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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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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由北京圣田嘉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
电视剧《一生守护》首次将视角对准护工这一职
业，以护工赵雪坎坷的人生际遇展开。主人公
赵雪虽历经种种磨难，却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
默默无闻地守护着亲情和爱情。她身上体现出
的守护精神和真善美的品格，不仅打动了众多
的电视观众，也赢得了业内专家的普遍赞同。
在日前由中国电视艺委会和中广协会制片委员
会联合主办的《一生守护》专家研讨会上，与会
者就对该剧中流露出的守护精神和情感诉求进
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者认为，清新、感人、温暖可以成为该

剧的关键词。剧中的赵雪是好媳妇、好妻子、
好母亲的“三好型”女性。全剧的叙事重心没
有放在她日常护理工作的展现上，而是进入她
平凡而朴实的生活和情感中，并通过一系列温
情场景和人物关系脉络，表现其积极乐观的精
神状态。她在经历了丈夫失踪、胎儿流产、养
子重病的重重打击之后，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
念，包容身边所有的人，成为一个坚持传统价
值观的完美女性形象。她身上有“刘慧芳”的
影子，但从美学价值上看，这一形象不是“刘
慧芳”的复现，而是充满了性格、情感的复杂
性。与会者认为，从赵雪和她身边的人物身

上，创作者不仅展现了时代人心的变迁，还揭
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欲望的两面性。对欲望的
追求要有美好的价值观、美好的社会责任感的
引领，这个欲望才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
生活的世界也会越来越美好；若放任各种欲望
的自由发展，必然给社会带来很多危险和可怕
的东西。

该剧写了赵雪在爱情、亲情、友情上的冲
突、矛盾、交融、整合，为观众留下了很多思
考回味的空间。剧中从人物个体出发的情感体
验比较真切，但是其弱点也在这个地方。与会
者认为，由于创作者较为浓烈地将个体情感的
体验注入到人物身上，使得在细节上设计精心、
优势明显，在宏观上用力不足、缺少大气，尤其
是忽视了对整个历史环境的表述，造成了个体
叙事与时代历史环境的脱节，由此而言，该剧在
创作内容上还有较大的升腾空间。 （余 非）

■新作点评

在中国影协日前发布的《2013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业
内专家从导演、剧作、表演、摄影、美术、声音、动画、热点争鸣、
海外反响与评价等各个角度，对中国电影在艺术创作方面所
收获的成就、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并提
出了战略发展建议。纵观2012年的电影创作，报告认为优秀
影片的数量、产业发展的主要指标、电影公益事业的推进、电
影企业“走出去”的成效，都比往年有了明显的提升，中国电影
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电影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关注热
点、时代风尚的聚焦点和文化自强的新起点。

主旋律影片承担起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
主旋律电影是中国当代文化生产中的特有现象，它在弘

扬时代精神、凸现核心价值观、传递正能量上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对中国导演来说，拍主旋律电影是一个挑战，一方面要对
电影艺术负责，另一方面又要对市场负责，更重要的是还要承
担起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要思考如何更真实地表现革命历
史、更直接地面对现实生活的矛盾、更真诚地展现人与命运的
抗争、更丰富地呈现人物的情感，还要思考在表现形式上如何
加入更多受大众欢迎的电影元素等等。这些问题对创作者来
说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这也是现阶段主旋律电影赢得更多
受众的出路所在。

报告认为，2012年的中国银幕，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
的主旋律影片构成了一道壮观的风景线，电影人在已有的创
作经验基础上，尽力使作品在史实上更经得起推敲，在艺术表
达上出新，在情感上更贴近百姓。这些电影真诚地聚焦了优
秀而普通的中国人的身影，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进程
中迸发出的真实情感和创造精神。它们是这个时代需要的电
影，也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基石。

大制作娱乐电影走向商业拼盘的穷途末路
从2002年的《英雄》开始，大片以其大投资、名导演、一线

明星、大场面的优势组合一直是中国电影的关注焦点。然而，
大同小异的古装题材、花拳绣腿的武打动作、恩怨情仇的老套
故事、三地明星的模板配方、漂浮空间的视听风格、司空见惯
的空间设计，使这类大制作商业电影的创新空间越来越小，市
场空间也越来越窄。从2011年的《关云长》《战国》《新少林寺》
等开始，这类影片共同遭遇口碑票房的双重滑铁卢，而这一年
的《铜雀台》《太极Ⅰ从零开始》《太极Ⅱ英雄崛起》《血滴子》

