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6 日，第 37 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在福建厦门揭晓。最佳

故事片花落张艺谋作品 《第二

十条》，雷佳音凭此片收获最佳

男主角奖；陈凯歌执导的主旋律

大片《志愿军：雄兵出击》获评

委会特别奖与最佳导演奖。

一直以来，金鸡奖有着中国

电影界专业奖项的美誉，是业界

最具分量的表彰之一。评委会在

用重磅奖项嘉许家国情怀、现实

主义、 中国电影工业化探索、传

统文化传承等中国电影的独有

魅力之外，还在全球电影困境中

用专业的表彰拉直问号、放大真

知，就像凭《我们一起摇太阳》

获得最佳编剧奖的韩延所说：

“观众是中国电影的太阳。 ”

观照普通人生活，书写

生命本色

电影常被视作带有重工业基因的

文化产品，电影越“贵” 越好吗，好电影

只能仰仗高配的技术、巨额的投资吗？

《志愿军：雄兵出击》固然是大场

面大制作，但导演陈凯歌觉得，影片的

精 魂 甚 至 影 片 拍 摄 的 初 衷 只 有 一

个———为了不能忘却的人。 致敬历史、

致敬最可爱的人、致敬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才是志愿军的故事常写常新且总

能与观众通心的密码。

《第二十条》为张艺谋导演带来了

他个人生涯的第 11 座金鸡奖杯。 他的

最新获奖感言里，现实生活与演员们的

出色表演被放到突出位置。 作为国内首

部聚焦正当防卫议题的现实题材影片，

该片以现实故事、 亦庄亦谐的叙事风

格、小人物视角展现了《刑法》第二十

条背后的法理人情。 “没有好演员，不

可能有这样的电影。 ” 张艺谋说，《第二

十条》中大量的即兴、自然流露、剧本中

反映的人性复杂深刻以及不可多得的

幽默，这些都是靠演员完成的，是靠深

入生活的创作者完成的。

同样，《三大队》和《我们一起摇太

阳》击中人心的力量也不是视听层面的

炫技。 电影《三大队》从纪实文学里来，

根本在于“人” 的胜利，片中那些在现

实与时间沉沦里或坚定或徘徊的人，是

与观众生命经验相契合、能与之共徘徊

共辗转的情动之因。 最佳男配角得主王

骁饰演的马振坤浸润满满的生活气息，

又在人性辗转中演出了张扬与内敛的

丰富层次。 《我们一起摇太阳》是韩延

的“生命三部曲” 的终章，从《滚蛋吧！

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到新作，他

始终聚焦生命议题， 关注普通人的境

遇。 “摇太阳” 里，两个手拿“人生差剧

本” 的重症患者，相识、相知、相互支持

进而双向救赎，人生值得“再来一瓶”

