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已公布的数字显示，2018年中

国电影的票房创造了历史的新高。去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609.76亿元，同

比增长 9.06%，城市院线观影人次为

17.16亿，同比增长 5.93%；国产电影

总 票 房 为 378.97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89%，市场占比为62.15%，比去年提

高了 8.31%。中国电影 2018年也有

不少为人们所称道的电影出现，如《红

海行动》《无名之辈》《影》和《邪不压

正》等。这都是中国文艺发展进程必

然的结果，成绩有目共睹，也是改革开

放四十年来文艺发展活力的体现。

当然，2018年在文化方面有重要指

标作用的影视产业的变化也非常明显。

在外部，全球更加不确定的形势会造成

更多的问题。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整个

产业的预期来说也并不是非常理想的，

尤其是国际因素的一些复杂影响，会形

成怎样的环境影响非常值得关注。内部

环境的变化也很复杂。一方面是传统影

视产业和新媒体的发展呈现出更为丰富

的形态。另一方面，原有的高速成长也

遇到了新的规范和要求，原有的一些状

况需要有新的调整和改变。适应这种内

外环境的改变，不断在新的环境下进行

新的创作，是社会更高的期许与希望。

尽管如此，有两个方面其实还是

让人很有信心：一是中国公众对影视

等文化的强劲需求没有改变。一些中

小城市对于影视文化的需求也在持续

增加，短期内还不会有衰减的趋势。

二是不能低估行业本身适应变化的抗

压能力和灵活程度。历史上，中华民

族往往越是有挑战和复杂情况，被激

发出的能力就越强。

与影视业全球实力最强的美国相

比，中国2018年的电影票房是600亿

多亿人民币，美国则达到了120亿美

元，都创造了新高。中国的内部需求

在未来的增长还是很大的，中等收入

群体的文化消费大需求还有很大的增

量。当然，票房并不是衡量影视发展

的标准，但可以说明中国市场仍然有

其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后劲。这种

基于需求展开的市场仍然是有其基础

的，而这其实是提升质量和影视界转

型发展的重要条件。内部市场的进一

步发展其实可以对整个产业形成更多

的支撑，也是社会内需的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影视等产业在规范化的

基础上运行，其活力仍然会有发挥的空

间。机会和基本面还是没有改变。所

以机会是熬出来的，机会是在变化中寻

求出来的，未来依然有可期待的空间。

目前整个影视产业的平台和整个产业

的能力都是过去难以比拟的，而且内部

的需求也在要求着更好的提升和更多

的创造性。对出现更丰富和更有创造

性的高水准作品，包括高质量的军事题

材影视作品，观众都抱有很高的期待。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文化学

者、文艺评论家）

图片制作：周高恒

嬗变中的机遇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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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彼得·法雷里导演的剧情片
《绿皮书》上映三天，连续占据上座
率榜首，被观众称赞为“暖心之作”。

电影以一本书、一辆车、一段旅
程为主线，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随
着旅程的延续，人物的内心也在逐渐
发生变化。影片中的《绿皮书》 ,是美
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本黑人出行指
南。黑人钢琴家谢利去南方巡演，为
了避免发生意外，他以《绿皮书》上
的线路为准则，并聘用白人托尼做司

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故事就在车上
与路上不断展开。

整部片子风格诙谐，导演选择用幽
默来表现深刻，让观众在捧腹之后也能
有所深思。“黑白配”的人物形象，不
禁使人联想到经典电影《触不可及》，
同样是一黑一白、幽默温暖，但《绿皮
书》却将两者的身份和性格做了对调。
两位主人公肤色的黑与白、气质的绅士
与荒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于无声之
中揭示了种族平权的抗争。

电影《绿皮书》

以幽默表现深刻
■崔 旭

西藏位于中国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地
域辽阔，地貌壮观，素有“世界屋脊”和“地
球第三极”的美誉，更有着丰富灿烂的民
族文化。微纪录片《太阳照耀》讲述了20个
发生在西藏的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有世
界顶尖的冰川学家、无人区的探索者、草
原深处的牧民、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舞
者等，他们的人生追求都融入在西藏这片
热土上。虽然每个故事只有5分钟左右的