《大上海》等，也再次延续了大电影的颓势命运。过度依赖血

腥动作、拳头枕头、明星大腕、商业炒作，缺乏独特的艺术发
现、人物塑造和主题开掘，宣告了以往那种以元素拼贴为核心
的急功近利的大片模式，几乎穷途末路。

报告认为，电影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最大程度地释放了中
国电影的娱乐功能，到了新世纪，这种娱乐功能已经有了泛滥
的趋势，在2012年的电影作品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娱乐元素
的失控与堆砌。不管题材、不顾类型、不考虑风格与情节的生
硬戏份显示着对中国观众趣味的某种低估与轻视，也消解了
电影原有的单纯与诚意。导演想用极致的视觉效果来掩盖叙
事、主题上的漏洞和空洞，影片无论是在故事构造、情节安排
还是人物设置上都有些千疮百孔、生搬硬套，缺失了电影应有
的叙事艺术和人文关怀，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

中小成本电影体现出人文关怀
2012年是中国电影从制作规模的重磅化、商业元素的拼

盘化走向电影创作精致化、文化气质清晰化的一年，是中国电
影从重制作转换到重创作的一年，也是在好莱坞电影制作水
平的冲击下，希求从创作质量上完成突围的一年。

这一年国产电影市场出现了一批无论创作、制作、口碑还
是票房都颇有诚意、颇受好评的中小成本电影，譬如《飞越老
人院》《神探亨特张》《万箭穿心》《人山人海》《二次曝光》等。
一方面，这些中小成本电影在保持艺术表达独特性的同时，没
有像以往许多艺术电影那样局限在“作者化”的自言自语中孤
芳自赏，而是通过生活化的细节讲述、平和的创作态度主动
寻求与观众的沟通、扩大与观众的交流界面；另一方面，这
些影片关注个体命运、揭示人物挣扎、折射社会境遇、表达
人文关怀，力求与观众的人生经验和社会体验寻求最大限度
的共鸣。报告认为，这些影片虽然制作规模不大，但是创作
充分体现了中国电影从重视制作到重视创作的转化。相比起
大制作的浮华与浅薄，这些电影带有显著的时代特点和或浓
或淡的人文意味，它们或写实、或悬疑、或冷峻、或批判，
但都不避讳当下社会环境中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和现实困境，
关注转型时代普通人的酸甜苦辣。这都证明了前一阶段过度
商业化、娱乐化的浮躁正在被中国电影的多样化格局所悄然
改变。

现实题材仍是国产电影的创作瓶颈
2012年的现实题材影片在叙事方式上有所革新。大部分

现实影片都抛弃了以往四平八稳地延续传统的模式，而代之

以对这个时代的创痛和希望的勇敢面对与如实描述，从而力
求更准确、更细致地深入中国人生存的现实，刻画现代人在
复杂的生存格局中难以避免的精神焦虑，具有“讽世、警
世、醒世”的精神追求。但是，现实题材仍是国产电影创作
的瓶颈。许多制片人规避社会现实矛盾、规避深层的社会思
考，一味想以小投入、低风险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迎合观
众浅层的娱乐消费心理，在这种“新迎合主义”思维的牵引
下索性远离现实，从武侠传奇、虚幻世界、野史艳史等所谓
的“安全地带”中去挖掘能赢利的“金矿”，或者，虽然以
当下生活为背景，却流于走马观花，在浮光掠影的都市空间中
捕捉一些小情小趣以敷衍观众。

从2012年度现实题材影片创作现状来看，有大量的现实
题材是由主旋律影片来书写完成，26部“献礼影片”中有17部
是现实题材。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摹写，不能只存在于英模影
片之中，不能用短视的商业思维去覆盖每一位艺术创作者的
社会责任。如果将大众所期待的现实意味与社会体察寄希望
于主旋律影片的创作，会进一步限制此类影片的创作，也会使
本土主流电影文化精神的钙质逐渐流失，不利于现实题材的
影片与受众在审美接受心理上的真诚沟通。

