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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原、飞驰的骏
马……看过电影《小马鞭》的观众，很难
不对其中的人、事、物、景产生向往和赞
叹。该片讲述了少数民族少年昂萨尔梦想
当一名叱咤风云的赛马手，赚取奖金，从而
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在众人的帮助下，
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完成了学业，还
为家乡的马背文化传承作出了贡献。

近日，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具体创作
生产的电影《小马鞭》创作研讨会上，与
会专家围绕这部电影的题材、主题、台
词、内涵等方面展开交流，并针对其叙事
结构、人物塑造、情感表达等方面提出了
意见建议。

回归儿童电影本色

《小马鞭》是一部风格清新自然的儿
童影片。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国电
影家协会原秘书长、研究员饶曙光说：

“它呈现了儿童片的本色，描写了孩子的
成长。这份成长不是通过苦难，而是通过
孩子自身对周围人和世界的认识所发生的
改变而获得的。这样的过程更回归人性，
回到人物本身。影片通过孩子的世界看周
围人，更能让观众产生共情。”

在叙事上，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中国电影资料馆）融媒体中心主任、《中
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主编皇甫
宜川认为，《小马鞭》在成人世界里建构
了一个儿童世界。他进一步说道，这个儿
童世界是由昂萨尔和小美丽构筑的，然后
又通过昂萨尔和父亲、哥哥以及小女孩爷
爷，尤其是和快递员的关系，将儿童世界
和外面的成人世界联系起来，二者叠加形
成戏剧冲突，由冲突到和解，展现了影片
主题和基调。

“影片虽然通过昂萨尔的儿童视角在
讲故事，但成年人依然能被感动，会被这
个故事牵引，其呈现并没有低幼化。”中
央戏剧学院教授李红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观看完《小马鞭》，中国艺术研究院
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孙承健的
直接感受是质朴干净。“无论是整体调性
把握、演员表演、镜头运用和场面掌控手
段，都在质朴中透露出坚定积极、纯粹干
净的力量，让人产生共鸣、涤荡人心。”

“一部电影成功与否，最终落点是有

没有塑造好人物，有没有用视听语言把人
物放在观众的脑海里和心灵间。从这个
角度看，《小马鞭》 成功了。”北京师范
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举例，
影片中，情节和人物关系实现了精准融
合，少年昂萨尔的表情、动作都深深打
动着观众。

民族文化打动人心

从类型角度看，孙承健将这部影片定
义为儿童体育片。他认为，这种类型在国
内电影中是较为稀缺的，其定位也是由新
疆地区独特的生活习俗所决定的。

《小马鞭》生动表现出的哈萨克族马
背文化，给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
长、研究员张卫留下了深刻印象。“马的
美学在《小马鞭》中表现得畅快淋漓，我
们感受到了哈萨克族男人作为马背英雄的
自豪感。”

“通过影片，我看到了传统和创新之
间的美妙关系。”《看电影》杂志主编、作
家、影评人阿郎说，影片主要体现的是马
和马术之间的关系。当下，马术是一种带
有表演性质的体育竞赛项目，可是对于一
些少数民族，例如哈萨克族而言，马是基
本生活的伙伴，骑马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影片中，我看
到了基于传统的、讲述人类生活际遇的永
恒话题，而这个话题又呈现出有别于以往
艺术作品的风格，这是让我感动的地
方。”阿郎说。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赵
丽芳表示，《小马鞭》的题材切入较为巧
妙。“一方面，我们看到醉人的草原风
情，看到故事的发生具有独特的民族和边
疆特色背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父子间
的亲情、孩子间的友情、多民族间的交
情，它表现出了人和人之间、民族和民族
之间温暖的交流。”

展现独特风土人情

张同道观察到，很多民族电影在拍摄
漂亮风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变成“炫
富”，把电影变成风光片和民族知识展示
片，喧宾夺主、陷入误区。但《小马鞭》
中的壮美草原、蓝天白云和哈萨克民族文
化都“融化”在情节里，不突兀生硬。

“那么美的风光和有意思的风俗，一定要
准确地放到故事中，特别是在人物形象塑
造的时候要融进去。”

赵丽芳也谈道，《小马鞭》没有为了
所谓的民族特色、边疆特色，用建造玻璃
围墙的方式，把整个故事架空在美丽但遥
远的时空语境里，而是非常写实地将物流
快递、马术进校园这些有当下时代特征的
新发展主动放在了故事中。

影片中的雪山、牧场、森林、河流等
赏心悦目。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
电影资料馆）电影史学研究部副主任、中
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研究员李
镇说：“对于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说，田园
牧歌式的美是无比壮观的，但影片用不
动声色的方式铺陈开来，让人特别激
动。”李镇用“一部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
电影”来形容《小马鞭》。他注意到，影
片画面色彩的饱和度很高，形式和内容相
互统一，环境和叙事以及人物塑造紧密联
系。“风景是影片主旨和人物精神世界的
外化，这么美的地方一定有美的故事和美
的人存在。”

