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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与其他重
大历史题材影片不同的是，该片中的总
理面对的是新中国一段辛酸、沉重的历
史。上世纪 60年代初那场众所周知的灾
难把人民大众推向了生存困境。此时此
刻，几辆老旧的吉普车，卷起浓浓的灰
尘，开进了处于困境中的老区——河北
省武安县伯延公社。周总理四个不眠之
夜就此开始。

创作者选择这个题材是需要勇气
的。影片中的周总理不再以指挥者、领导
者的身份出现，总理是去这个农村调查
研究的。他心里明白，给人民大众造成这
场灾难，党和政府是有责任的。他是带着
愧疚心理，带着一定要摸清灾情真相，找
出其中症结和解决办法的责任心进村

的。创作者让总理以较低的姿态“出场”，
以难得的历史现实主义的描写拉近了人
民大众与总理的距离。

影片中的总理是一个勇于担责的形
象。他一进村，面对百姓就说：我这个总
理没当好，让你们吃苦了。同时，他又是
一个亲民者形象。他不唱高调，在这个特
殊的时刻，生存是第一位的。他最关注的
是人民的吃喝拉撒，引导、鼓励大家说真
话。他看着野菜团子和被饥饿的村民吃
光了树叶的秃秃的树枝，那种沉重而辛
酸的样子，让人体会到了他与人民休戚
与共的感情。人格的构建总是在特定的
历史语境中完成的。影片以坚实的细节
表现了总理始终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来
处理问题的细腻感情。他不忍心吃老奶

奶特地为他做的面条，转而一想：我不
吃，老奶奶心里永远会有一个疙瘩，遂大
口将其吞下。为减轻张二廷的负担，他
想收养他的一个孩子，被婉拒后，他设
身处地地说：如果换成我，能否承受骨
肉分离之痛呢？ 总理毕竟是总理，他
之慧眼最终落在当时危及老百姓生存的
公共食堂上，勇敢地向最高领导人毛主
席表达了自己的明确态度，促成毛主席
下决心撤销了这个大跃进中诞生的大锅
饭“怪物”。周总理此行的历史意义即
在此。编导者至此成功地在银幕上完成
了一个亲民、负责、在大事面前勇于担
当、敢于建言的大写的总理形象。这一形
象闪现的思想与人格光辉，让后人永远
高山仰止。

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对于
普通群众的塑造始终是个难题，该片却
把它做成了亮点。创作者没有遮掩历史
真实。这个村的群众实际上正在饥饿线
上挣扎。然而，他们的眼神中没有绝望，
有的是相濡以沫的温暖，有的是对党和
政府、对总理的信任、体谅与眷恋。他们
的坚韧、淳朴、善良体现了老区人民最为
宝贵的性格。笔者认为影片中最让人难
忘的是郭凤林书记与他父亲郭百岁的形
象。郭凤林出场时是令人生厌的，他为了
向总理隐瞒饥饿真相，不惜于说谎话，不
惜于把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些人关起来。
编导的功力在于，通过对他心理逻辑的
层层揭示，让我们看到并相信这个汉子
内心的真诚与憨厚；他那善意的欺骗是
错误的，但其出发点却是为了不给毛主
席添堵，不给周总理添堵，“我们的困
难，自己能够克服”。而他的父亲郭百
岁，则是一位与党与总理心贴心的老
人，他相信党，相信总理，相信他们要
听真话。他愤怒于儿子的欺骗，痛打责骂
儿子，让总理批评他，又怕总理真的撤了
儿子的职。影片中的老区群众形象如此
鲜活生动，显示了创作者对生活的熟悉
与对人民的理解。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成功与影片
在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密切相关。编导者
从题材出发，选择了纪实风格。在结构上
借助于一位不出场的摄影师的旁白，通
过他拍摄的一张张照片串联情节，强化
了现场感与真实感。影片在叙事上沉稳、
从容，在处理感情上引而不发，在细节选
择上独具匠心。书记的“善意谎言”与总
理的一定要“探寻真相”，构成了影片的
冲突与悬念，形成了叙事上的内在张力。
除了主题的以小见大、深度挖掘，该片在
重大革命题材影片如何处理好史实与虚
构、写人与写事、历史感与现实感等方
面，都给影视创作以有益的启示；同时，
总理的无私形象对目前干部队伍中的不
正之风则是一种有力的警示与鞭挞。

