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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电影《因为谷桂花》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第
20 届美国塞多纳国际影展上荣获最高奖——最佳
世界电影。这个奖项已空缺几年，曾经授予日本电影

《入殓师》和伊朗电影《一次别离》。
《因为谷桂花》讲述的是一个因车祸而引发的故

事。在车祸受害者谷桂花失忆的夏天，事故造成者童
月月和马建成却被当做英模人物供奉。这对年轻夫

妇一天天被良知拷问，因为谷桂花，因
为在远山远海的故事，他们找回已被淡
漠的世间真情。影片要表达的是，在世
俗红尘的迷失中找回自己，洗涤良知
直面真相直面自己，传递真诚和真
爱。为创作这部电影，主创人员三上
青海，三下温岭，两赴龙门，深入生
活感受生活。编剧赵葆华历经半年创
作出电影文学剧本 《因为谷桂花》，导
演刘抒鹃为找到心目中 《因为谷桂
花》 的感觉，不断要求他改稿，最终
说服了他按照导演心中的风格打磨完
善剧本。剧本前后改写了10遍。

中国电影处在国内红火、国外平淡
的状态。如何有力推动中国电影更好地
走出去，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让中
国电影对外传播做到有效有力，这是中

国电影人的志向和愿景。《因为谷桂花》在塞多纳国
际电影节上获得这份荣誉，也许会带给电影创作者
们一些有益的思索。该片由龙江电影制片厂，中央纪
检委中国方正出版社，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温岭
市委、市政府，中共龙门县委、县政府，英大传媒集团
和华夏电影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今年暑期档将全
面推向市场。 （影 文）

电影《因为谷桂花》国际影展获奖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日前在京举办新闻发布
会，公布了“2013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表彰大
会”的入围影片名单。李睿珺的《告诉他们，我乘白
鹤去了》、章明的《她们的名字叫红》、王川的《魁拔
之大战元泱界》、赵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管虎的《厨子戏子痞子》、宁浩的《无人区》、薛
晓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图》等 20 部影片入围表彰
评选。

发布会现场，王小帅、田壮壮等 60 多位在京
导演进行了现场投票。而在外地或正在拍戏的导
演，以及没能到场的协会成员都以邮寄纸质选票
或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投票，选出各项表彰的 5
部提名作品及单项。综观整个入围名单可以看出，

“70后”导演正成为评选中的主力军。在2013年国
产影片票房前 10 名中，现实题材、中小成本影片
占据了过半席位。这些影片的成功，得益于一批青
年电影导演、新电影导演的崛起。此次入围的影片
中就有 4 部是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品，这在前几届
是很少见的。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电影表彰大会”创办于2005年。中
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表示，全体会员投票公正透明的评
选方式是创办年度表彰活动的初衷。会员导演共同参与，以导演
群的目光审视年度电影作品，并表达出独特的声音和观点，评选
出最具行业性的年度优秀作品。据悉，今年的表彰大会设立了年
度导演、年度影片、年度男演员、年度女演员、年度编剧、年度青
年导演、年度港台导演、杰出贡献导演及评委会特别奖，最终各
个单项的5个名单将于3月24日公布。 （徐 健）

中
国
电
影
导
演
协
会
进
行
年
度
表
彰

﹃7 0

后
﹄
导
演
成
主
力
军

尊
重
编
剧
是
影
视
行
规

□

张
魁
兴

日前，宋丹丹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演戏不是拍
剧本，还称国外往往只是有个故事梗概或大纲就
开始拍戏了。她的这番言论立刻引起了电视剧

《我的美丽契约》编剧宋方金的不满，并发表两篇
长微博进行回应，暗讽宋丹丹等人对剧本80%以
上的改编，让该剧由喜剧变成了闹剧。编剧们多
力挺宋方金，而宋丹丹则叫屈否认自己说过拍戏
不需要编剧……这场掐架日益变成了中国编剧
们的尊严之战。

有报道说，宋丹丹摊上大事了，被编剧炮轰
了。好像是编剧的地位很高，容不得宋丹丹说几
句话。其实，这口水仗恰恰折射的是编剧的地位
很低，不仅不被尊重，剧本还经常遭遇乱改。在国
外，比如美国、韩国，编剧地位非常高，其收入即
使不会高于名导演名演员，也不会低于名导演名
演员，绝对不会像我国，顶级影视明星的年收入
水平大概是顶级编剧的 30 倍，一些编剧在一部
电视剧中收入仅和三流演员的收入差不多。宋丹
丹说国外有个故事梗概或大纲就开始拍戏，事实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评论直言不讳地说，在韩
剧的生产过程中，编剧恰恰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甚至是有权参与挑选导演和演员的，他们的作品
也从来不是用几页纸的故事梗概或大纲就能拍
出来的。也许有些个性极强的艺术电影导演敢拿
几页纸就来拍片，但这一定只是个例。电视剧绝
不敢这么拍。