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小马鞭》润
物细无声地展现了中国边疆地区发展进步
的新面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
电影资料馆） 融媒体中心副主任、《中国

电影报》副总编辑张晋锋观察到，美丽的
草原风光、赛马和骆驼等元素，展现出
独特的风土人情，整体观感既轻松愉
快，又无比感动。对没有去过新疆的观
众来讲，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可以说，
弘扬了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同时展现出
中华美学精神。

慢热作品细水长流

在多方肯定影片积极意义的同时，在
影片的叙事表达和宣传发行方面，专家也
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孙承健认为，影片想要表达的东西颇
多，比如两个民族的友谊，两代人的情
感，父与子的情感，兄弟之间的情感。

“想要表达的东西，无论是信息还是意义
如果太多，容易适得其反。在我看来，电
影叙事把一个东西表达充足就可以了，表
现得越多，观众接受得往往越少。”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认为，《小
马鞭》的适度原则把握反而使电影呈现出
独特的形态。“它具有朴素的故事，以儿
童成长、儿童心理变化为主线，但是又反
映了当代新疆社会生活和时代特征。这可
能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当代现实社会环境的
创作基调，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去接续发展
的方向。”

在做好影片发行方面，中国电影基金
会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
长张丕民提出几点建议。他认为，可以在
影片上映前夕，请相关网络博主以及电影
博主进行观看、给予宣传。同时，做好国
际传播，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宣传，让更
多国际观众可以看到《小马鞭》这样具有
鲜明民族特点的优秀影片。

由于在高校工作，赵丽芳谈道，当前
不少患抑郁症的孩子背后都有着原生家庭
教育问题，《小马鞭》既是孩子成长的故
事，同时也能让成人看到问题。因此，影
片在宣发时可以侧重在成人和孩子共同成
长等方面。

索亚斌坦言，从片名上看，影片或许
不会第一眼吸引观众，但它一定会有自己
的生存空间，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 《小马鞭》 属于持久放映的慢热型作
品，将影片和儿童教育、文旅行业等进行
结合开发，相信会带动儿童教育、新疆旅
游等多方面话题和产业发展。”

《小马鞭》：时代发展和民族文化和谐表达
□本报见习记者 齐雅文

当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被赋予新载
体，借助新媒体手段进行传播，形成“国
风浪潮”时，京剧电影的探索之路也行至
重要阶段——历经10余年的发展，“京剧
电影工程”4 部京剧影片 《四郎探母》

《红楼二尤》《群英会·借东风》《文姬归
汉》于4月25日全国上映，这是该文化工
程的电影首次全国公映，因此，备受京剧
行业与电影业内的热切期待。

“它有生命力，它是更长线的赓续。
20年、50年、100年以后再放这些影片，
它仍然是经典，仍然是精品，它让京剧国
粹得以存留，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是很有
生命力的。”国家京剧院原副院长、“京
剧电影工程”艺术指导小组召集人赵书
成如是说。

是国粹存续，也是“拾遗补缺”

说起京剧电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京剧电影《文姬归汉》中蔡文姬的扮
演者迟小秋分享了一件憾事：京剧四大名
旦之一程砚秋于 1956 年拍摄京剧电影

《荒山泪》，两年后，程先生千古，《荒山
泪》是程派创始人留下的唯一影像，“那
个年代他们没有赶上好时候，程先生拍电
影 《荒山泪》 的状态已经不如他巅峰时
期，如果说要赶上最好的时代，可能会留
下更多影像资料”。

无疑，“用电影的形式存续京剧艺
术”是京剧电影的首要文化使命，同样也
是新时代下优越的文化政策给予传统文化
的良好机遇，这促成了“京剧电影工程”
的启动。但是，在致力于京剧电影拍摄的
赵书成看来，拍摄京剧电影的过程，更是
对京剧经典剧目的一次“溯源”过程。这
些留下来的经典剧目，因为没有严格的文
学体系作为标准，在口传心授的过程中容
易造成“误传”，而京剧电影的存续必须
严谨，这也赋予了京剧电影另一层面的意
义——统一经典剧目中的标准，修正经典
剧目中的“瑕疵”，进而推进京剧文化的
完善。

“《四郎探母》中有一句唱腔‘绑在
那芭蕉树上’，唱了一两百年了，但是这
个故事发生在北方，没有芭蕉树，专家引
经据典、追根寻源，从‘八角柱’查到了

‘花镖柱’。”赵书成认为，京剧电影拍摄
过程的“纠正”很有必要。“京剧电影工

程”每拍摄一部，就要找各类专家校正一
遍剧本，以至于每拍摄一部电影就会出一
本收录该剧目拍摄始末、有着专家详细批
注的书，如今已经编撰17本。

是经典传承，也是求新求变

“用电影的方式打开京剧艺术”并非
表面意义上用镜头记录京剧舞台，而是结
合电影技术手段，尽可能原汁原味地还原
京剧艺术的韵味，这是电影艺术与京剧艺
术完美融合的过程。“京剧电影工程”经
过10多年的发展，在守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探寻京剧艺术以电
影维度呈现的手法。