的暖流在许多观众心底流淌。 更不消

说，手握最佳女配角奖杯的刘丹说出了

让许多人为之触动的幕后事：“我们只

有不到 30 个人，感谢金鸡，给予小小的

团队大大的鼓励。 ” 电影《乘船而去》

里，家的羁绊、生命的议题，都被导演融

入了江南美学娓娓道来。

这些获奖影片反复证明 “真实自

有千钧之力” ，真实的人间和时间淬炼

出的故事， 是可以越过视听奇观抵达

人心的。 而中国电影确实需要这一类

作品，它理应深度关注现实、真诚关心

人的境遇。

从传承到交流互鉴，新

力量崛起是持久驱动力

全球电影正在共同经历数字娱

乐产品带来的时代阵痛 ，中国电影人

怎样才能在空前的困境中保持定力，

成就中国电影的生生不息？ 中国电影

是中国文化 、中国故事 、中国精神的

传承者 、传播者，它该以何种姿态参

与全球电影发展、助力中外文化交流

互鉴？

在金鸡奖的表彰中，传承与交流互

鉴成为高频词。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

得者、 第四代导演谢飞今年 82 岁高龄

了。 作为见证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代导

演，他的《香魂女》《本命年》《湘女萧

萧》都是留得住的佳作，也都能在海内

外兼收美誉。 金鸡奖颁奖现场，谢飞导

演说，他拍戏是因为想用作品与实践去

“给学生教真知灼见” ， 在拍电影中教

电影。 长期以来，谢飞不仅任教电影学

院，还在社交平台开设账号，常常更新

观影体验，身体力行向大众、向青年人

普及电影艺术。 与此同时，这位用电影

语言书写历史进度，镜头里总能融汇传

统美学精神与现代意识、东方气质与全

球视野的导演，致力于走遍世界传播中

国电影文化。

最佳男主角雷佳音从两个维度里

道传承。 他说自己 16 岁时，恩师吕晓禾

引他走上表演路，改变了人生。 吕晓禾

早在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时就将最

佳男主角奖收入囊中。 他同样感激张艺

谋，合作四回，两人还没留电话，演员用

打趣的方式说，“不讲人情世故，在导演

的剧组， 我真的每天都想成为更好的

人” 。 李庚希成为 37 届金鸡奖历史上

的第一个 00 后最佳女主角得主。 事实

上，同样获得提名的张子枫、周美君也

都是 00 后演员。新力量的崛起，将是中

国电影的持久驱动力。

全球视野、国际传播、中外文明的

交流互鉴，也在此次金鸡奖颁奖中被频

频提及。 获得最佳纪录 / 科教片奖的

《里斯本丸沉没》为全人类的战争伤痛

打捞历史， 也在历史中记录了可敬、可

爱的中国人民形象。 最佳美术片《守龙

者》由中国与西班牙合拍，既有中华传

统文化视角，又有国际故事内容，开创

了国产美术片与国际合作的先河。 收获

最佳外语片奖，《奥本海默》 的领奖代

表说得很真诚：“这奖杯很沉重很特别，

我一定转达地球那头的团队，全球电影

事业要长盛不衰，全球电影人都是骄傲

的、幸福的、有使命的。 ”

王彦

《重回永乐大典》：

关注古籍修复，激发观众文化情怀

一寒

新华社电 “中国·北京电影

展” 11 月 17 日在约旦首都安曼

开幕。 影展期间，展映了《海关战

线》《消失的她》《年会不能停！ 》

《金手指》4 部影片。

中国驻约旦大使陈传东当天

在开幕式上说，中国与约旦都拥有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近

年来电影艺术和产业均实现快速

发展，各具特色，前景广阔，期待中

约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结出更

加丰硕的成果。此次展映的影片讲

述了中国社会变迁中情感纠葛、职

场文化、正邪之争的故事，希望观

众通过观影了解中国当代社会，了

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 价值观念，

促进心灵沟通，产生情感共鸣。

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总干事

穆汉纳德·巴克里在致辞中说，此

次电影展对约旦观众来说是一个

特别的机会，可以踏上感受深厚而

悠久的中国文化的电影之旅，希望

约中这种合作今后能够继续下去。

此次 “中国·北京电影展” 由

北京市电影局和安曼中国文化中

心联合主办，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

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承办，并得到

中国驻约旦大使馆、 约旦文化部、

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的支持。

� � � � 年代生活情感大剧《小巷人家》是

正剧“专业户” 正午阳光的又一新作。

剧集开播就以浓浓的烟火气人情味，真

实还原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面

貌，备受好评。

该剧改编自幻想工场作者大米的

同名小说，由张开宙执导，侯鸿亮任制

片人，是妥妥的正午阳光“标配” 。 剧集

的演员阵容也很强大，由闫妮、李光洁、

郭晓东、蒋欣、范丞丞、关晓彤、王安宇

领衔主演。 故事主要围绕上世纪 70 年

代末，同住在苏州棉纺厂家属区一条小

巷里的庄、林两个家庭展开。 面对恢复

高考、 知青返城和改革开放等时代变

迁，两家的家长和孩子们的命运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剧情开篇就以棉纺厂分房这一极

具时代特色的事件开始，厂花宋莹（蒋

欣 饰）为了分到更好的房子，不惜将儿

子扔到了棉纺厂书记家中；而因为家中

人口较多而喜提新房的纺织厂女工黄

玲（闫妮 饰），则要面对丈夫家婆婆妈

妈的人情世故。

伴随着知青返城，故事还将展开更

为细腻的生活图景。 剧中，为了能节省

开支早日“喜提” 电视机，宋莹一家三

口开启了花式吃蛇瓜的“艰苦” 生活，

笑点频频。 黄玲面临婆家的恶意 “压

榨” ， 同时还要在方寸之间的小屋中养

活小姑和表弟家的三个男孩，一场家庭

“大战” 一触即发。

过去，家长里短的剧集大多会集中

展现家庭内部的戏剧冲突，《小巷人

家》虽然也不乏黄玲与婆家之间的利益

冲突，但更多的笔触还是着重于描写一

墙之隔的校园中的两家人。 故事中，原

本软弱被欺负的黄玲在认识了宋莹之

后，逐渐学会了捍卫自己的权益，勇敢

地对毫无边界感的公婆说不；在与黄玲

成为邻居后，宋莹家之前始终“留守”

