文
艺工作者“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
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
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
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作者为影视剧编剧）

饶俊：

脚踩坚实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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