■新作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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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AICCC）6月5日在北京发布了
《银皮书：2012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报告共由5个章节组成，从中国
电影的国际传播现状、传播内容、受众反馈、传播模式、传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等多个方面，梳理了2012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基本情况，既有总体概览、
也有现象分析；既肯定了进步、也不回避问题。

《银皮书》在延续去年“空白优势”的基础上，从6个方面着重表现了2012
年度报告的重点与亮点——包括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在新的一年呈现出传播
领域扩展、传播效果提升、票房收益下降的现状；中国电影行业中的多家民营
企业，均开启了与国际著名电影公司在创作与发行方面“互惠互利”的合作模
式；“功夫片”、“动作片”仍然是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主打类型”与“最受欢迎
片种”；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观看数量和接受程度有大幅度提高，并希望能
从电影中了解到有关中国哲学的适度表达；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渠道和营销
模式尚未发育健全，商业大片在发行中容易遇到瓶颈，并且在片名与字幕翻译
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中国电影在创作中的“三薄三厚”现象与在国际传播中的

“三多三少”问题，是制约中国电影发展与传播的关键所在。
该书主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AICCC）院长黄会林

就《银皮书》的撰写与出版进行了主题发言。黄会林说，2012年是我国电影产
业改革发展的第10年，中国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和世界第二大
电影市场。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令人欣喜，但在这欣喜的背后，会发现中国电
影海外发展状况却乏善可陈、局面堪忧。2012年全年仅有75部影片销往80多
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仅10.63亿人民币，比2011年的海外票房
收入减少了48%。目前，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国内电影市场对引进影片
的接受状况严重不平衡，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国
际影响力相比，还很不相称。

黄会林指出，据研究发现，目前的中国电影在国际传播方面，存在着“三多
三少”的问题——生产的影片数量多，实现出口的少；参加公益性对外交流的
影片多，实现商业性海外销售的少；国产片在海外艺术院线发行和华语电影频
道播出的多，进入外国商业院线和主流电视频道的少。同时，中国电影在创作
中更呈现出了“三薄三厚”现象——薄了创作而厚了制作；薄了艺术而厚了技
术；薄了人文情怀而厚了商业利益。中国电影创作的主体性以及艺术的创新
力，已经被一种“吸金”的思维定势所代替，惟“票房收入”为最高目标的市场导
向成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诉求，造成了我们在创作中缺少对现实的真正关注，以
及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同时也造成了我们的电影无法与世界观众进行有效沟
通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在世界文化的宏大范围之中，中国文化作为其中重
要的“一极”，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国电影的国际地位包括中国电影
所传递的文化认知调研，正是我们启动并撰写“银皮书”年度报告的原动力。

在银皮书发布当天，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还举行了该
院与施普林格科技传媒集团联合出版英文学术期刊《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签
署合作协议、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聘请仪式和AICCC志愿者
团队授旗仪式。

ICCC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创办的专注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英文
学术期刊，是中国学、汉学、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跨学科学术
期刊。期刊宗旨是出版用英文写作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分析、传播和国内外对中国
文化的认知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期刊接收关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如何被全球跨
文化传递以及其他地区与文化的受众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原创论文。期刊也将覆
盖有关中国的媒体、传播历史、文化政治、国家认知、新媒体、电影和流行文化等方
面的文章。ICCC用英语出版，所有文章均通过同行盲评筛选，以保证文章和期刊
的质量。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最终决定文章的取舍。目前ICCC国际编委已
基本构成，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出任主编，国际编委来自美
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南非、新加坡、丹麦、瑞典、瑞士、比利
时、日本等13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2014年，ICCC将以半年
刊的形式推出第1期、第2期，2015年扩编为3期4月刊，2016年达到预期的4
期季刊。