我们承认宋丹丹是有才华的演员，也可以称其为艺术家，她
自己具备相当的创作能力，但是不能否认剧本是“一剧之本”。在
国外，尊重编剧是影视业的行规。一部影视作品，最重要的是剧
本，其次，才是导演和演员。在国内也应该如此。导演张艺谋曾经
说过，“我认为一个好的剧本，占电影成功因素的一半以上”，“文
学是影视的母体，剧本是成功的关键”。博纳影业总裁于冬也说
过：“现在影视圈不缺钱，也不缺导演，缺的是好的题材和剧本。”
但是，影视圈对编剧和剧本并不尊重，编剧王兴东指出，中国电影
对于剧本的不重视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现在的一些导演

“本事大得很”，没有好剧本也敢拍戏，但不过是大片通过豪华的
场景来凑，小片则搞笑、搞怪，其质量可想而知。

在国内的影视圈，不尊重编剧、不重视剧本，几乎变为不成文
的规定。宋丹丹说演戏不是拍剧本，但剧评人李星文明确表示，

“剧本是一剧之本，都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
术。”术业有专攻，剧本不是谁想写就能写的，不是谁想改就能改
的，而且，改与不改都要尊重编剧的意思。但是，在国内影视圈却
很奇怪，谁腕儿大谁说了算，因为编剧得不到尊重，剧本没有被当
成“一剧之本”，而是被当做拍戏的脚本。尊重剧本是演员的素养，
不尊重编剧乱改剧本也没有什么事，谁能拿明星怎么样，利益当
前，谁不靠名演员吃饭？！

影视是综合艺术，有分工有合作，谁也离不开谁。一部作品的
成功是大家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大家各自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
结果。一般情况下，都不应该逾越本职。从头至尾看此次事件，人
们不是因为宋丹丹改动了剧本才“炮轰”她，宋丹丹之所以惹怒了
众多编剧，是因为她的不恰当或无心表述，从产生的效果上否定
了编剧的心血和付出，剥夺了编剧的职业存在价值，质疑了编剧
的专业修养，冒犯了编剧的尊严。这次编剧们的被惹怒，也是他们
积压心头多年的怨气，借此一下子释放出来了。

影视圈应该是和谐的整体，就像编剧要尊重演员的表演一
样，演员也要尊重编剧及其劳动。好的影视作品必须有一个好剧
本，但好的影视作品不一定有名演员，编剧或剧本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我们期待国内的影视业能把尊重编剧当成影视行业规范。

■想到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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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何以脱颖而出

以敬畏艺术的心态以敬畏艺术的心态
创作创作““春晚春晚””

□本报记者 徐 健

在 2014 年各卫视推出的春晚大餐中，正
月初一播出的北京电视台的春晚凭借新颖独
特的原创形式、多元时尚的节目追求、浓郁醇
正的京韵京味脱颖而出，收视率、网络视频点
击量纷纷创下新高，并受到了观众和业内的一
致好评。日前，在中国视协和北京影视家协会
联合主办的2014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研讨会上，业内专家学者围绕这台晚会的创作
经验、艺术探索、节目创新等话题展开了深入
研讨。

据北京电视台台长赵多佳介绍，整台晚会
由一支年轻的创作团队完成，他们 2013 年年
初就深入基层，围绕着中国梦的主题，到基层
去挖掘新鲜、感人的素材。同时，主创者摒弃了
很多浮躁和浮夸，沉下心来做艺术创作，使得
晚会节目的原创达到了70%以上，这个原创不
是靠请大明星、花大价钱换来的，而是通过感
人至深的艺术表现、真挚实在的内容凸显出来
的。不少与会专家认为，时下很多晚会形式花
里胡哨、绚烂多姿，一些晚会的主创者完全按
照自己的想象乱来，出现了戏弄艺术的倾向，
但是 2014 北京春晚体现出了对艺术的敬畏，
无论是美声的、民族的、通俗的演出，还是传统
经典戏曲、曲艺的表现，都保持了它的原汁原
味，同时又体现了一定的创新思维，做到这一
点很不容易。