的儿子栋哲也终于有了共同成长的童

年伙伴。

不少剧情都充满了人设冲突带来

的喜剧感，种种反差充满了朴素年代独

有的情感羁绊，如宋莹、黄玲偷溜出门

带筱婷吃长寿面， 却被栋哲意外发现

时的哭诉； 小时候的栋哲经常去张爷

爷家看电视，因而被人嫌弃，庄家的外

甥鹏飞从贵州来过暑假， 也因为没看

过电视而“长” 在了栋哲家。 这种充满

温情又不失生活乐趣的桥段， 让剧集

除了“忆苦思甜” 之外，更平添了不少

普通人在艰苦条件下依然乐观生活的

积极表达。

故事同时以普通人生活编年史的

方式推进， 将上世纪 70 年代人所经历

的重大历史变迁，融入家庭生活的琐碎

中。 从开篇处的恢复高考，到鹏飞到来

后的知青返城问题，高考落榜生一鸣无

奈之下干起的“个体户” 生意，都寓意

着时代正逐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

足够浓厚的情感温度下， 时间往前推

进，小孩子们逐渐长大，而大人们则伴

随着时代变革的步伐迎来更多未知的

挑战。

从邻里温情过渡到青春故事，《小

巷人家》的故事广度得以扩展，对于现

实生活则产生了更为直接的情感观

照。 在那看似已经久远的年代，虽然有

过艰苦的困难时光，但邻里互助、家庭

温暖的情感却深植在不少人的回忆

里， 因此也让不少观众感受到刻在记

忆中的情感共鸣， 写出了独属于中国

人的年代浪漫， 也印证了真正有品质

的好剧不撒狗血也依然能够得到观众

的掌声。

李夏至

“中国·北京电影展”