此次研究院聘请的客座研究员包括陈旭光、陈犀禾、戴元初、丁亚平、焦雄
屏（中国台湾）、路海波、欧建平、彭光谦、饶曙光、苏浩、舒华、Stanley Rosen

（美）、王人殷、杨远婴、周黎明、周庆安、周铁东、周星、张同道等具有影响力的
专家学者。

AICCC志愿者项目为公益性质，将覆盖全球。自研究院成立以来，团队已
陆续吸纳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法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
家的100多名学者、教师、学生，以及其他行业有识之士。他们分别在电影、戏
剧、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无偿地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贡献着力量。

(高小立)

中国电影在创作中的“三薄三厚”现象与在国际传播中的“三

多三少”问题，是制约中国电影发展与传播的关键所在。

《银皮书：2012中国电影
国际传播年度报告》发布

2013 北京青年影展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中
国电影资料馆举行。本次影展活动以“新电影、
新势力、新高度”为主题，立足于青年一代电影
人，是以开展电影评选为主线、以电影论坛为理
论建树、以电影展映为传播手段的电影文化活
动。2013北京青年电影展本着“创新发展，培育
新锐，营造环境，推动产业”的思想，以促进电影
科技创新，扶持新一代电影人成长为宗旨，以青
年电影人才交流、作品交流、模式交流、学术对
话为内容，在产业资源整合及接轨创业就业等
方面达成实效，形成机制，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创
作观念和制作技术的转型发展。

2013 北京青年电影展主题活动包含影片
展映、影视论坛、电影文化活动 3 大单元。其中
影片展映单元包括：华语新生代电影展映、青年
导演处女作回顾展影、高校学生电影作品展映、

微电影展映单元暨2013中国（北京）微影像国际电影盛典、北
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映、土豆网映像节影片展映。

《失恋 33天》《北京遇上西雅图》《人再囧途之泰囧》等影片将
参与此次影展。

据介绍，此次活动将推出青年电影人才扶持计划即“五个
10 扶持计划”，通过影展评选出 10 部优秀影片、10 名最佳编
剧、10名青年导演、10名青年男演员、10名青年女演员，培养
电影事业中的青年领军人物，为中国电影提升境界、拓展市场
作出贡献。好莱坞合拍项目代表约翰·阿彻先生致辞表示，愿
意与北京青年影展开展深度合作，为中国优秀青年电影在国
际上扩展影响力创造更多的机会。 （实习记者：吴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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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影视传媒集团，
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
中共招远市委、招远市政
府，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
司，完美世界 （北京） 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
视连续剧《战火大金脉》将
于6月15日在中央电视台电
视剧频道播出。

《战火大金脉》 围绕抗
战期间招远金矿和北海银行
的故事而展开，以金脉——
命脉——血脉这三重含义体
现了一个从物质利益到精神
追求，从外部世界到人性深
处，从“小我”到“家国”
的递进脉络，书写了一部采
金的历史，也是抗战的历
史，更是民族的心灵史。全
剧通过采金老板鲁有道和孟玉琨两家人在中国共产
党的指引下与日寇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悲欢
离合的感人故事，刻画了以鲁家山、孟喜梅、郭
林、顾玉莹等几个性格迥异、命运多舛、个性鲜明
的人物形象，折射了整个社会的变迁，描绘了近半

个世纪的旧时代采金历史。
该剧编剧张永琛曾经创作过 《像雾像雨又像

风》《京华烟云》《幸福还有多远》等电视剧力作。
该剧制片人赵军、导演王文杰，邵兵、黄维德、王
力可、郑亦桐等出演主要角色。 （央 讯）

《战火大金脉》：展现抗战救国时期采金人生活

□章柏青

（上接第3版）
36 接年饭 张忠诚 《儿童文学》（上） 2010年7月 王苏 辽宁省作协
37 灰骏马 赵华 《读友》 2011年4月 孙萌 宁夏作协
38 小米的金蔷薇 赵菱 《少年文艺》（江苏） 2011年12月 田俊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艺》杂志社
39 星空之上的孔明灯 赵菱 《2011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品集》

2011年11月 龚小萍 江苏省作协
40 亲爱的皮匠爷 周静 《少年文艺》（江苏） 2011年1月 赵菱 湖南省作协
41 叮当响的花衣裳 周静 《少年文艺》（江苏） 2010年3月 赵菱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艺》

