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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国字号”、体育题材、商业属性……

主流电影：面孔悄悄在改变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日前发布一组时尚大片与导
演影像，影片的总导演陈凯
歌，总制片人黄建新，导演
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
峥、宁浩、文牧野携手亮
相，集结几代中国电影人力
量，定格中国导演风采与姿
态。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讲述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经典历史瞬间，普通人与祖
国息息相关的动人故事，影
片将于2019年国庆档与观众
见面。

除了《我和我的祖国》，
近期一大批主流电影发布最
新消息，包括体育电影《李
娜》杀青，《中国机长》定档
国庆，《中国女排》《中国乒
乓》项目启动，吴京领衔的
《攀登者》杀青，管虎执导的
反映四行仓库抗战的电影
《八佰》定档暑期。主流大片
的新鲜表达，给了观众更多
的期待。

““国字号国字号””电影大踏步出发电影大踏步出发

已经宣布今年国庆档上映的电影 《我
和我的祖国》，有一个迄今华语片最为强大
的导演阵容，总制片人黄建新，总导演陈
凯歌及导演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
峥、宁浩、文牧野，七位导演横跨20世纪
50年代到80年代，代表着中国导演的代代
相传。影片片名 《我和我的祖国》 中的

“我”，是七位导演与影片故事的主角，更
是历史长河中的每个个体、银幕前的每一
位观众。影片从“历史瞬间、全民记忆”
出发，落脚在每个普通人身上。在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的宏大历史视野下，每个国人
都有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温情故事。

不久前，由吴京、章子怡等主演的
《攀登者》发布定档海报，将于9月30日在
全国上映。《攀登者》 是一部隐形“国字
号”电影，虽然没有冠以“中国”二字，
但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珠峰，有着
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这次行动并非一次
简单的运动探险，更有着宣示国家主权、
彰显国家力量的意义。

“国字号”电影，正成为中国主流大片
的重要组成部分。

排球排球、、乒乓题材纷纷上银幕乒乓题材纷纷上银幕

目前正在筹备的大批主流大片中，体
育题材作品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李娜》
杀青；《中国女排》确定2020年农历大年初
一的档期；《中国乒乓》启动；吴京、章子
怡等领衔的《攀登者》，也有体育元素。

大批体育题材的主流大片启动，由多种
因素决定。首先是体育环境，2020 是奥运
年，舆论氛围有利于体育题材影片的传播；
其次是市场环境，国产片的体育题材已多年
难见佳作，《沙鸥》《女篮五号》等皆是20世纪
的经典老片，近几年仅有讲述拳击运动的

《激战》和骑车运动的 《破风》 等少数几部
体育题材影片获得一定关注。

在体育资源方面，中国是体育大国，
优势项目众多，观众认可度高，比如此次
拍摄的《李娜》，聚焦中国在网球项目的突

破者之一李娜；《中国女排》聚焦的女排群
体，是全国体育迷的偶像；《中国乒乓》聚
焦的乒乓球堪称国球，群众基础更强，在
国际上获奖更多。

商业属性让主流大片更好看商业属性让主流大片更好看

商业属性逐步加强，让目前的主流大
片越来越好看，这是影片具有市场号召力
的前提。

主流大片的商业属性特点之一，是大
体量制作、大明星参与。电影 《李娜》
中，人气明星胡歌将是主演之一。《攀登
者》 由著名导演徐克、李仁港执导，主演
有吴京、张译、章子怡等。《中国机长》由
张涵予、欧豪、杜江、袁泉、张天爱、李
沁领衔主演。《我和我的祖国》则会聚了国
内七大导演联合执导，目前确定的主演有
黄渤、欧豪、田壮壮、刘昊然等。《中国女
排》 尚未公布主演阵容，有消息称巩俐将
饰演郎平，关晓彤也将参与演出。

主流大片的商业属性的另一个特点，在
于重工业大制作越来越多。《战狼2》《红海行
动》等主流大片，是中国重工业大片的初尝
试。今年春节档的《流浪地球》，显示中国主
流大片的重工业属性已经越来越强。

