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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创意

聚光灯

天工开物

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

□□ 张经武

近年来，随着《战狼 2》《湄公河行

动》《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烈火英

雄》《中国机长》《攀登者》等一系列电

影的成功，一个新的名词——“主旋律

商业大片”横空出世。这一概念可作

为这一系列弘扬家国情怀、寄托时代

精神，同时又赢得巨大商业成功影片

的宏观类型概括。“主旋律商业大片”

一反人们眼中主旋律片过于政治化的

刻板印象，同时告别了传统主旋律片

在制片投资上的小家子气，通过大投

入和精良制作生产出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共赢的电影作品，赢得一片叫好

声。“主旋律商业大片”的成功依赖其

带有某些共性特征的创意路径，本文

试作总结与分析。

寄托家国情怀但不生硬宣教

传统主旋律影片过于强调宣传教育

责任，容易流于政治化和生硬说教，容易

导致观众形成关于主旋律影片的刻板印

象。比如英雄人物的“高大全”、反面人物

的贼眉鼠眼、正面角色的不食人间烟火、

局部细节的夸张等等。尤其是在人物台

词方面，一些对话或独白政治宣教色彩较

浓。这些特点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是可以

理解的，可一旦成为刻板印象，便会成为

影响当代观众欣赏主旋律影片的心理障

碍。这也正是当下影院一部分主旋律影

片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并不是这些影

片乏善可陈，而是生硬宣教的刻板印象成

为欣赏这些影片的最大阻隔。

“主旋律商业大片”采取现代人可

以接受的故事呈现方式，尽量将传统主

旋律影片随处可见的“主旋律”变成隐

而不显的“正能量”，寄托家国情怀但不

陷入生硬宣教。比如较早出现的一部

“主旋律商业大片”《冲出亚马逊》大大

缩减主角台词中的宣教语言，将家国情

怀寄托于两位中国军人接受国际军事

训练和执行突发救援任务的行动中。

为了祖国尊严，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最

终以过硬本领和超凡胆识捍卫了中国

军人的荣誉，弘扬了正能量，激发出观

众强烈的爱国情感。再比如《攀登者》，

以真实的讲述、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

表演来寄托为国攀登的“大我”之情。

题材求新求真

“主旋律商业大片”不断成功的创

意秘诀还在于在题材选择上不断求新

求真。在“影像冗余”的时代，观众口味

已经非常刁钻，对同一题材的电影可能

陷入“审美疲劳”。近年来的“主旋律商

业大片”在题材选择上不断求新，这是

留住观众热情的重要原因。“建国三部

曲”“战狼系列”“行动系列”等系列影片

意味着题材类型的创新，而《流浪地球》

《烈火英雄》《攀登者》等单部影片又意

味着具体题材的创新。因为这些创新，

激发出了观众的新口味和新兴趣，也就

留住了“主旋律商业大片”的观众。

因为真实所以感人，因为题材真实

所以观众买账，求真也成为“主旋律商业

大片”在题材创意上的一条路径。《湄公河

行动》《红海行动》《烈火英雄》《攀登者》

《中国机长》等影片都改编自真实的新闻

事件或者历史事件，这些电影通过对真

人、真事、真场景的再现来完成创作，在影

像中还原新闻现场和历史现场，让观众

产生亲临现场的真实感、代入感和见证

感，也就是与影片产生了强烈共鸣。

“小题”“大题”都尽量“大作”