杂志社
42 孤胆“英雄” 周羽 《少年文艺》（江苏） 2012年1月 庄眉舒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艺》杂志社

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诗歌）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或发表时间 责任编辑 推荐单位
1 秋天的铃声 莫问天心 《儿童文学》 2010年7月 金本 山东省作协
2 如果世界重新开始 陈诗哥 《儿童文学》 2012年7月 冯臻 《儿童文学》杂志社
3 做一个卖梦的人 麦子 《小星星》 2012年11月 赖亮 《小星星》杂志社

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童话、寓言）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或发表时间 责任编辑 推荐单位
1 强盗的证书 茶茶 《小星星》 2012年4月 赖亮 《小星星》杂志社
2 爱砍脑袋的公主 常立 《少年文艺》(上海） 2012年6月 周国愉 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艺》杂志社
3 笨鸟的世界 陈璐 《少年文艺》（江苏） 2012年3月 庄眉舒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艺》杂志社
4 风居住的街道 陈诗哥 《儿童文学》（上） 2011年1月 冯臻 广东省作协
5 我讲的故事都不是真的 慈琪 《少年文艺》（江苏） 2012年7-12月 赵菱 浙江省作协
6 请问我可以进来吗 龚房芳 《雪花·精彩阅读》 2012年10月 杨绍军 《雪花》杂志社
7 我真的不是一匹马 龚房芳 《童话王国·原创版》 2012年5月 魏晓丹 新蕾出版社《童话王国》杂志社
8 鬼谷里的红鬼妈妈 何新华 《雪花·精彩阅读》 2012年9月 杨绍军 《雪花》杂志社
9 小冰人 吉葡乐 《作文100分·小学版》 2012年6月 杨颖 《小星星》杂志社
10 有月亮不摘星星的规规木 吉葡乐 《读友》 2011年3月 杨蓓 河北省作协
11 喝牛奶的茉莉 两色风景 《作文100分·小学版》 2010年7月 杨颖 《小星星》杂志社
12 野猫国国王 两色风景 《少年文艺》（江苏） 2012年10月 庄眉舒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艺》杂志社
13 恰德尔和玛依拉 刘慧敏 《伊犁河》 2010年7月 张好 新疆作协
14 一坛古酒 刘克升 《儿童文学》（下） 2012年6月 何羽枫 中国电力作协
15 魔鬼地图 流火 《小星星》 2012年1月 赖亮 《小星星》杂志社
16 爱梦想的小种子 吕丽娜 《文学少年》 2011年7月 史姗姗 《文学少年》杂志社
17 青鱼、紫蚌和绿鲤 麦子 《读友》 2012年6月 乔瑞玲 《读友》杂志社
18 出售自己的蛇 妹妹 《儿童文学》（下） 2010年4月 徐雅菲 《儿童文学》杂志社
19 蒲公英之城 秦萤亮 《少年文艺》（江苏） 2010年7月 田俊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艺》杂志社
20 草原保卫战 清山 《聪明泉》（少儿版） 2012年3月 万隽 江西科普期刊社
21 狐狸的集市 沈习武 《儿童文学》（上） 2010年5月 冯臻 《儿童文学》杂志社
22 公主和衣柜 孙丽萍 《小星星》 2012年1月 陈沁 《小星星》杂志社
23 獾的葡萄酒泉 汤萍 《读友》 2011年7月 乔瑞玲 云南省作协
24 星期五晚上的列车 王轶美 《儿童时代·幸福宝宝》 2011年12月 魏捷、刘雅萍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儿童时代》杂志社
25 永远不要忘记心的温度 浠墨 《小溪流》 2010年6月 火棘果子 《小溪流》杂志社

26 毛毛虫地铁 萧彰语 《文学少年》 2012年1月 冉振平 《文学少年》杂志社
27 要是有一封信…… 小触角 《文学少年》 2012年2月 史姗姗 《文学少年》杂志社
28 花鼓戏之夜 小河丁丁 《少年文艺》（江苏） 2012年5月 田俊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文艺》