在约旦举行

新华社电 为期 8 天的第 30

届“落叶时节” 明斯克国际电影节

日前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落下帷

幕，由中国导演张忠执导的影片《长

安·长安》斩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

高奖“落叶时节” 最佳故事片金奖。

《长安·长安》制片人史佳在

领奖时说， 爱是电影人的永恒主

题， 影片通过讲述为爱而战的故

事，传递对爱的珍视。

电影《长安·长安》以长安号国

际旅游专列为背景，通过哈萨克斯坦

学生阿雅娜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

跨国恋情与梦想的故事。 电影将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元素相融，构筑

出既古典又现代的叙事空间。

白俄罗斯文化部第一副部长格

罗马达对媒体表示， 本届明斯克国

际电影节共收到来自中国、意大利、

西班牙、印度、伊朗、俄罗斯等 124

个国家的 3405 份参赛申请，最终来

自 40多个国家的 130部影片入选。

明斯克国际电影节是波罗的

海、中亚及中东欧地区重要的竞赛

性电影节之一， 首届电影节于

1994 年举办。

明斯克国际电影节落幕

中国影片《长安·长安》

斩获最高奖

� � � � 2024 “银幕意蕴———意大利

新片在北京” 近日在中国电影资料

馆艺术影院拉开序幕，将为观众带

来 《还有明天》《荣归主颂》《绑

架》《未来的太阳》《老师的秘密》

《谢谢大家》六部意大利佳片。

这些展映影片曾入围柏林、戛

纳、鹿特丹、多伦多等电影节，其中

既可见到年轻作者的新锐探索，亦

有实力大导值得期待的沉稳之作。

其中，《还有明天》 由意大利著名

影人宝拉·柯特莱西自编、自导、自

演，以轻松的影调、扎实的剧作讲

述了一个战后女性解放的故事。作

为 2023 年意大利票房冠军， 该片

斩获了第 69 届意大利电影大卫奖

最佳新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

女主角等六项大奖。 同时，该片还

在不久前的平遥国际影展摘下了

首映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奖，堪称年

度不可错过的意大利新作。

“银幕意蕴” 于 2022 年启动，

2023 年首次落地北京，该项目在通

过电影推广意大利文化的同时，亦

致力于为各国的电影发行商、 电影

机构提供一个新的渠道，以观看、展

映和采购、发行意大利影片。该活动

由意大利驻华使馆携手意大利大使

馆文化中心、 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

举办，将持续至 11月 22日。

袁云儿

“银幕意蕴” 展映

六部意大利佳片

� � � � 11 月 15 日， 电影 《胜券在

握》 全国上映。 在此前举行的首

映礼上， 导演刘循子墨、 主演邓

超、喻恩泰、柯达、杨乃文等亮相

现场。

电影《胜券在握》将故事背

景聚焦于职场， 由邓超饰演的科

技公司老牌员工白胜被无辜裁

员， 为了赢回自己应得的 800 万

期权，他机智应对高层，与各路同

道中人组建全新公司， 试图赢回

失去的一切。

近年来， 越来越多国产片故

事聚焦职场。 区别于传统职场类

型电影的沉重和压抑，《胜券在

握》将以更加戏剧化、更加幽默诙

谐的形式展现。 同时，片中还加入

了许多悬疑色彩， 盘根错节的各

方势力、兵荒马乱的职场争斗，有

人雪中送炭， 也有人一直暗中监

视，有反转，也有笑点。 剧情全程

紧凑，让观众直呼过瘾。 片中，白

胜将组建的新公司命名为 “泡泡

工厂” ，导演解释，它既是白胜对

自己行为的自嘲———无奈之下编

造的谎言， 同时也包含着白胜对

前途的憧憬———泡泡被戳破后会

变成什么样？ 正如片中台词所说

“我们泡泡工厂不是泡泡” 。

北晚

电影《胜券在握》：

诙谐展现职场争斗

仅余不及原书 4%篇幅的 《永乐大

典》， 每次有新闻发生都会登陆热搜引

人关注，最近的一条消息是，讲述《永乐

大典》 修复故事的短剧 《重回永乐大

典》上线，该剧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抖音集团荣誉出品，红果

短剧、央视频联合出品，以免费形式供

网友观看。

《永乐大典》 被 《不列颠百科全

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

书” ，共 22937 卷，分装 11095 册，约 3.7

亿字，成书于明永乐六年（1408 年），单

是整个编修过程讲述起来都荡气回肠。

因战争、火灾、偷窃等厄运，正本下落成

谜，所存嘉靖副本、仿抄本、传抄本便极

为珍贵，任一发现都会引起震动。 因而，

短剧《重回永乐大典》便拥有了先天具

备的选题优势， 对于关注文物典籍、佚

书传奇的观众来说，有了一个再次了解

《永乐大典》的视角。

《重回永乐大典》讲述的故事，是

女主角邵白在“书灵” 元鉴的帮助下，

成功应聘到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所，两

人同心协力，一起修复、寻找并将《永乐

大典》 残卷与零叶还原并数字化的过

程。 故事有穿越情节，古代人元鉴穿越

到当代，只为心之所系的《永乐大典》

能够尽可能地原样重现，因此，剧名中

的“重回” 二字，并非主角回到明代见

证大典浩荡的编修工程，而是借助当代

人对古籍修复与传统文化的热爱，让散

失的典籍重回本来面目，展示其卷帙浩

繁与吉光片羽。

以短剧形式向观众展示 《永乐大

典》的过往与现在，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要知道，即便以电视剧的形式，也需要

较长的篇幅，才能够细致、全面地讲述

好《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而短剧如

何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容纳要传递给

观众的重要元素，这十分考验创作者的

格局、视野，以及轻重取舍等。 观看这部

剧，最直观的感受是，创作者将已有的

短剧经验，成功地移植到了这部严肃题

材当中，在市场上已经被观众了解且接

受的创作策略， 掌控了剧作的起承转

合，给出了一个“短剧并不短” 的观剧

印象。

《重回永乐大典》共 15 集，每集 3

分钟，这意味着，每 3 分钟短剧就要有

干净利落的人物关系交代， 情节推进，

冲突的制造与解决等等。 女主角邵白在

短剧中承担起了塑造当代年轻女孩形

象的作用，她独立、俏皮、勇敢、有活力，

围绕她，剧作勾勒出来都市生活的快节

奏，并且隐含了当代女性的职业价值观

与生活价值观等。 元鉴则揽过了古装戏

男主角的诸多看点，潇洒、儒雅兼具憨

厚诚实与足智多谋的性格特点， 可以

说，他是《永乐大典》数以几千计编修

人形象集大成者。 邵白与元鉴的对手

戏，构成了《重回永乐大典》的主要戏

剧情节张力。

但之所以说《重回永乐大典》是严

肃题材，是因为这部短剧并没有过多着

笔于男女主角间的碰撞， 它的底色构

成， 有对典籍残卷修复技术的精细呈

现，对纸张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无限热

爱，以及对时隔千年跨越古今实现灵魂

交流的渴望等等。 所以，这部短剧能够

吸引观众持续看下来的原因，是分表层

与内里的。 在娱乐性方面， 角色们之间

的互动， 提供了进入历史与文化深处的

入口，包括那些令人屏息的修复动作，也

具有相当强的欣赏效果； 但在文化感染

力方面， 主要来自短剧可以勾连出观众

内心的一种文化情怀， 这种一直潜存内

心的情怀， 需要不同的介质来映衬、托

起，最终成为一个人修养的组成部分。

自短剧进入产业化发展进程中后，

短剧创作在不断地变化、加速，也日渐

成熟， 讲述古籍修复的 《重回永乐大

典》的播出，也会对短剧创作走向起到

一定影响，大题材、正剧、精品化，将给

短剧的未来制造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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