春节晚会在我们整个电视文化生活，乃至
在人民群众整个精神文化生活中都占有特别
重要的位置。与会专家认为，春节晚会应该摸
索和遵从春节电视文艺晚会的特殊规律。时
下，有的晚会、有的导演更多是以一种居高临
下的心态，或者一种中产阶级甚至于贵族文化
的心态去组织节目，总想象现在的观众都要寻
求视听感官的刺激，对于时代所要弘扬的东
西，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屑一顾的姿态，缺乏
温馨、热情，缺乏对真善美的引导。这种姿态是
客观存在且愈演愈烈。北京电视台的春晚没有
在创作思维上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整台晚
会既有受老百姓欢迎的小品节目，也有像裴艳

玲这样高精尖的经典节目，比较鲜明地体现了
两方面的要素，一方面是春节晚会的要素，比
如生肖、团圆、拜年、回家、春联、鞭炮、红灯笼
等；另一方面是北京特色和北京元素。有专家
认为，电视晚会的根本质量要靠一个个节目来
体现，而衡量一个省级以上电视台春节晚会的
质量高低，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在包含
相声、小品、歌舞、戏曲等的节目里，哪一类节
目有突破性。2014北京电视台春晚的相声《满
腹经纶》就是有突破性的作品。这种突破性表
现在：第一，民族文化内涵；第二，对经典的敬
畏；第三，用反讽的形式表现经典。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
春晚也面临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课题。与
会者认为，2014 北京电视台春晚的节目创作
和设计比较贴近百姓的生活和大众的观赏水
准、口味，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主要体现
在：注重选择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人和事进
行创作和设计，比如说网购、摆地摊、汽车刮
蹭、盗版光盘等，内容触角涉及到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关注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包括百
岁老人、进城务工人员、盲人等，用广泛的视角
达到一种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目的，亲切中
洋溢着真情。在节目选择上，注重传统和时尚
的搭配、流行与经典的结合、北京特色与国际
元素的相融，显示出北京的开放和包容的姿
态。此外，也融入了一些新事物、新风尚或者新
形式的节目，比如影视传奇的节目在显示春晚
的国际元素、营造怀旧氛围的过程中，也体现
了主创们对一种文化观念的选择和坚持。

在肯定创新意义的同时，与会者也对今后
春晚的创作提出了建议，比如有限使用背景墙
的影像。很多时候，过多使用影像会破坏演员
是舞台主体的氛围，同时也干扰观众的观赏效
果，观众看不到演员表演，感受到的全是背景
墙上不断闪烁的光和变换的画面；春节联欢晚
会应在“春节”的内涵上多下功夫。春节意味着
传统，意味着春秋文化，应该多加入一些春节
传统文化的身影。

在现代化城市，钢筋、混凝土与玻璃幕墙构成的建筑
森林里，城市生长最初年轮的历史文化遗存被逐渐“淹
没”，随之消失的或许已不仅仅是几座老城、几条古巷，而
是一个城市甚至国家的文化记忆和传承。正在央视 8套
播出的电视剧《青果巷》就聚焦了这一现实性和社会性很
强的话题。然而，该剧的动人之处是把一个原本重口味的
社会问题化为了一段如诗如歌的情感叙事，包容在了一
个先是凄美哀怨，最终清新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中。在由中
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青果巷》专家研讨会上，该剧清新淡
雅的美学风格、从容不迫的叙事节奏，以及全剧张扬的一
种正面、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肯定。

历史文化保护的几大矛盾，第一个就是城市现代化
的问题，原居民也有追求现代生存方式的权利，在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的情况下，原居民不提高生活质量是不行的。
双赢说来容易，实际上很困难。剧中男主角王庚帮开发商
想了一个设计思路，从容不迫地解决了青果巷的问题，但
这在现实中或许只是一种期许。专家认为，其实，青果巷
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种文化存在，都传递着一种道德观、
价值观，所以，从内涵上来说，该剧不仅表现了如何处理
经济建设与文化保护的问题，更通过这一载体，张扬了一
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应该培育和弘扬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褒扬了在这个消费时代被忽略掉
的一些人性的高贵品质，比如爱、自立、承诺、容忍、谦恭
等。而这种价值观的张扬不是生硬的，而是通过对剧中人
物关系、情感的巧妙设计，跟随着剧情的铺排自然流露出
来的。有专家具体谈到，比如剧中青果和文迪就代表了两

