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大精深的戏曲艺术为我国戏

曲电影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促进

戏曲电影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守正创

新”……日前，在 2023 年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期间举办的戏曲电影论坛

上，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戏曲电影

的发展与创新之路。

纵观我国电影史，戏曲电影一直

占有重要地位。1905 年，京剧《定军

山》被搬上银幕，成为中国第一部电

影。此后，从《生死恨》《梁山伯与祝

英台》，到《刘三姐》《花为媒》，再到

《曹操与杨修》《白蛇传·情》……一百

多年来，戏曲电影为我国电影艺术的

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近年来，面对电影创作观念的创

新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如何在保

留戏曲艺术魅力的同时，推动戏曲电

影更好地拥抱时代、拥抱观众，成为

不少戏曲电影人思考的话题。

中国电影家协会戏曲电影专业

委员会副会长孟中华表示，戏曲电影

是推动戏曲繁荣的重要手段。戏曲

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结合，对于弘

扬中华文化、普及舞台艺术具有积极

作用。

一些与会人士认为，戏曲电影不

能简单地把戏曲舞台表演照搬到银

幕之上，而是应该在展现戏曲艺术表

演程式的同时，注重用电影视听语言

来进行故事呈现。

在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路海波看

来，电影镜头可以聚焦舞台演出中

观众难以看到的细节，由此放大戏

曲艺术之美，进而增强戏曲艺术的

传播效果。

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以戏曲

电影《敦煌女儿》为例，分析戏曲艺术

与电影艺术在表达方式上的区别。

“把《敦煌女儿》从舞台搬上银

幕，我们对剧本进行仔细打磨，使其

与电影的表达方式相契合。”茅善玉

说，演员在进行表演时，也要注重舞

台艺术和电影艺术的区别，“在戏曲

舞台上，我们是通过音乐、唱腔来带

动情绪。但在电影镜头前，演员要学

会用眼神、面部表情来表达情感。”

近 年 来 ，电 影 技 术 手 段 更 加 多

样，不少戏曲电影创作者也在积极探

索戏曲与技术的融合创新，使戏曲电

影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

例如，2021 年上映的粤剧电影

《白蛇传·情》以白娘子和许仙爱情故

事为基础，融入中国绘画艺术风格，

借助 4K 技术及视觉特效呈现场景，

收获观众好评。

对此，制片人孙金华表示，戏曲

电影不能只是拍给戏曲工作者、戏迷

看，应面向更多电影观众。近年来，

以《白蛇传·情》为代表的一些戏曲电

影让不少年轻人爱上戏曲。希望未

来有更多电影人通过精诚的态度创

作出精品佳作，带动更多观众感受戏

曲艺术的风采。

上 海 市 文 联 副 主 席 滕 俊 杰 说 ：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通过 3D、8K 等

技术进行戏曲电影制作。让戏曲电

影插上科技的翅膀，可以让戏曲艺术

飞得更高更远。”

“戏曲电影人既要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也要关注当下生活、反映

时代，创作出更多接地气的现实题材

作品。”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

党委书记李晋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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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林业题材电视