海外影响力与市场空间有待提升
随着2012年进口分账片配额增加至34部，国内电影市场

格局正在面临调整，2012年前三季度国产影片市场份额仅占

40%左右，跌至近年来同期最低。2012年中国电影（包括中国
内地与香港、海外合拍片）的海外反响平平，总体表现为海外
市场空间正在拓展，艺术影响力渐降。

报告认为，从市场影响力看，随着华语电影国际发行网络
的逐步建立和营销推广手段的逐步成熟，中国电影在国际主
流市场上的数量和类型都有增多，中国商业电影海外市场有
较大提升空间。从艺术影响力看，中国电影在世界主要电影
节上缺乏具有竞争力的作品，世界电影领奖台上的中国声音
微乎其微。本土电影的海外表现退回到若干年前的水平，加
上更多好莱坞进口分账片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中国电影在国
际影响力的提升上道路漫漫。

电影要揭示日常激流中潜隐的生存本然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认为，中国电影应加强对现实题材的

把握与对生活本质的刻画，加强剧作质量的精进与对类型多
样化的探索，进行类型样式的大胆改造与有益尝试，探求美学
风格的突破，注重立足本土、开拓题材、关注现实、成熟类型、
精进“技”“艺”。现实题材的影片应注重对人文精神与文化内
核本身的挖掘，避免可贵的人文原创性在娱乐狂欢时代的匮
乏和消解。那些只有形式技巧、没有精神内核的电影是不能
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植下深刻记忆的，只有那些真正体现了中
国人文内核和人文情怀的电影才能深入生活表象，揭示日常
激流中潜隐的生存本然，震撼观众的心灵。

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电影要想扩大海外市场空间，在世
界电影艺术殿堂占有一席之地，发出强有力的声音，除了需进
一步改进和创新叙事方式、减少西方对中国电影文化价值和
艺术价值判断的偏差之外，还要坚守艺术理想和追求，摆脱商
业利益的羁绊和绑架；政府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资金和政策
等方面的扶持机制，为中国电影进入世界电影艺术主流行列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实习记者：吴俊杰）

赵薇执导的首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从开
拍就备受关注，这种关注的热度一直延续到影片上映，并衍生了众多话题。那
么，这部夹杂着明星效应和商业元素的《致青春》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致青春》能够赢得大多数观众的认同，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创作者带领
观众进行了一次有关青春的集体记忆与缅怀。青春岁月是人生中最美好与最
值得追忆的岁月，《致青春》以其独特的影像唤起了观众曾经经历的或正在经
历的青春时光。影片是典型的关于青春的叙事，而且是关于逝去的青春叙
事。这时间上的流逝感带给人的恰恰是无限的怅寥与悲愁。赵薇把青春看作

“闪闪发亮的伤口”。“闪亮”与“伤口”相依相偎，让青春生出无限的蕴意。这一
主题性蕴意在电影的序幕就流露了出来。序幕是由《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
公主》《豌豆公主》3个童话故事组成的梦境，它们以无意识的方式巧妙地混搭
在一起：小女孩用一根火柴点亮了一个童话世界，女孩穿过幽暗的森林对女巫
说她才是真正的公主，女孩睡醒了一觉，说有一颗豌豆硌着她了，这时突然出
现了一个男子的脸，男子说：那不是豌豆，是打火机。这个略显“突兀”的片头看

起来和影片中的故事没有直接联系，但实则是青春的隐喻：青春就像童话，每一个女孩都渴望用
火柴点亮一个童话世界，成为美丽的公主，但是，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童话，每个人的一生都不
是用火柴点亮的童话世界，而是用打火机点燃的残酷人生。“闪亮”与“伤口”，“破碎”与“童话”，

《致青春》的主题有着解说的多层空间，如同一个多棱镜，折射出青春的不同印记。
《致青春》的观影人群大都是“80后”、”90后”。在他们的青春物语中，《还珠格格》里的“小燕

子”与赵薇是一个重要的语意符码，是他们共同的集体记忆。据此有人预测，《致青春》的成功或许
能带来中国内地电影中青春类型片的走红。笔者对此并不乐观。《致青春》的成功只是一个个案，
它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相关，而“小燕子”带给这一代人的记忆是他人无法复制的。

