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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入挖掘北京

中轴线的文化内涵，由北京市

文物局、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共同主办的2020北京文

化创意大赛文博创意设计赛

区赛事讲座活动近日在北京

举行。

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作为世界上现存最长、最

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北京中

轴线今年首次纳入文博赛区正

式比赛项目，为本届北京文创

大赛增添了新的历史文化内

涵，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大赛

主题演绎空间。

据介绍，此次文创大赛征

集范围包括以北京中轴线文化

为基础的文创衍生品设计，包

括文创产品、设计稿件、文化

IP等作品形式，旨在结合中轴

线中的文博元素、建筑特征、文

物古迹，通过创意创新，呈现中

轴线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内涵。

征集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

15日。

北京中轴线蕴含着中华

民族的文化底蕴、哲学思想，

体现了大国首都的文化自信。

2012年“北京中轴线”被成功

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

2012年以来，北京市对中

轴线文物的维修保护经费投

入5亿多元，先后开展了景山

寿皇殿、先农坛“一亩三分地”、

天坛、社稷坛等重要遗产点的

维修保护、腾退开放、展示利

用工作。同时提升中轴线遗

产点的保护管理水平，扩大公

共文化场所，逐步改善中轴线

遗产风貌。“北京雨燕”作为

中轴线特有物种，成为活化的

中轴线符号。 （罗 鑫）

□ 任沁沁 李文哲

在疫情冲击和产业变革双

重影响下，中国电影产业迎来

新发展机遇的窗口期。在机遇

与变革并存的时代浪潮中，每

个电影人都是参与者、实践者，

也是推动者。

面向人民、聚焦时代、观照

现实，这是新时代对中国电影

提出的课题。电影如何更好与

时代生活的火热图景交相辉

映？日前，在河南郑州举行的

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上，这个课题引发中国电影人

的思考。

现实的沃土：中国
电影的源泉

千百年来，来自现实生活、

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咏叹，形成

了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现实主义

源头。

“现实沃土浇灌出了中国

电影繁荣发展的参天大树。”中

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张宏说。

今年的疫情曾一度令电影

界进入“严冬”，但影院有序恢

复放映后，市场加温的速度远

超想象。

“熬过了漫长、隔离、孤单

的日子，人们急切回到影院，渴

望真切鲜活的荧幕故事。”中国

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认

为，创作者、艺术家更应清醒地

思考，以怎样的作品承担起当

代社会责任。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傅若清指出，无论是书写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拼搏奋

斗的发展历程，还是反映中国

人民上下一心抗击疫情的艰苦

斗争，都为取材于现实的中国

故事赋予温润人心的“精神底

色”。以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正是当代电影人

的使命和担当。

“艺术来源于生活，群众是

我们的创作源泉。”主演过《白

毛女》《党的女儿》等影片的92

岁老艺术家田华说，“我没离

开时代、没离开生活、没离开

人民，还要尽最大努力发出光

和热。”

据悉，田华明年将参加一

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影视

作品的拍摄，继续为观众演绎

角色。

“现实主义是电影的永恒

话题。”张丕民说，在中国电影

从“大国”向“强国”迈步攀登的

关键时刻，只有现实主义力作

才能在国际上为中国电影争得

应有的民族尊严。

时代“在场者”：把
镜头对准大地

20世纪80年代，国产电影

曾诞生了一大批以现实主义创

作方法表现中国的现实、反映

人们真实思想情感的电影，中

国电影的艺术质量和思想质量

得到空前提升。

“这一时期的辉煌就是由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带来的。”

78岁的导演谢飞指出，在新的

历史拐点，全球进入电影发行

与网络联合的时代，中国电影

如何再现辉煌，需要电影人进

一步解放思想、守正创新。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创

作观，是一代代电影创作者一

生的追求和重要课题。

导演李少红说，20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伴

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

过程，国产电影的很多优秀之

作都与时代息息相关。

“它们讲述了一代代人如

何寻找人生支点，如何将生活

与时代接轨。”李少红认为，这

些现实主义作品精确地踩在

“时代热点”上，传达了创作者

看待世界和社会的眼光，成就

了经典。

谈及现实主义及其创作，

导演王小帅说：“导演就是一个

讲故事的人。最能触动我的，

是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情感

的撕裂，以及将这一切囊括

其中的无比丰富、变化巨大的

时代。”