剧《父辈的荣耀》，讲述了 20 世纪 90 年

代末，以顾长山为代表的林业工人守护

林场、实现传承的故事。创作者以三代

林业工人的生活变迁为叙事线索，以浓

浓的烟火气与人情味串联起林业改革的

历史进程，展现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发展之路。

剧集开篇，航拍长镜头从一棵大树

推向广袤森林，表现林场从遍野新绿、

万木吐翠到层林尽染、茫茫雪原的四季

变化过程。紧接着画面一转，工人们在

热气腾腾的澡堂里抓阄，决定次日进山

伐木的位置，而队长顾长山却在寒风中

收到了裁员限产的通知。一冷一热，故

事背景和人物关系在生存发展与改革

大势碰撞的叙事框架中建立起来，赋予

作品较强的戏剧张力。创作者还用丰

富的细节铺陈真实的年代质感和生活

气息：三道沟林场家属区四面环山，由

一条铁道、一趟绿皮小火车连通外面的

世界；林业工人家都是齐整的木栅栏、

砖瓦房；东北特色的灶台大铁锅、酱缸、

火炕、炕桌一应俱全……这些场景、道

具将东北林场生活具象化地呈现出来，

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那个年代林业工

人的喜怒哀乐。

正 如 该 剧 导 演 康 洪 雷 所 说 ，在 传

统文化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着

千年的惯性。而要将向山索取转变为

封 山 育 林 ，对 于 住 在 山 里 、用 在 山 里 、

吃在山里的人来说是一次翻天覆地的

变 化 ，必 然 要 经 历 纠 葛 、迷 茫 和 困 顿 。

顾 长 山 和 他 的 师 傅 宋 留 喜 努 力 工 作 ，

因 出 色 的 业 绩 被 单 位 肯 定 、被 时 代 铭

记 。 当 变 革 和 挑 战 接 踵 而 至 ，以 顾 长

山 为 代 表 的 林 业 工 人 顺 应 时 势 ，理 解

变化，互帮互助，开拓前进。到了剧情

后半段，陈兴杰等年轻一代成长起来，

他 们 开 办 公 司 ，助 力 国 家 公 园 的 兴 建

开 发 。《父 辈 的 荣 耀》通 过 表 现 三 道 沟

林场人走过的路、迈过的坎，映照中国

林 业 人 在 人 生 起 伏 中 不 断 转 变 观 念 、

适应发展、迎接挑战的过程，梳理出社

会 观 念 不 断 发 展 演 进 的 时 代 脉 络 ，润

物 无 声 地 传 播“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的理念。

以 家 庭 为 单 位 展 开 叙 事 ，更 容 易

深入生活，打动心灵。《父辈的荣耀》从

顾长山一家的经历切入讲述。出于善

良本性和责任感，顾长山收养了兴杰、

凤勤、自强等三个工友的孩子，组成七

口之家。从孩子们因各种原因来到顾

家，到他们考大学、结婚、创业，作品以

琐碎却温暖的家庭故事串联起林业改

革、建设的历史阶段，以生活视角书写

时代变迁。

血肉丰满的人物塑造是家庭叙事的

重要特征。顾长山尽心尽责、竭尽所能，

这个形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寄寓着

创作者对男人、对父亲的诸多期待，以及

对时代发展进程中传承与发展关系的深

刻理解。剧中的其他角色也十分出彩，

比如他的妻子刀子嘴豆腐心，养子陈兴

杰积极进取，继子兆成老实本分，每个人

都有独特鲜明的性格特征和合乎逻辑的

行为动机，做到了“人有其性情，人有其

气质”，勾勒出一组富有时代质感的人物

群像。

总之，《父辈的荣耀》真实描写生活细

节，立体塑造典型人物，生动呈现生态文

明建设发展过程，为观众徐徐展开一幅兼

具厚度和温度的林场生产生活图景。

□ 李胜利

电视剧《父辈的荣耀》——

再现林场生产生活图景

彰显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纪录片《中国》第三季讲述了盘古

开天地、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新石器

时代农耕文明的兴起等内容。该片以

当代视角，回溯早期神话与先民历史，

在对自身文化的叩问与释疑过程中，

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在主题立意上，《中国》第三季充

分表现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

文明的博大精深，体现出中华民族世

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

世 界 观 、人 生 观 、价 值 观 和 审 美 观

等。第一集《创世》，以屈原在《天问》

中的“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

形，何由考之？”这一提问开篇，代表

了中国人追寻宇宙奥妙的千年之叹，

以及数千年来探索无穷远方的不懈

努力。《中国》第三季由此为引，从盘

古走向周公，直至礼乐建成，中国人

始终关注的天地人的秩序，是贯穿中

国神话到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也成

为该片的叙事主线。

《中国》第三季前三集《创世》《山

海》《五帝》，讲述蕴含中国先民自然观

与世界观的神话体系。第四集《家园》

以土地为切入点，从神话世界跨入现

实世界，在有据可考的农耕文明中发

现华夏历史的脉络。在第五集《双璧》

里，节目以“玉”切题，结合考古发现，

梳理中国“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从

而折射出礼制的萌芽。观众对该节目

的精练叙事与生动表达给予肯定。

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第三季在前两季的基础

上，着力于对中华文明源头的探索和

思考，通过追溯和叩问突出表现了中

华文明的连续性。该片从中国上古神

话开篇，通过对英雄人物和事迹的描

摹，给出了解码民族文化基因的一个

样本，提供了认识民族精神世界的一

扇窗口。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增强历

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从内容上看，不同于前两季梳理

自春秋至民国时期对中国历史发展有

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与故事，回到历史