种不同的价值观，两种不同的人生
追求，文迪过于贪婪，为了达到目
的，不择手段。青果虽也努力追求成
功，但她的成功却有着与文迪截然
不同的理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常
常简单地把得到功名利禄视为成
功，甚至简单地把得到物质上的利
益视为成功，文迪就属于这一类，
但青果不一样，她所理解的成功在
于实现梦想，而且她在成功面前可
以主动放弃，她的成功正来自敢于
放弃，这是青果这个人物身上独具
光彩的地方。她用真诚感受生活，
也用真诚感动了别人，正如结尾文迪对王庚所说的那
样，“我的心机和能力远胜于青果，但她的善良和志纯却
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这样的价值取向将给观众带来有
益的思考。

该剧导演徐耿在导演阐述中谈到，《青果巷》剧本笔墨
所及，既有文化精英们的深层反思，也有世俗草根们的真
切呐喊，但创作绝不从所谓精英的视角去俯视生活，而一
开始就浸泡在平凡而鲜活的生活之中，一切都源自切切实
实的生命体验。这一视角决定了整部剧的叙事风格——通
过朴实平和的叙述、从容细腻的表达、细节的翔实生动，达
到人物的真切可信。

随着电视剧飞速多元发展的同时，已经不可避免地伴
随着过多看似时尚花哨、哗众取宠的叙述手法，但牢记风

格与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创作宗旨，二者的完美统一
才是最终目的。对此，有专家认为，《青果巷》为当下电视
剧的现实题材创作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从剧作来看，该
剧的情节、人物关系、环境相对简单，但编剧并没有进行
简单化的处理，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挖掘人物性格和
行为的内在动因，捕捉人物情感的细微变化，从而显示出
人物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简单的创造风格里包含了一些
值得回味的、可以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的东西。创作者舍
弃了一些生活的嘈杂，收获了一些诗意的韵味。在众声喧
哗中，显示出了一种鲜明的文化姿态。它以诗意的美、伦
理的善、认知的真，表达今天的中国梦、中国故事，也表达
对诗意的生活理念的诉求。这种诗性的叙事在给观众带
来思考的同时，更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文化享受。

专家研讨电视剧专家研讨电视剧《《青果巷青果巷》》————

传递诗意的生活理念传递诗意的生活理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任晶晶任晶晶

最近在央视八套热播的电视剧《钢的琴》，是电影
版《钢的琴》的加长和扩展版，属于时下流行的“影视
互拍”创作现象之一。影视互拍，主要是依托影视互动
的传播优势，将走红的电影和电视剧进行扩展或浓
缩，以持续抓住受众并取得市场占有最大化的创作模
式，其借助受众的前理解和新期待，让走红影视剧的

“剩余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相比较当下荧屏上流转的
香车宝马和俊男靓女，以及某些无端折腾和闹腾的婆
媳剧，甚至不屑深度反映生活的伪现实剧。电视剧《钢
的琴》显然有些另类，甚至多少显得有点土气、粗糙和
不入流，影调风格多有土灰色的沉闷、机械和乏味之
感，画面造型和场面调度略显简单笨拙。然而，就是这
样一部“不合时宜”和“笨手笨脚”的电视剧，却深深锁
住了许多观众的目光和心灵。

主题思想内涵深刻 电视剧《钢的琴》将普通工
人的命运置放到大时代的环境中予以呈现，从工人阶
级荣耀辉煌的年代，到企业改制和工人下岗的酸甜苦
辣，再到自主创业和人生沉浮的艰难曲折，处处闪烁
着个体的生存环境和命运处境。就此而言，陈桂林等

一代个体生命的心灵史和命运史，其实也是一部企业变迁史和社会转型史，
小人物的窗外涌动着时代风潮，时代旋涡裹挟着小人物一路向前。这似乎是
无数个体生命与时代达成的无言契约，古今绵延，很少有人能逃离时代的影
响，也很少有时代变迁未施以个人命运影响，个体与时代的缠绕是社会历史
发展的普遍轨迹，这样的哲学思维和思想况味是该剧的独特所在。换句话说，
创作者秉持厚重深邃的艺术哲学观，体现了对底层工人的深切关注和深情抚
慰，同时彰显了整体上把握和解读时代的抱负及责任，奋力在现代性的征程
中捕捉和钩沉民族精神的踪迹和力量，警醒人们：即使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
为什么出发。纵观全剧，看得出创作者努力向底层社会和逝去的时代致敬，底
层工人虽然生活困顿、物质贫乏，但他们不甘心被命运摆布和捉弄，奋起挣扎
并左右突围，彰显了个体生命的崇高价值和坚韧品质，凸显了工人阶级脊梁
性的独特精神。他们即使遭遇命运洼地，依旧如野草般疯狂生长并艰难求索，