王小帅说，他想作为一名

时代的“在场者”，把摄影机对

准现实中的人，讲述并记录他

们的故事，为时代留下影像与

记忆。

在万物互联的5G时代，电

影人更应把现实主义传统注入

技术革新的创作潮流里。傅若清

认为，中国电影要探索更具差

异化和独特性的呈现方式，以

现实作品的价值回应观众的热

切期盼。

寻找好题材：映照
当代中国

什么是好的现实题材电

影？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尹力认为，好的现实题材，能令

观众走出影院还有所思考，能

让每个人的命运都得到映照。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

大地上，14亿人民正在上演波

澜壮阔的活剧。“这些为电影艺

术创作提供了丰厚素材。”尹力

认为，情感共鸣是现实主义电

影的魅力所在，用逼真的质感

呈现出的现实能让观众看到，

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艺术。

“只有活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才有力量。”《一点就到家》

导演许宏宇说，“现实主义是一

个空间、一个社会、一个时代，

呼吁我们去拥抱当下所发生的

一切。”这部讲述3个年轻人从

大城市回到云南古寨创业的现

实主义影片，作为本届电影节

开幕影片日前在郑州首映。

这些年，许宏宇一直在寻

找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活

在当下，就是追寻本心的旅

程，这也是年轻人回归乡村的

真谛。”

张宏建议，中国电影人应

立足于中国人不断奋斗、书写

中国传奇的坚实大地，深切雕

刻民族奋进的灵魂，以内生动

力追求电影的高质量、内涵性

发展，在全球文化重构的格局

中传承、引领中国文化。

现实主义的光辉，不仅映

射中国电影的光辉历史，也将

照见它的恢宏未来。

□ 冯朝辉

中国诗与中国画是我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虽分

属于语言和造型两个艺术种

类，有着各自的审美特征，然而

二者间却紧密相连。中国诗与

中国画在文化基础、境界追求，

以及对情与意的表达上是一致

的。正因为此，在中国文化的

演进过程中，诗与画成为中国

文人表达情志的两种重要手

段，是“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

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关

于诗画关系的经典表述。

翻开中国历代名人大字

典，诗人与画家不在少数，兼善

诗词、绘画的大家，亦占有不小

的比例。在受禅宗思想深刻

影响的唐宋时期，出现了唐代

王维、皎然，五代贯休、巨然，北

宋惠崇、苏轼，南宋法常等既是

诗人亦是画家的文人名士。他

们的诗词、绘画都充分体现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我们今天品读、吟咏中国

诗，欣赏、创作传统中国画，也

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有深

切体悟，否则可能会陷入“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

诗与中国画共同的根基。中国

诗与中国画本身也是中国传统

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它们深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有着

高度的文化同一性。从文者、

习画者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学习，单取诗词、绘画之形，

虽异常刻苦，往往也只得其表，

难取其实。同理，欣赏者如果

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

把握，在优秀的中国诗词与中

国画面前，也将难以体味出其

丰富的意蕴与妙处所在。

境界是中国诗与中国画所

崇尚的追求。伴随禅宗思想的

演进，中国传统文人对境界的追

求更上层楼。禅宗对“空性”“顿

悟”的认知，也深刻塑造了中国文

人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创造。

中国诗与中国画在唐宋时期的

高度发展，正与此有极大关系。

禅宗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

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使

中国文人的审美经验与审美追

求臻于境界化。代表人物首推

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王维的

诗与画充分体现了对“空、远、

静、寂”的境界的追求。王维于

“有”中透视“无”，以禅境入诗

境、画境。苏轼评价王维：“味

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

画，画中有诗”，可见王维的诗

境与画境是统一的。王维的诗

画虽常常隐退对人物的描写或

描绘，但他却让笔下的山水有了

呼吸，剥离出其独立自在的精

神，营造出“空、远、静、寂”之境。

诗词、绘画是中国文人用

以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手段。

北宋文人画家群体尤其体现了

这一特点。他们的诗与画“主

情”，突破了唐代以前中国诗、

中国画以叙事、再现为主的特

点。唐代画家吴道子，尽管他

的画中也具有抒情性，他能运

用线条娴熟地表达感情。但他

在画中的“抒情”还基本居于次

要地位，是为叙事服务的。直

到禅宗兴起，独具特色的中国

文人画开始产生，此前中国画

的“抒情”逐渐转变为“主情”。

他们于画面上舍形取意。苏东坡

以诗的形式阐述绘画道理时写

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

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

人。”又在题《吴道子王维画》时

曰：“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

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

翮谢樊笼。”回过头来，我们再

品读苏东坡的诗，欣赏苏东坡

的画，正如其所崇尚和追求的

境界。一言一语，一笔一墨无

不关乎情，“形似”显然不是他

所在意的目的。

当然，中国诗与中国画对

境界的追求，与道家“天人合

一”“物我两忘”的主张，儒家诗

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

求等都有着重要的联系。

在传统儒家诗学看来，无

论是诗词还是绘画，创作者往

往注重通过“比兴”的手段，引

发人的思考，笔不到意到，或笔

在此而意在彼。我国南北朝时

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

龙·比兴》中写道：“兴者，起

也”，南宋理学家、思想家朱熹

于《朱子语类》中进一步说：

“兴，起也，引物以起吾意。”