现场刻画出时代群像，《中国》第三季

追溯的是上古三代，从神话传说到考

古史料，从满天星斗的史前社会到夏

商周，全片以礼制的孕育和发展为主

线，探寻中华文明的源流。

“思想+艺术+技术”的融合表现手法

2020 年以来，《中国》前两季凭借

“何以为中国”的历史叩问在文化类作

品中脱颖而出，用融汇纪录片和戏剧

舞台的表现手法，创新中国形象的叙

事表达。《中国》第三季通过“思想+艺

术+技术”的融合创新，采用手绘和数

字化技术的全新影像呈现，从内容、制

作、表现形式上进行全面革新。创作

者用富有创新性的活泼画风和独树一

帜的音乐效果，赋予作品以时代审美、

新鲜感与想象力。

《中国》第三季创作团队查阅梳理

大量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力求以

精湛的文字艺术表达能力，呈现中华

人文精神的源头，中华文明的源与本、

根与魂。邀请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作

为学术顾问，请他们在整体上把握作

品历史脉络的同时，也将各自的所学

所长、最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融

进创作之中。

根据上古、夏商周所呈现时代的

特殊性，主创团队独创式地采用“绘

画+CG（计算机动画）”的影像呈现方

式，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先采用中

国传统绘画与当代技巧，描绘出古老

传说中的人物与事件，再通过 CG 特

效给近千幅艺术画作以灵动的表现

力。这种方式利用绘画和数字化技

术，以原画为“引”，激发观众视觉、听

觉与想象力之间的交融，让观众既能

身临其境地感受上古故事的现场与

温度，又能构建起一个关于中国神话

的想象空间。

《中国》第三季用深入浅出的文字

表述娓娓道来，以瑰丽灵动的视听表

达引人入胜，深沉又生动地让观众认

识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新时代，文化在振奋民族精

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作用充分凸

显。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

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孙孙 晖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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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

的饮食文化探索类综艺节目《一馔千

年》第二季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节

目深耕中华美食文化，寻觅既有历史

意蕴又具时代特色的美食，带领观众

领悟古人的生活智慧及其在当下的

传承发展。

与第一季不同，《一馔千年》第二

季走出演播室，以“接单”的形式，面

向 来 自 全 国 50 多 个 文 旅 单 位 的 邀

请，为各地量身定制一张张美食名

片。在首期节目中，嘉宾随着全国首

个可折叠可移动的智能厨房“总台饕

餮号”来到苏州吴江，探寻“金齑玉

脍”等古籍中的名菜，感悟古人先贤

的饮食养生心得，挖掘美食背后的人

文价值。

节目将创作触角深入到历史和

生活的深处，翻阅古籍找寻美馔、深

入生活激发创意。如嘉宾们在品尝

“十二鱼鲜”后理解了为什么这种美

食能勾起西晋张翰的思乡之情，使他

毅然辞官归故里，“味道”所承载的真

挚情感穿越古今、打动人心；从历史

上的桑基鱼塘到如今无污染循环养

殖的鱼菜共生科技农场，嘉宾们在寻

找食材的过程中感受传承千年的生

态智慧；“每月一鱼”的时令美食展示

了中国人“不时不食”的特点与智慧，

巧妙连接起美食背后的民俗文化；在

表现随州美食“曾侯乙蒸牛肉”时，青

铜器与古馔两种传统文化载体相遇，

碰撞出别样火花……《一馔千年》从

当代人的视角品味千年文化的滋味，

让古籍的底蕴与生活的韵味相互交

融，将中华美食中独有的创造之美、

情感之美、传承之美尽数展现，在寻

味的过程中让观众与古人进行了一

次“跨时空交流”。

更为可贵的是，创作者不仅发现

了古籍中美食的历史味道，更挖掘出

它的现实价值，让传统文化以一种润

物无声的方式融入当下观众尤其是

年轻人的生活。比如，主创针对现代

人品尝美食时强调仪式感的特点，把

宋锦巧妙融入节目品馔会的场景中，

解读花纹、技法的新寓意。通过这种

细节的铺陈，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一种全新

的姿态飞入寻常百姓家。

随州香菇、东坡肘子、松阳煨盐

鸡、通辽牛肉干、徐州羊方藏鱼、阿勒

泰手抓羊肉……中华大地上物博馔

丰，各地都有别具一格的特色风味。

节目利用生活流叙事的优势，让历史

美馔走出古籍，与美景、民俗、物产等

文旅产业链上的元素连接在一起，让

观众一边领略美景，一边品味美食，刷

新文化体验，也助力文旅产业发展。

以美食为引，以文化为经，以历

史为脉。《一馔千年》第二季用美食的

载体和综艺的形式，编织出一条从历

史到当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

传承之路，开拓文化类节目 IP 的新

版图，为影视创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一种新思路。

□ 夏龙飞

藏在历史里的味道

近 日 ，大 型 历 史

文化纪录片《中国》第

三 季 播 出 。 作 为《中

国》系 列 收 官 之 作 ，

《中国》第三季持续彰

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中国精神的奋发

昂 扬 ，以 神 话 传 说 溯

源 中 华 文 明 ，激 活 中

华 文 化 生 命 力 ，可 以

说是一部艺术创造力

和中华文化价值相融

合 、中 华 美 学 精 神 和

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

的创新力作。

纪录片《中国》第三季剧照

电视剧《父辈的荣耀》剧照

《一馔千年》第二季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