片长，却讲述出很多人对于西藏的热爱。
这种热爱以梦想、奋斗、信仰、坚守等不同
方式呈现，烘托出“生命奔腾的意象”这个
主题，通过点滴细微的生活记录，反映了
西藏这片土地上的生命状态和社会现实。

太阳照耀在日光城上，也照耀在走
进西藏的这群人身上。在《雪峰6206米》
这一集中，观众结识了登山爱好者熊国
花，她选择挑战海拔6206米的启孜峰。在
坡度接近90度的第一道冰壁前，她被悬
挂了10多分钟。面对遥不可及的峰顶，她
在队友的帮助下逐渐靠近目标。通过登
山，每个人都希望看到不一样的自己。被
问到在西藏登山的收获时，熊国花说：“并
不是每一次经历都会改变你的人生，但
是你也可以说，人生就是由这样一个一
个不同的经历改变的。”在《山地越野》这
一集中，全国各地的很多选手来到西藏
参加了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主人公
罗布为了这次比赛，不停地训练爬坡冲
刺，有时一天在公路上骑行两百多公里。
每个人都在期待证明自己的时刻，罗布
最终取得了好成绩。

对于西藏的感情，每个人都有自己
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西藏歌舞团90后

舞者白玛次仁在西藏传统舞蹈和现代舞
蹈之间探索前行，成功担任藏历新年晚
会的舞蹈总监。强巴旦增是羌塘自然保
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需要定期
进行野外巡护，镜头跟随着他的足迹走
进羌塘，让观众了解到野生动物保护员
的工作日常。原双湖林业局局长才旺罗
布从1993年开始来到藏北自然保护区工
作，投入毕生精力，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
上的野生动物。藏北的婚礼、无人区的牧
民、渴望走上舞台的门当益多、逐渐被西
藏年轻人所喜爱的街舞……微纪录片
《太阳照耀》从不同角度展现出西藏的人
文魅力。对于拍摄西藏的思路，总导演张
鹿行介绍说，“我们的定位是很清晰的，就
是平常心看待这片土地”。这种以平常眼
光讲述西藏风土人情的短视频记录，揭
开了西藏神秘的面纱，令观众意犹未尽。

微纪录片《太阳照耀》以真实的西
藏生活为创作素材，在记录过程中用精
炼短小的影像篇幅浓缩现场、实录、讲
述的精华部分，不仅让观众欣赏到西藏
雄伟壮观、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更让
观众如同亲身经历般融进这个充满生
活气息的西藏，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

微纪录片《太阳照耀》—

感受西藏之美
■胡忠学 刘讴闻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农村“三变”改革正在我
国广大农村波澜壮阔地展开。近日，
由制片人彭兰玉历时两年多并亲自执
导追踪拍摄的纪录电影《三变山变》
正在全国热映。影片以中国农村改革
探索为主线，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作为一名基层驻村干部，我们的

使命就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面临驻
村到期的干部杨波，毅然选择继续坚守

贫困村海嘎村。余留芬、聂德友、陶正
学、胡君等等一批基层党员干部、企业
家带领村民从一个普通老百姓变成股
东，将林场、土地、风光等资源变成资
产，将企业资金、集体资金、村民资金
变成股金。影片用纪录电影的表现手
法，真实再现了贵州六盘水市积极探索
这三变改革的鲜活故事。

影片中朴实的电影化手段突出了
家国大小事，事事关己的社会价值，
让农村改革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

纪录电影《三变山变》

再现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
■武锦涛

微纪录片《太阳照耀》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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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电视