“借物抒怀”“托物言志”是

中国诗词与中国画共同的表现

手法。因为对自然的关照，中

国文人崇尚天地之清悠，进而

荒寒之境，在中国文学艺术史

上也占有重要的席位。诗人、

画家纷纷取之入诗、入画。汉字

“清、空、寂、寒、静、幽、绝、灭、

独、闲、去、水、夜、月”等成了中

国古代诗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

字眼；异曲同工，“深山、云气、古

寺、寒鸦、枯枝、幽林、孤草、苍

苔”也成了画家笔下常绘之景，

北宋欧阳修论绘画时说：“萧条

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

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

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之趣，

简远之心难形。寄意于毫素

者，非高怀绝识，不能得其妙。”

由此可见，中国诗与中国

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映

照，彼此生发。现代学者钱钟书

说：“诗和画号称姊妹艺术。有

人进一步认为，它们不但是姊

妹，而且是孪生姊妹。”是故文

人读书写作之余近墨，或是画

家创作闲暇之时撰文、作诗，皆

是其情发意至之时的一种自然

流露，亦是其文化陶冶后的必

然。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创作者

和欣赏者，都需要在传统哲学、

诗词、绘画三方面融会贯通，才

能在文学艺术的鉴赏与创作上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任沁沁

第 35 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选出了百花奖九大奖项，以

“小人物”故事谱写共和国成

长史的《我和我的祖国》获最

佳影片奖。

综观本届获奖影片，不论

是展现人民身边楷模的《烈火

英雄》《中国机长》还是表达对

生命珍惜与尊重的《我不是药

神》，抑或是诠释别样青春的

《少年的你》，一大特点是扎根

现实沃土，以艺术激情和生动

光影讴歌伟大时代中普通人的

梦想，刻铸民族奋进之魂。

人民喜爱的影片自然具有

扎实的群众基础。梳理走过

58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越来

越多获奖及入围影片书写人民

命运、呈现社会变革、反映时代

变迁。它们对社会问题的犀利

发问、对时代潮流的积极反馈

拨动了观众心弦。立得住、传

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必是培

根于大地、关注着现实、映照了

人心，定是兼有人民性、艺术

性、时代性，充满人情味、现实

感、大情怀。

人民是中国梦的实践者，

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真切愿望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紧

密相连。如何以影像的方式，

对现实与历史、当下与未来、光

荣与梦想展开审美想象、情感

转化和艺术创造，让电影更好

地与时代生活的火热图景交相

辉映，是当代电影人思考、探索

的重要命题。

人民是历史进程的实践

者、推动者。人民的精神文化

需求是文艺和文艺工作者永恒

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唯有扎根

人民才能创作出人民需要的好

电影。斗转星移、岁月变迁，涤

荡人心的中国故事一直在上

演，恢宏刚健的大国气象总是

被传扬。人民需要高级审美，

时代呼吁深刻洞察，讲述中国

故事、展现大国气象的好电影

必将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不断

涌现。

本报讯 第七届丝绸之路

国际电影节将于10月11日~

16日在陕西西安举行。在电

影展映单元，500余部国内外优

秀影片将在户外广场、电影院线

和线上平台与观众见面。

据了解，户外展映将在陕

西省近40个户外场所放映经

典影片近 200场。为表达对

“最美抗疫者”“最可爱的人”

“最美扶贫人”的敬意，还将在

唐都医院家属区、陕西省军区

和周至县竹峪镇等地组织专场

放映活动。

10月8日~10月16日，来

自全球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2部影片将在电影院与观众

见面，其中全球首映1部、亚洲

首映3部、中国首映5部。本

次展映首次采用票房分账模式

与影院合作，成为丝绸之路国

际电影节迈向市场化、商业化

的重要一步。电影票预售于

10月4日在猫眼平台启动。

在影院展映的同期，广大

影迷还可以在爱奇艺客户端和

西影视频（西影网）上观看400

余部影片。线上展映将进一步

扩大丝路国际电影节影响力。

（蔡馨逸）

让现实主义光辉映照中国电影未来
——中国电影人谈新时代创作

“孪生姊妹”：中国诗与中国画

人民需要好电影

500余部影片将在丝路国际电影节展映

北京举办文创大赛挖掘中轴线文化内涵

福州三坊七巷引游人福州三坊七巷引游人
中秋和国庆长假期间，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内游人

如织，鳞次栉比的明清古建筑和浓郁的闽都文化让游客们流连

忘返。图为游客在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选购文创商品。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20202020年全国电影票房年全国电影票房
突破突破100100亿元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10月3日13时，2020年

全国电影票房累计突破 100亿元人民币，

总观影人次2.71亿，累计场次达2648万。

图为在江西省赣州市一家电影院，观众

正在准备进场观看电影。 刘力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