这抑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本色与特质，而宝
贵的品质不应随着时代变迁而遁迹。只可惜，
这样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穿透力在不少电视剧
中已难觅踪影。

视听语言别出心裁 电视剧《钢的琴》努
力追求视听语言的艺术自觉。其一，音乐的巧
妙使用。剧中的音乐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
彩和时代韵味。东北许多企业曾接受前苏联
的援助，依托俄罗斯风情的音乐，既体现了对
过去时代的感伤与心酸，又彰显了告别过去
的艰难与不舍。剧中声画对立的运用颇为得
体。乐队在婚丧嫁娶中演奏的乐曲，往往与现
实场景和主人公的境遇对立相反，创作者依
托声画对立的形式抵达了思想深处，在“以喜
衬悲，更显其悲”的审美理想中，烘托出了社
会转轨期凡人的悲苦命运，彰显了一种悲悯
情怀。剧中的《幸福拍手歌》巧妙地升华了主
题，体现了普通人简单的幸福追求，希望不灭
和梦想燃烧即是幸福，简单的幸福是他们战
胜困难的灯塔与希望。其二，隐喻蒙太奇让人
印象深刻。剧中长时间展示工厂烟囱的爆破
是创作者的匠心所在。他们郑重其事地点燃

香烟，就像围观一场仪式那样，在庄严肃穆中不约而同投以注目礼，烟囱的倒
下，象征着社会转型中，旧事物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新事物的出现不可阻挡，
群体对阶级的覆盖势不可挡，与其说围观者在向过去的年代告别，不如说是
和陈旧过时的自我诀别。工厂门口无缘无故摔倒的摩托车，隐喻着个体生命
中有太多的不测和苦难，往往是此处刚刚补足，彼处又漏洞百出，“屋漏偏逢
连夜雨”，抑或是底层人生难以摆脱的宿命和困厄。钢水飞溅的火花，同样隐
喻和象征着一种理想和盼头，等等。其三，色彩的运用合理得体。全剧以冷色
调或灰暗色彩为主，这与陈桂林在人生的迷雾中挣扎、在灰色的人生中穿梭
的主体故事情节相吻合。剧尾处，画面色彩较为温暖亮丽，反映了底层人物即
将走出生活困境、收获理想馈赠和命运报偿的满足和欣喜，以暖色调给人一
种希望和信念。

人物和细节值得咀嚼 主人公陈桂林的人物形象比较突出，他生性倔强
又略显少年老成，敢于面对生活的困境和阻遏，不轻易向现实低头屈服，生命
的尊严在他眼里比什么都重要，具有一种不服输、认死理、敢较真的执拗和执
著。同时，他崇尚自力更生和吃苦耐劳，没有被生活的重负和不幸压垮，善于
借助精神胜利法去解围和减压，超越于物质层面之上，始终坚守人生的梦想
和理想，精神力量的强大足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虽然生活异常艰难，但理想
和激情依旧在其身上熊熊燃烧。女主人公淑娴以帮手的形象出现，一直游走
在陈桂林的左右，在三角恋爱的特殊情感结构中，以近乎柏拉图式的精神爱
恋铸造着自己的情感天空，其包容、隐忍和大度令人称道，其不愠不火、爱而
有度和爱而有道的情感品质，对今天某些异化的情感而言具有警示作用。此
外，季哥的行侠仗义和博大胸怀；二姐的泼辣直率和敢说敢做的性格都令人
过目难忘。

影视互拍常常留有遗憾和缺憾。剧版《钢的琴》的剧情略显拖沓冗长，尤
其是情感戏的铺陈，明显有注水和勉强的痕迹，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电影版的
思想浓度和艺术力度。三角恋情感戏的构架虽然有助于推动剧情扩展，但过
渡承转的裂缝还是比较明显。人物表演方面，无论是王千源版的陈桂林与李
乃文版的陈桂林相比，还是秦海璐版的淑娴和汪洋版的淑娴对照，都有一定
差距，也许是受影视互拍的制约，后者总是在刻意模仿和靠近前者，没有将自
己的特色和风格完全表现出来，缺少一种骨子里面的韵味和美感，人物“精气
神”的质感和品相皆有淬炼与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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