剧《有一个地方叫马兰》作为献礼70周年

主打剧，凭借中国国防事业发展历程这

一题材，引发观众关注与热议，收获一致

好评。该剧追寻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罗

布泊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呈现出恢

弘壮阔的历史画卷和跌宕起伏的剧情。

这部剧根据马兰基地建设初期的基

本史实和马兰人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

从当年马兰基地指战员、科技人员和他

们的子女等为“两弹一星”事业奋斗的普

通人的角度，《有一个地方叫马兰》讲述

了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

人烟、风吹石头跑”的大漠环境中工作、

学习和生活的场景，并由此引发的传奇

经历和情感故事。

该剧注重以小人物联接大背景、以小

故事阐释大道理，用平常人朴实的故事震

撼人心、打动观众。剧中，主人公与亲人

们面对艰难困苦时的抉择、对使命信仰的

不懈追求和身边战友的生离死别，生动展

现出马兰人牺牲奉献、艰苦创业的崇高精

神。

“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愿意隐姓埋

名吗？”“我愿意，甚至付出生命。”该剧一

开始，基地保障部长何玉山接到命令后，

离开两个爱子和怀有身孕的妻子，在华北

某地接管了一支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部

队；工兵团长徐远征在新婚之夜与妻子不

辞而别，在北京郊区某火车站也登上了载

着这支部队的军列。他们率领部队挺进

新疆，进入罗布泊无人区，寻找试验场

区。与此同时，留学归国的部队科技人员

项怀瑾和妻子李一婵分别接受秘密任务，

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

围绕特种工程建设、科研工作保障、

千里大漠巡逻等事件，何玉山、徐远征、

项怀瑾等人物之间有着矛盾隔阂，但遇

到难题又空前团结，展现出了真挚感人

的战友情。他们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中战

风沙、斗酷暑、喝咸水、住帐篷，将生死置

之度外，最终经历千难万险，战胜重重困

难，顽强地扎根生存下来。

“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

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香味……”