““港味港味””大片越来越受关注大片越来越受关注

“港味”主旋律大片，并不是这两年才
有的新鲜事物。早在2009年，由陈德森导
演，陈可辛监制，甄子丹、谢霆锋、王学
圻、梁家辉等主演的 《十月围城》，讲述
1906 年革命义士浴血保护孙中山的故事，
影片用热血和情怀感召了观众，取得3亿票
房的不俗战绩。2014 年贺岁档，徐克导演
的《智取威虎山》创下了近9亿票房，这部
由当年的革命样板戏改编的电影不仅吸引
了对“红色经典”别有怀念的中老年观
众，也让“90后”的年轻人连称“喜欢”。

“港味”主旋律大片越来越多，主要在
于港片之前是中国电影商业化较早的领
域，培养了大批熟悉商业电影制作流程的
幕后主创人员，能够较快地将商业与主旋
律制作融合起来。

名词解释

主流电影概念包含了广义和狭
义的两方面。就广义而言，主流电
影即对我们时代潮流中具备主导因
素的电影的泛称，对其所包容的类
别会有不同的理解，这还需要认真
讨论。但对于狭义的“主流电影”，

我们其实有约定俗成相对明晰的认
识，即以主旋律为中心的创作。即
便对主旋律创作已经呈现出更为多
样的表达，但主导指向应当是公认
的，对此不妨借用“一种感觉、多
种表述”来描述。

主流电影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 就有学
者提出了“主流电影”的概念，这
主要是针对当时“低成本商业影
片”提出的一种发展策略。随着中
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大片”
概念很快从商业电影中脱颖而出，
出现了有关“娱乐大片”“商业大
片”等关于“大片”的讨论。

事实上，这些年来国产电影从
未停止过对主旋律电影在叙事上、
商业电影在主流价值观表达上的探
索。正是这些创作实践，推动了更
符合社会、时代和市场的“新主流
大片”的出现。近年来的新主流大
片有《智取威虎山》（2015）、《铁道
飞 虎 》（2015）、《 救 火 英 雄 》
（2016）、《湄公河行动》（2016）、
《血战湘江》（2017）、《拆弹专家》
（2017）、《战狼2》（2017）、《建军大
业》（2017）、《红海行动》（2018）
等。在这些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多年探索之后，中国影片呈现
出来的结果：它们表现出更加成熟
的叙事能力和市场号召力，表现出
更易让人接受的主流价值观表达方
式，表现出对现实与历史新的关照
角度，表现出更加关注具有人类普
遍意义的情感，以及在创作团队上
港台电影人特别是香港电影人与内
地电影人的融合。

在今年的中国电影高峰论坛
上，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刘强
发表了《中国新主流大片“电影工
业美学”的建构与思辨》 的论文。
刘强说，从 《湄公河行动》《战狼
2》《血战湘江》《空天猎》到《红海
行动》，这些影片相继以精良制
作、精湛创作、个体价值与国家使
命结合的主流价值观，为新时代的
中国主旋律电影发展开辟了一条新
路，业内专家赋予了此类影片新的
定义——“新主流大片”。

刘强说，人物塑造更加人性
化、立体化，这是新主流大片人物
形象的主要特征；在影片类型上，

《湄公河行动》《战狼 2》《红海行动》
等都是战争片、动作片、惊险片、超
级英雄电影等多种类型的融合。而
在工业制作方面，上述作品都是遵
循电影工业制作流程和体系标准生
产出来的成熟商业大片，“这几部
影片囊括了战争、犯罪、飞车、警
匪、武打等多种视听冲击元素，与
军事相关的场面在某些影片中竟长
达四分之三片长。这种视觉上的奇
观化，对观众而言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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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行动红海行动》》

《《拆弹专家拆弹专家》》

《《湄公河行动湄公河行动》》

《《战狼战狼22》》

《《建军大业建军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