在对青春主题的追忆与普遍认同中，《致青春》的争议点之一来自女主人公郑薇。郑薇的形象
在那个年代是否真实存在？实际上，影片更关注的不是年代本身，而是寄托其中的文化意蕴，即让
玉面小飞龙郑薇成为颠覆传统温柔淑女古典美的形象载体。从郑薇与阮莞的对比中可看出，美丽
端庄、温柔贤淑的阮莞是古典美的化身，是男人心目中的好女孩儿，也是传统小说与电影中的女
主角，但在该片中，阮莞作为配角来衬托郑薇，并以她的香消玉殒宣告了古典美的终结。而郑薇，
这个敢做敢当，看起来有点二的人物作为女一号。她的俏皮欢快，她的敢爱敢恨，她的大胆与任
性、执著与无畏，都使这一人物跃然而出，如同青春里的一把火，为暗淡的生活平添了些许亮色。

《致青春》的争议点之二是关于电影前后叙事风格的差异。有评论认为，以主人公们大学
毕业为界，影片在叙事节奏上表现为前紧后松，前流畅后松散。笔者认为，这不是叙事时间和
叙事节奏带来的问题，而是影像空间变化带来的观赏差异。影片以大学校园生活为叙述主体，
大学毕业后是对人物命运的一个交代，但这一交代也绝对是精彩的，不仅故事情节悬念迭出，
而且人物命运跌宕起伏：阮莞为了赴前男友的约会出车祸去世，郑薇在两个追求她的男人间爱
恨难断，陈孝正事业的成功换来的是做人的失败，这些都是极为悲情的故事，尤其是电影的结
尾，已经历了感情波折的郑薇和陈孝正再次来到海洋馆，两人并排而坐，回忆当年在海洋馆的一
幕，陈孝正感人的真情告白，郑薇灿烂明媚的笑容，此时，故事戛然而止，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却
让人百感交集。可以说，影片的叙事是值得肯定的，观影的不适主要来自于影像空间构图上的前
紧后松、前动后静，从校园的集体生活到走向社会的个人奋斗，这种空间场景的调整带来了观影
上视觉的变化。

总之，《致青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好故事。但看完电影后，笔者还略感不足，感觉一些影像语
言的运用值得商榷。比如为了突出怀旧和青春成长的痛，影片在拍摄上采用了写实主义手法，画
面比较单一、沉闷，在光线和色彩的选择上，以灰暗为主调。这似乎与影片的情感基调合拍，但却
带来了观影视觉效果的落差。其实，电影的光线和色彩在有些场景中还是可以再明亮些，毕竟青
春是美好的，虽有成长的残酷，但更多还是值得留恋的时光。

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自治区文化厅、中央电视台、新疆大森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 20 集电视剧《阿
娜尔罕》，正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
段播出。该剧根据1962年上映的同名电影

《阿娜尔罕》改编，以上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
代初新疆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为背
景，选取两个乡村贫苦青年的坚贞爱情为切
入点，将普通民众的苦难人生和惊心动魄的

时代风云紧紧糅合，真实地再现了新疆和平
解放前后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浴血奋斗，推翻各种反动势力压迫，翻
身得解放，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画卷。该
剧主题积极向上，故事真实感人，是一部近
些年来新疆本土制作的不可多得的艺术佳
品。该剧由程万里、兰晓宁编剧，阎清秀、于
德安导演。

（央 讯）

有经典旧作《编辑部的故事》作参照系，《新
编辑部的故事》（以下简称《新》）甫一播出，便惨
遭网友吐槽，非议之声不断，媒体对之的批评可
谓一浪高过一浪。续写经典原本就是个极具挑
战性的瓷器活儿。可以说，影视作品赓续之作
能够获得观众认可的，迄今凤毛麟角。“新”
挑战“旧”，不是说不可以，但其难度可想而
知。且不说“超越”，即便“匹配”，也都难乎
其难。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假年》中言：“此
篇盖有为而发，是亦为夸多斗靡者，下一针砭。
故其辞亦庄亦谐，令人自发深省，与向来所语，
学者足相证也。”翻译过来，无非是说，为文需要
庄谐兼具，方可济事。艺术亦然。然而，《新》只
注意了“（诙）谐”，而抛弃了“庄（重）”。相比之
下，当年《编辑部的故事》所以深入人心，插科打
诨出彩固是一大特色，而其直击社会热点，直面
现实弊端，对涉及民生重大问题敢于辛辣讽刺，
并于嬉笑怒骂之余启人深思的艺术胆识，乃是
最为难得的价值与最为突出的亮点所在。囿于
种种原因，《新》显得顾虑过多，束手束脚，像似
当今相声、小品，鲜见讽刺；既有讽刺，亦止于相
互挖苦，互捉虱子，小调小侃，小打小闹，不痛不
痒，缺乏深刻有力的社会现实批判，不见深切体
察的人文关怀精神。