“主旋律商业大片”创意的成功路

径还在于题材求真但不止于求真，更大

胆追求合理而丰富的艺术想象，无论

“小题”“大题”都尽量“大作”，追求深加

工，注重大制作。传统的主旋律影片许

多是现实主义的逼真呈现，而“主旋律

商业大片”更看重浪漫主义的表现。

传统的主旋律影片许多都是小投资小

制作，而“主旋律商业大片”一般都是

投入巨资和高科技的大制作。比如

《我和我的祖国》里的几个故事看似都

是小故事，但都融入了浪漫主义的表

现和奇观化的大制作。再比如“建国

三部曲”三部电影都涉及宏大的革命

历史题材，影片生产制作团队投入了

巨大财力、人力、物力和高科技去现实

题材应该有的恢弘大气。

影像的奇观感一直是电影没有被电

视和网络视频所替代的关键原因。因为

坚持“小题”“大题”都尽量“大作”，“主旋

律商业大片”确保了电影影像的奇观感，

确保了电影“好看”，让观众留在影院，和

影像一起驰骋想象，见“所未见”。

突出主要角色的崇高美

“主旋律商业大片”能够吸引如此

众多的拥趸，做到叫好又叫座，还与其

着力于营造崇高美的创意之道有关。

在“战狼系列”“行动系列”和《中国机

长》《烈火英雄》《攀登者》《流浪地球》等

众多代表影片中，主要角色都被塑造成

英雄人物形象，他们或舍身救险，冲锋

在前；或无私奉献，视死如归；或孤胆深

入，力战群敌；或铁肩担道义；苦苦支

撑，表现出无私忘我、勇于奉献、敢于牺

牲的崇高之美。这些主要角色的崇高

美就是使观众能够被电影深刻感染的

共鸣点，它能点燃观众心底蛰伏的正义

和热血、悲悯和良善。

英雄主义一直是好莱坞电影的常

胜之道，也是世界电影的恒久主题。英

雄人物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和牺牲精

神正是任何时代都不过时的主旋律，英

雄人物身上的崇高美正是“主旋律商业

大片”吸引观众的法宝。

注重观众多样化诉求的满足

对于电影观众而言，观影诉求既有

相同相通的部分，又有各不相同的部

分。对精良制作的需求，对创新和真实

感的需求，对崇高美的欣赏，这些方面

可视作一般观众的共同需求。但观众

是多样化的，年龄不同，口味不同，观影

诉求也不尽相同。有的观众喜欢看真

实的历史，有的观众喜欢看雄奇的想

象，有的观众喜欢看缠绵的爱情，有的

观众喜欢看社会反思……电影不能只

满足某种单一诉求，应尽可能满足更多

观众的多样化诉求。

“主旋律商业大片”之所以叫好又叫

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经典影

片不是“单声部”，而是“多声部”，不仅有

主旋律，还有“从旋律”。徐克版《智取威

虎山》中的武侠文化和革命浪漫主义场

景，《攀登者》中感天动地的爱情和对人

性的反思，“战狼系列”中独狼决斗式的

炫酷动作和或明或暗的爱情线，《中国机

长》中的美丽空姐，《红海行动》中的枪战

游戏式场景，这些因素满足了不同观众

的多样化或独特化诉求，使电影更加出

彩，也使其更加具备吸引力。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教授）

主旋律商业大片的创意路径主旋律商业大片的创意路径

□□ 董进智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明月

村，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村落，如今引

起海内外关注，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

村。明月村打造“明月国际陶艺村”，激

活了沉睡的资源，吸引了130多位新村

民，催生了40多个文创项目，促进了城

乡融合发展。

明月村的嬗变，正是在于它走上了

乡村艺术化的发展路子。进一步看，乡

村艺术化是乡村振兴的新课题、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新趋势。

乡村艺术化探索源于美丽乡

村建设实践，对乡村艺术化的思考

则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后。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乡村振兴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

化，这样求我们要实现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还要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提供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真善美的