此次上映的4部京剧影片中，出身京
剧世家的导演马崇杰执导了两部。作为京
剧电影的资深导演，马崇杰认为，京剧和
电影都是通过故事表达所思所想，都属于

“视听艺术”，两者有着可供交流的共同性
外，也对导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

“拍京剧电影的导演，不仅要懂电影，更
重要的是还要懂京剧、懂戏曲，这样才能
在视听语言的思维当中，用镜头把舞台精
华表现出来。”守正京剧本色是京剧电影
拍摄的前提，“必须对戏曲、对京剧艺术

有敬畏之心”。
同时，马崇杰也从电影艺术的视角出

发，不断求新求变，在《四郎探母》的拍
摄中，马崇杰首次尝试在拍摄中加入影视
特效，从辽国金碧辉煌的萧太后宫殿，到
杨四郎千辛万苦回去的宋营，拍摄现场布
置了大量的绿色幕布，后期通过特效完成
电影中宏大场景的构建。《群英会·借东
风》则用特效还原了场景中的江面，让观
众更身临其境。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 《文姬归汉》 剧
组，导演夏钢不仅为了还原蔡文姬身处匈
奴大漠的场景，特意驾车去内蒙古勘景收
集场景素材，还针对故事的核心主题，遵
循电影叙事进行了改动。“比如将影片的
第一幕从匈奴入侵改成了文姬帐内弹琴，
以倒叙的形式展开故事，因为在我看来，

《文姬归汉》的戏眼是文姬是否离开孩子
回到故土的矛盾内心。”夏钢说道。

是文化跨界，也是“双向奔赴”

京剧电影拍摄并非一帆风顺，除了技
术层面的探究，还有资金、阵容邀请等方
面的困难。“每部片子都有着艰辛的历
程”，赵书成回忆起曾经的拍摄经历时说

道，“往往前期促成参演阵容就得花费大
量精力，甚至有的要长达8个月”，庆幸
的是为了拍摄好每一部京剧电影，京剧界
各单位通力合作，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在大
银幕上奉献了精彩的表演，“唯一的武戏

《大闹天宫》拍摄时需要大量的武戏演员，
这是任何一个院团都无法独立完成的，最
后我们从全国 14 个重点国家京剧院团
（校）找到了优秀的30多位翻打武戏演员
才完成拍摄，其中孙悟空就找了4个”。

“京剧电影工程”启动之初就汇集多
方力量，无论是梨园行的精锐，还是以电
影行业为主的文化界力量、各地方文化单
位，都秉承着传承传统文化的初心促成每
一部京剧电影的上映，让京剧魅力通过银
幕焕发出其历久弥新的光彩。与此同时，
电影人也秉承传承之心与京剧人精诚合
作，迟小秋说起与《文姬归汉》导演夏钢
的合作时表示：“我们的拍摄遵循了舞台
程式化表演，因为这是京剧精华，一个水
袖花所表述的内容会很多，不能精简，夏
钢导演对京剧特别尊重，但是他又有自己
独特的处理方式，将京剧和电影糅合得恰
到好处。”

区别于京剧世家出身的诸多京剧电影
导演，夏钢是电影行业从业近40年的资
深导演，凭借优秀的电影作品，曾荣获过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从执导电影故
事片到专业的京剧电影，夏钢抱着对京剧
艺术的敬畏之心，全身心地去接触京剧、
了解京剧，他说：“小时候看梅派京剧，
虽然不懂，但很喜欢，后来我拍摄了电视
剧《荀慧生》，接触了京剧行业十分出名
的孙毓敏、荀皓老师，现在拍摄京剧电影
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无论梅派还是荀
派，合作下来都很有收获，也十分有意
思。”除此之外，此次上映的 4 部京剧影
片在发行上，也是通过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实现全国上映，中国电影人孜孜
不倦地助力京剧电影的放映与宣传，进
一步推进了京剧文化的传播，不仅让更
多的年轻观众走进影院观赏京剧电影，
也成就了一段电影与京剧“双向奔赴”
的行业佳话。

京剧电影的拍摄不仅是一场京剧艺术
的传承与接力，还见证着中国戏曲文化与
电影文化彼此交融的新面貌，更向广大观
众展示着传统文化乘着时代之帆向前发展
的新图景。

以光影之名，续写“京”典华章
□本报记者 杨雯

“五一”档影片《长空之王》是首次聚焦新
时代空军试飞员、讲述新型隐身战机诞生故
事的影片。该片不仅甫一上映就获得淘票票
9.8分、猫眼9.6分的评价，更让“主角”——试
飞员、飞行员群体收获高关注度。多位试飞英
雄和航空专家在受邀观影后用“真实”“激动”