《新》的台词，据说是“金句频出”，但显然匮
乏幽默。像现今某些相声一样，搜罗网络语言，

追求时尚时髦，主演都像打了鸡血，小品似的夸
张表演，耍贫嘴乃刻意为之。新版台词虽信息
密集度甚于旧版：广告植入、短信诈骗、公司上
市、学区房、养生、鉴宝砸藏品、“你幸福吗”、“剩
男剩女非诚勿扰”等等，几乎涵盖文化、娱乐、民
生、经济的方方面面，但如此时尚搞笑的台词背
后，显得肤浅浮泛，现实批判苍白，针砭时弊乏
力。

《新》在表演上过于浮夸。用网友的话形
容，“神神道道，跟踩了电门似的”。旧版尽管人
物也爱发牢骚，但讲故事仍
是其主要的呈现方式。但
在《新》里，演员肢体动作夸
张、顺口溜式对白造作、脸
部表情尺度偏大，由于“重
口味”手段过度，观众直呼
消受不起。有演员还冲着
镜 头 矫 揉 地 来 段 内 心 独
白。这种模仿舞台剧的表
演方式让人难以接受。主
演演着演着突然盯着镜头
来段内心独白，并试图用眼
神与观众交流，我们可以理
解导演这种力求出新的打
破“第四堵墙”尝试，但观众
并不买账。对此郑导的解
释是：“一个片子收视率高

低不是最主要的，一个片子是不是创新、有营养
是我最看重的。”殊不知，如果观众不习惯、不认
可，这样的“创新”和“营养”，就像远离价值蕴涵
的行为艺术，必将很快寿终就寝。

总之，不接地气、不聚人气、矫揉愚乐，是
《新》招徕较多否定性评价的最根本原因。《新》
播映之前原本备受期待，皆因当年担任《编辑部
的故事》总策划的郑晓龙亲执导筒。观众曾感
动于他早期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以及晚
近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金婚》等凸显人
文关怀、刻画丰富人性、抒写坎坷人生、呈现底
层命运的现实主义创造。换言之，郑晓龙对现
实主义电视艺术的掌控和演绎能力深受广大观
众喜爱与信任。纵使涉足古装剧，其《甄嬛传》
亦因其对“人”的关注与对“人性”的刻绘而成为
宫斗剧创新的一部重要之作。然而，遗憾的是，
此番他所执导的《新》剧，却在未及充分准备情
状下，便匆匆上马且策马扬鞭一路狂奔，而招致
马失前蹄，其可怪也欤。

由中国影协举办的第 6 届中国电影产业高峰论坛暨
《2013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今年
的产业报告共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以电影产业各环节为基础
全面调研的“产业研究报告”；二是以电影市场数据为依托深
入分析的“市场调查报告”。其中的产业研究报告部分，首次
尝试研究主创人员在产业链中的价值及地位，他们不仅仅是
电影产品开发的工作人员，也是电影本身的价值组成之一。
市场调查报告部分，主要包括暑期档电影市场消费调查报告

和影院经理市场分析调查报告。2012年，我国城市影院已达
3442家，票房超过500万的有939家，影院经理实际上成为电
影产品离观众距离最近的一线经销者，报告首次把调查的对
象锁定这一群体。结果显示，大多数影院经理认为，在一线市
场“时间代表一切”，目前中国电影市场影片总量合理，但分布
不均，大片应及早确定档期，小片灵活调整，方能充分把握市
场空间。“宣传效果”是影片排映的第一风向标，但“口碑”绝对
是决定电影在市场上生死存亡的第一标尺。 （晓 文）

《2013中国电影艺术报告》聚焦电影创作热点——

现实题材仍是国产电影的创作瓶颈

《2013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把脉电影产业动向——

“口碑”是决定电影市场存亡的第一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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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辑部的故事》
在哪里“失足”

□周思明

真实感人的《阿娜尔罕》

电视剧《一生守护》研讨会举行

对守护精神的张扬与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