统一。

专家学者对于乡村艺术化研究有

着共鸣。中央党校教授张孝德说，未来

的农业将是艺术家的产业；华中师范大

学教授徐勇认为，乡村未来的最高境界

是艺术化；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指

出，乡村艺术化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填补

了乡村建设理论的空白。

可以想象，要不了多久，乡村艺术

化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还将引

领“一带一路”的乡村建设。

乡村艺术化绝不是天方夜谭，

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已

经有一批成功的探索。

乡村艺术化在国内外都有一批鲜

活的范例。比如，德国施雷勃田园、荷

兰羊角村、日本合掌村等等都被誉为童

话世界……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

术节。2000年在日本新泻县创办，三年

一届，打造乡土的在地艺术节。艺术节

发掘农村存在的意义，把梯田、农舍、雪

景、山川及日常用具作为艺术的元素和

符号，进行艺术实践，再用艺术来聚集人

气。举办艺术节的初心只是“让老奶奶

老爷爷们开心”，却促进了传统产业再

生，激活了地方资源，唤醒了乡村活力。

国内，从浙江松阳陈家铺、广东顺

德青田、海南三亚中廖、四川安仁南岸

美、甘肃秦安石节子这些村来看，正在

走向乡村艺术化。主要表现在：工艺、

舞蹈等众多艺术门类协同发展；现代艺

术与传统艺术交相辉映；艺术对乡村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融入；注重彰

显乡村独特的价值；开始形成艺术乡村

群落；村民正在入场担当主角。

往深层次看，艺术是人的精神需

要。当生理、安全、社交、尊重等基本需

要满足以后，人们就会产生自我实现的

需要，包括审美的需要，这是人区别于

动物的最重要的方面。我国著名美学

家宗白华先生曾把人生划分为功利、伦

理、政治、学术、艺术、宗教六种境界，实

际上把追求美的艺术境界作为普通人

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研究乡村艺术化既要了解艺

术，又要从生态文明、文化多样性

和审美判断、艺术鉴赏角度重新审

视乡村。

所谓艺术，是 18世纪中叶在欧洲

形成的概念和体系，它以绘画、雕塑、舞

蹈、诗歌、音乐等形式模仿生活、塑造形

象，为人们营造一个个精神的家园，把

人们引入独特的情景，让人们沉浸其

中，使我们受到愉悦、教育和净化。

今天的艺术千姿百态、千奇百怪。

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说：艺术是什么？

或许，这是一个艺术理论永恒的难题。

但是艺术与我们同在！的确，没有哪一

个社会不与某种形式的艺术相关联。当

代艺术理论还倡导“人人都是艺术家”。

不管潮流怎么演变，还没有谁说美

的艺术不是艺术，事实上古典艺术有着

永恒的魅力。因此，乡村艺术化应当在

真善美的统一之中，去展示乡村的自然

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

乡村则是艺术之母。中国艺术研

究院牛克诚教授指出：艺术与乡村有着

天然的联系。艺术最初源于乡村，后来

成为城市的专利，现在要回归乡村。显

然，要弄清乡村与艺术的关系，必须打

破思维定式，重新认识乡村。

今天，人们进一步看到乡村独特的

价值。比如：生产上，同鲜活的动植物

打交道，呈现出多样性、微妙性和随机

性；生活上，相对宁静，富有诗意，给人

以浪漫的体验；生态上，贴近自然，融入

自然，天人合一；文化上，淳朴、互助、和

谐，带着浓浓的乡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乡村价值将日

益凸显。难怪美国城市社会学专家芒

福德说，城与乡，同等重要。

乡村艺术化不是植入的，它源

于乡村，从乡村的山水、田园、文

化、社会中自由生长，彰显出乡村

独特的价值。

当然，要说清楚乡村艺术化，目前

还有困难。但可以肯定，它不是由外面

“植入”的，它应该是从乡村自身“长出

来”的，源于乡村的山水、田园、生产、生

活、民俗、文化，彰显着乡村价值。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乡村艺术化要

排斥艺术家们的介入，事实上艺术家们

是乡村艺术化的启蒙人和推动者。不

仅如此，乡村艺术化还需要以开明、开

放的眼光，广泛学习借鉴现代艺术的理

念、媒介和手法，借以提升自身水平。

现在，在全国已经有一批年画村、

陶艺村、竹艺村、摄影天堂、音乐小镇、

诗歌之乡……当乡土的艺术涵盖乡村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

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因的时候，乡村

就基本实现艺术化了。

这样的乡村艺术化是自然山水、艺

术田园、农耕体验、诗意栖居的结合。

自然山水，山水、林田、湖草有着内

在的和谐，这是乡村艺术化的天然底

色。艺术田园，要保护和建设基本农田，

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注重种养循环，并

融入文化、艺术元素搞好创意设计，推行

精耕细作让美丽田园成为乡村独特的风

景线，这是乡村艺术化的鲜明特色。农

耕体验，要发展现代农业，让人们与动植

物生命过程打交道，把农业劳动变成农

事体验，从参与、体验中品味人生乐趣；

培育民间艺人，提升特色产业，让人们分

享乡村美食等活生生的农耕文化，这是

乡村艺术化的文化标识。诗意栖居，要

保护乡村肌理，弘扬传统文化，科学规划

村落，着力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民居

功能，多样化、个性化展示村落民居风

貌，让人们“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这是乡村艺术化的综合体现。

乡村艺术化要站在推动农业大国

向农业强国跨越的高度，以多样化美打

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总之，艺术化是乡村的未来。未来的乡

村，将因艺术化而与城市交相辉映、相

得益彰，人们将在那里诗意地栖居！

一个被年画画满诗情画意的美丽村庄

《智取威虎山》电影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