杂志社
29 屋子里的叫声 小笋子 《文学少年》 2012年11月 史姗姗 《文学少年》杂志社
30 要变妖精的妈妈 郑成南 《读友》 2012年7月 乔瑞玲 《读友》杂志社

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散文）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或发表时间 责任编辑 推荐单位
1 自卑的少年时光 刘清山 《第二课堂（高中版）》 2012年5月 树心 《第二课堂》杂志社
2 谎言会发芽 刘清山 《思维与智慧》 2011年3月 米汤 《思维与智慧》杂志社
3 没有落叶的城市 秦锦屏 《深圳特区报》 2010年12月20日 刘桂瑶 广东省作协
4 月照边关 司丽娜 《呼伦贝尔日报》 2012年8月20日 贾宇娜 内蒙古作协
5 牧羊时代 向迅 《2011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品集》

2011年11月 龚小萍 湖南省作协
6 香香的生日礼物 王轶美 《少年日报》 2012年5月2日 唐小峰 《少年日报》社

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科幻文学）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或发表时间 责任编辑 推荐单位
1 爱菲尔棒棒糖 赵华 《读友》 2010年6月 杨蓓 宁夏作协
2 小猪的宠物 赵华 《读友》 2012年3月 孙萌 宁夏作协

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幼儿文学）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或发表时间 责任编辑 推荐单位
1 信箱小精灵 陈梦敏 《童话世界》 2012年5月 陈敏捷 湖北省作协
2 一颗鹅卵石 陈甜甜 《幼儿故事大王》 2012年5月 王小芳、陈蔚 《幼儿故事大王》杂志社
3 花儿的宴会 崔薇 《幼儿智力世界》 2012年6月 张丽红、陈蔚 《幼儿智力世界》杂志社
4 比方说 龚房芳 《大灰狼画报》 2012年3月 姜蔚、陈菁 《大灰狼画报》杂志社
5 绿色小精灵 顾鹰 《幼儿智力世界》 2011年4月 张丽红、陈蔚 《幼儿智力世界》杂志社
6 爱漂亮的风 李珊珊 《幼儿智力世界》 2011年4月 张丽红、陈蔚 《幼儿智力世界》杂志社
7 小熊的大头鞋 梁英 《好儿童画报》 2012年6月 王轶美 《好儿童画报》杂志社
8 砖头房子和木头房子 两色风景 《大灰狼画报》 2012年7月 姜蔚、陈菁 《大灰狼画报》杂志社
9 贪玩的太阳 两色风景 《幼儿故事大王》 2011年1月 王小芳、陈蔚 《幼儿故事大王》杂志社
10 再见，小刺猬 吕丽娜 《幼儿故事大王》 2010年7月 王小芳、陈蔚 《幼儿故事大王》杂志社
11 魔术 盘晓昱 《小朋友》 2010年7-8月 金建华 广西作协
12 太好了 任小霞 《幼儿故事大王》 2011年1月 王小芳、陈蔚 《幼儿故事大王》杂志社
13 我的海豹朋友 山山 《幼儿智力世界》 2010年5月 张丽红、陈蔚 《幼儿智力世界》杂志社
14 阿兹先生的烦恼 王蕾 《幼儿智力世界》 2011年8月 张丽红、陈蔚 《幼儿智力世界》杂志社
15 好大好大的爸爸 王芸 《幼儿故事大王》 2012年9月 王小芳、陈蔚 《幼儿故事大王》杂志社
16 最倒霉的小花鼠 燕子飞 《大灰狼画报》 2011年6月 姜蔚、陈菁 《大灰狼画报》杂志社
17 比小熊饼更好的饼 玉米风铃 《大灰狼画报》 2011年5月 姜蔚、陈菁 《大灰狼画报》杂志社
18 哈哈魔术师 玉米风铃 《幼儿故事大王》 2012年2月 王小芳、陈蔚 《幼儿故事大王》杂志社
19 美味一百倍 赵益花 《幼儿故事大王》 2011年2-4月 王小芳、陈蔚 《幼儿故事大王》杂志社
20 种向日葵的兔子 朱惠芳 《幼儿智力世界》 2011年4月 张丽红、陈蔚 《幼儿智力世界》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