“看到曾经的自己”表达着感受。
日前，《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

了影片导演刘晓世，听听他分享的创作过程、
拍摄理念与感悟。

“高保真”呈现航空题材

问：《长空之王》的情节代入感很强，拍摄
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和挑战？

答：可以说一直在克服各种困难。最初我
想拍一个有关飞行员题材的故事时，一些导
演朋友还有电影院系的老师，都建议我不要
拍，因为剧本不好写、拍摄难度大。在同国内
外电影公司交流时，他们也说拍飞机戏比拍
宇宙飞船戏在技术上难多了。因为大家都没
有见过宇宙飞船，可是每个人都见过飞机，所
以任何细小的不真实都会让影片减分。

这是我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创作
过程很煎熬很孤独。对于一个新导演来讲，挑
战可能在方方面面，比如投资人为什么要相
信你可以拍好这部电影等。因此，我们在剧本
写完后，用了10个月时间画稿，用动画方式
完整做了一遍135分钟的电影。

问：这么说来，电影的文本打磨经历了很
长时间？

答：在文本这部分一共用了两年多时间，
团队采访了300多名试飞员及各类工程师、
设计师，收集了100多万字的素材，剧本写完
后再请专家甚至一些院士挑毛病。最后数了
数，有编号的剧本有30多本，没有编号的加
起来有200多本。我把剧本给合作伙伴看时，
他们说读完后就像读了一本飞行手册。

问：前期积累了这么多素材，最终选择的
标准是什么？

答：第一个标准是真实、由衷。影片源自
真人的真实经历，我们采访了众多试飞员或
者飞行员，很多台词都源自采访中的原话。

另外一个选择标准是新奇。我记得问过
一个18岁的新学员为什么喜欢飞行，他说小
时候喜欢米老鼠，动画片里的米老鼠爱闻汽
油的味道，他当飞行员也可以闻这个味道。
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像个孩子一样天真烂
漫，对飞行的理解很浪漫，他们还没有成为真
正的飞行员，没有真正体验到飞行的危险和
挑战。

展现试飞员成长过程

问：影片塑造了很多立体鲜活的试飞员
角色，您怎么评价邓放和雷宇两位主要角色？

答：我们给雷宇的设定是“90 后”，父母
对他很疼爱，他第一次对家庭的反叛是成为
军人、飞行员。他热爱飞行、好胜心强，有一些
新奇的观点。我不想写一个很完美的人，这个
人物有他的性格弱点，也经历了很多痛苦，最
终干成很伟大的事业。

邓放和雷宇不一样，这个人物我也很喜
欢。邓放是能力型选手，很骄傲甚至有一点狂
妄。他和雷宇执行最后一次任务的那场戏，我
每次看都会感动。片中落地后他们握手，他对
雷宇说“你是最好的对手”，对于一个骄傲的
试飞员来讲，这本身就是褒奖。

问：影片中韩局长和张大队说道，上一代
飞行员是勇气型，他们那一代是技术型，新一
代是专家型，您怎么看这种传承？

答：抗美援朝战争时急需飞机，试飞员拼
的就是勇敢，所以第一代是勇气型，拿命来换
数据。第二代是技术型，航空飞行器越来越复
杂，一个优秀试飞员的操练技巧、操控能力非
常重要。现在，航空技术引入了人工智能、数
据链，试飞员越来越早地介入飞机设计和生
产，在一些空中试验科目时，还要能带着问题
去飞，飞完以后和设计师、工程师一起分析数
据。因此，现在的试飞员是专家型，既要勇敢
又要有操控能力，还要有航空理论基础，这就
是传承、迭代、升级的过程。

问：电影取材真实故事也要考虑商业性，
这其中您是怎样平衡的？

答：这是一部电影，它一定要让观众喜闻
乐见，同时承载着我们要表达的情感和价值
观。虽然故事来自试飞员的真实经历，但它毕
竟不是科研片，也不是纪录片，我们要在讲好
故事的前提下，给观众带来视听享受。

影片涉及的专业术语很多，但我们不能
用一个不严谨的概念去替代专有名词，所以
只能尽量做到用视觉来体现。当专有名词转
化成操作按钮、由演员操作的时候，晦涩的名
词自然就消失了，专业和非专业观众都看得
懂。一部好的电影，肯定是左手拉着观众，右
手托举着被拍摄群体。

《长空之王》导演刘晓世：

左手拉着观众
右手托举被拍摄群体
□本报记者 洪玉华

京剧电影《四郎探母》剧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