更多时候，马兰人展现出的是革命乐观

主义情怀。“把脚步放轻，嗓门压低一点，

别惊扰了燕子。”还有当马兰基地的第一

次党委扩大会在一个地窨子里召开时，

恰巧一窝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梁上破

壳出世，张司令员提醒每一个来开会的

人。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中国核试验基

地波澜壮阔的工程伟业，就在燕子的呢

喃声里宣告诞生了。

和该剧一样，诠释“两弹一星”精神

和马兰精神的影视剧还有很多，比如两

年前热播的《马兰谣》，让观众铭记将生

命融入使命壮举的林俊德将军。还有纪

录片《东方巨响》和电视剧《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弘

扬为了祖国利益、国防事业，兢兢业业、

勤俭节约一辈子的马兰人平凡而伟大的

人生。通过观看这些影视剧作品，观众

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艰辛与激情的特殊

年代，深度认识一群为中华民族强国梦

而无私奉献的国防人。

剧中，当核试验进入到关键阶段，为

了解除官兵后顾之忧，大批科技、保障人

员的家属、儿女从全国不同城市来到马

兰。初到基地的孩子们，对这里的一切

都充满好奇，他们在学习、生活乃至嬉戏

中逐渐体会到大人们的艰难，以童真童

趣演绎了一个个让人忍俊不禁、惊心动

魄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比如小孩建国在学校用鞭炮里的火

药制作引信，炸出了漫天飞舞的爆米花；

模仿做“化学实验”，试剂发生反应，使得

操场硝烟弥漫；在戈壁滩上结伴冒险远

行，用“三点连线”的军事知识规划路线，

用放大镜取火，烤蚂蚱充饥；出于童心和

好奇钻龙卷风；在空旷荒凉戈壁滩一起

呐喊，吓走了凶狠的狼等等。

当淘气的建国等几个孩子对一匹年

老的骡子闹恶作剧时，才知道这匹骡子

是一位战斗英雄。战争时期，它无数次

冒着枪林弹雨，运送物资和弹药到阵地

上，并且在一次战斗中，驮着重伤的徐远

征走出战场，救了他一命。事后，孩子们

都非常愧疚，郑重向老骡子道了歉。

从此，他们真正的长大了。三个家

庭的命运也一步步被改变，在经历同甘

共苦和艰难磨砺后，最终实现了由来已

久的梦想，亲眼看到了照亮罗布泊大漠

比太阳更明亮的光芒，听到了震撼千里

戈壁犹如春雷的巨响！

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

世，甘做隐姓埋名人。在该剧中，项怀瑾

是留洋归来的科学家，在建国之初，放弃

国外优厚待遇，不远万里回国，用自己的

学识，奉献毕生精力。这不正是钱学森、

邓稼先、程开甲等“两弹元勋”的缩影

么！当项怀瑾在基地与妻子不期而遇

时，这对科学家夫妻的爱情故事感动了

整个研究所，感动了所有马兰人，也感动

着亿万观众。

一片赤诚忠心，甘洒热血铸就。甘肃

大雨冲垮铁路，导致基地断粮，王大头想

摘点野菜给战友们吃，没料到是一片毒野

菜，尝了之后立刻昏迷过去，没过多久就

没有了呼吸；小马带建国去建军丢失的地

方，遭遇流沙，小马将建国推开，自己被吞

噬；得了败血症的老杨，未等到带着青霉

素从乌鲁木齐风驰电掣赶回基地的何玉

山，就已经离世；核试验成功了，人们欢呼

雀跃，被诊断为肺结核晚期的李一婵微笑

着流出热泪，闭上眼睛……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罗布泊上空的

蘑菇云早已散尽，千里戈壁也恢复了昔

日宁静，烈士陵园里的墓碑矗立成一座

座丰碑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马兰院里

已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道路两旁开满

了马兰花，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马兰

是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花儿，能在最

贫瘠的土地上绚烂绽放；马兰基地是一

座数十年不为人知的隐秘所在，却爆响

了震撼世界的惊雷。

仔细回想，为了祖国强大不懈奋

斗的科学家们，是怀着怎样的信念扎

根在风吹满地石头跑的戈壁滩上；行

走在八百公里巡逻线上的战士们，是

怀着怎样的热忱去对待这一份事业；

那个年代，为什么所有人都心甘情愿

的不计得失……看了该剧，拉直了人

们心中的问号！正如网友诗云：胡杨

绿盎/黄沙万里层层挡/马兰处处军歌

响/铁马金戈/长把英雄唱/隐名埋姓豪

情漾/几番泪眼家乡望/几多忠骨天山

葬/气斥云霄/日月乾坤朗。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她，

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放

出那银星，舞起那长剑，撑起了艳阳高照晴

朗朗的天……”随着英雄事迹的宣扬，“艰

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

名人”的马兰精神，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所需的重要精神力量之一。

展现峥嵘历史 弘扬马兰精神
■■王海建

日前,电视剧《芝麻胡同》在北京卫
视及山东卫视热映后，受到观众好评，
剧中描绘了酱菜铺老板严振生一家的
故事。严振生从小便被过继给了自己
的舅舅，在那时封建社会的男子都不
得不背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所以，他
不得已在已经有了一房妻子的前提下
再娶一房妻子为两个家庭延续香火。
于是，他的第二房妻子牧春花便进入
到了酱菜铺这个大家庭。一场在历史
冲击下、观念变革中的家庭大戏也正
式拉开了帷幕。
《芝麻胡同》的背景是1947年后的北

平，在国家动荡的状况下，整个社会笼罩
在黑暗之中。社会上，人们之间不再有基
本的信任，取而代之的是尔虞我诈和冷眼
旁观。剧中，旧观念与新观念之间的冲突
被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人民解放军和
平解放北平，人们对于军队也有了一个全
新的、积极的认识，人们也更加愿意接受
新观念、新思想。虽然社会中依然存在些
许问题，但是该剧通过“京味”式乐观，让

观众透过社会感受到了一丝光明和温
暖。“京味”在剧中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的含
义，它代表着即便在重重困难中，中华文
化、中华精神仍然是生生不息的。其中又
以严振生所体现出的“京味”为最，在大部
分人都极度自私的环境下，严振生仍然能
够做到深明大义，不为利己而害人。这份
精神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正
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精神，社会才有了
前进的希望。

严振生在剧中开着酱菜铺，整个家
庭的故事都自始至终围绕着酱菜铺展
开。严振生的家庭之所以能够在历经曲
折中做到相互扶持、风雨同舟，正是因为
酱菜铺的存亡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剧中，人与人之间有过猜疑、有过怨
恨、有过妒忌，也有过信任、有过支持、有
过同舟共济。
“芝麻”不过点儿大小，“胡同”不过

几许人儿，但却正是那个年代的小小缩
影。《芝麻胡同》描绘出了一幅乱世中，
寻常人家的家庭变迁。透过严振生的
一言一行展现出中国人的道德品质，也
同样通过对严振生、牧春花、林翠卿三
人的情感发展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有容乃大。

电视剧《芝麻胡同》—

写尽人生百态
■陈星宇

电视剧《芝麻胡同》剧照。

追 剧

新片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