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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到电影院看电影已经成为老百

姓最喜爱的文化消费形式之一。同样，在新

疆，电影市场也正焕发出勃蓬的活力，尤其是

天山厂拍摄的新疆本地民族影片，在市场上

具有极强的号召力。目前在新疆，天山厂拍

摄的民族影片已经实现了单部票房收入逾千

万元的成绩，远远超过好莱坞大片在新疆上

映时的表现。

与此同时，新疆广大农村的老百姓也希

望天山厂能够拍摄更多优秀的影片。目前，

老百姓看电影的热情高涨，每当有流动放映

队到县里放映，周围的群众都会赶来观看。

高黄刚说，“和内地观众一样，新疆的老百姓

还是爱看反映自己身边故事的影片，这对我

们天山厂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

昭示着我们的电影拥有更广阔的市场。”

但这恰恰也是天山厂面临的困境——虽

然出品的大部分影片都在国内国外获得了重

要奖项，但回到市场本身，尤其是在内地市

场，民族题材影片的市场表现并不如人意。

如何才能在保持天山厂特有电影风格的前提

下，更好地开拓市场，走进市场，对于天山厂

来说，是必须应对的问题。“说到底，电影毕竟

具有文化消费产品的商业属性，要经过市场

化运作走进观众的视野，才能产生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在这方面，民族电影确实做得

不足。但是，天山厂的电影迟早是必须进入

市场、面对竞争的。”高黄刚说。

必须看到的是，当下内地的电影市场对

民族电影存在一种误解，观众似乎一听说是

民族题材的电影，就觉得电影的故事不够时

尚，电影的表达方式也比较守旧，这在很大程

度上造成了这类影片票房低迷的现象。但事

实上，当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

精神风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电影

的表达方式也在保持自己特有风格的同时，

努力追赶最先进的电影表达。

不管怎样，天山厂人始终相信，只有过硬

的内容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

高黄刚迫切地希望天山厂迈出两条腿走路，

一条腿继续拍好主旋律题材的民族电影，另

一条腿积极开拓适合更大市场，通过与内地

及中亚、西亚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拍摄一些一

带一路题材、更符合院线影片要求和观众期

待的影片。“只有两条腿走路，天山厂才能迎

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民族电影也才能获得更

大的发展。”

正是有这样的理念支撑，天山厂也慢慢

迎来了它的突围。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托新疆先天

的自然和人文优势，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影片无不紧跟时代步伐，反映各个时期新疆

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精神风貌和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用质朴的电影语言讲述实实在

在的新疆故事，是天山电影制片厂在创作上

一以贯之的追求。从以感动中国人物阿尼

帕·阿尼马洪为原型的影片《真爱》，到以新疆

学生在内地高中班学习生活为题材的《梦开

始的地方》，从反映与宗教极端思想做斗争并

取得胜利的《塔克拉玛干的鼓声》，到以自治

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为题材的《昆仑兄

弟》……具有时代性的电影表达，让天山厂的

作品多次斩获“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

“金鸡奖”等国内外各项大奖。

“让电影走出去”，这也是天山厂一直努

力的方向。2017年，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天山厂创作的《真爱》、《钱在路上跑》在

迪拜举行了首映式，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无

一例外都被这两部影片打动。

不仅如此，近些年，“天山电影制片厂出

品”也得到了市场的肯定。《远去的牧歌》在新

疆地区收获票房就已超千万，全国累计票房

近2000万。《昆仑兄弟》于2019年5月开始新

疆地区发行，收获票房1700多万……

多年来的坚守和创新，一次次地类型突

破与市场突围，让天山厂更加地“根深叶

茂”。天山厂的努力，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的

气象。这些独具新疆特色的艺术表达，可以

称之为民族电影的标杆。著名评论家李准就

曾直言，这些年，天山厂的创作已经在国内电

影界形成了“天山厂现象”，这些影片显示了

中国的繁荣发展，超越了一般的道德判断和

是非判断，逐步走向“大文化”视角，为繁荣中

国电影和新疆民族电影事业，丰富各族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支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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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新疆电影制片厂

成立于1959年，1978年更名为天山电影制片

厂。1960年，随着第一部故事片《两代人》的

成功拍摄，天山脚下的电影人艰难地迈出了

实现电影梦的第一步。规模虽然不大，天山

厂却具有独立的前后期制作能力，早期创作

的《阿娜尔罕》、《向导》、《不当演员的姑娘》等

多部影片获得广泛好评。

近些来，天山厂更是再接再厉，接连推出

了《真爱》、《梦开始的地方》、《钱在路上跑》、

《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牧歌》、《昆仑

兄弟》、《歌声的翅膀》等一系列佳作。

60余年来，天山厂电影人始终以一种坚

韧不拔的姿态坚持“在场”。多年来，“天山电

影制片厂”，这个位于祖国西北角的电影制片

厂，每年都会出品两到三部质量上乘的优秀

作品，而且每一部都深深地打着“天山电影制

片厂出品”的烙印。无论是电影繁盛时期，还

是上世纪 90 年代末新世纪初整个电影行业

的低潮时期，天山厂这个祖国西北边疆的电

影厂从未“缺席”，一直坚守着——犹如天山

上的雪莲一样，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却能开出

最美的花。

这一切都离不开其“掌门人”高黄刚及他

带领的团队一直以来的坚守。坚守就意味着

牺牲，意味着担当。

天山厂每每带来的作品，都极具其地域

特色。“美丽多样的自然风貌和多民族在共同

生活中产生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融合，是天

山电影制片厂在电影创作中拥有的最大的优

势。”天山电影制片厂“掌门人”高黄刚厂长

说，全世界不同的景色都可以在新疆找到。

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制组来到新疆

取景，其中包括不少好莱坞大片。可以说，新

疆是一个天然的摄影棚。

地处中亚，与八国接壤，作为多民族聚居

地区，在新疆，仅世居的民族就多达 13 个

之多。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以及东西

方文明的长期碰撞和交汇，在新疆产生了独

特的地域文化，为本土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取

之不尽的题材宝库。

2014年上映的电影《真爱》讲述了一位维

吾尔族母亲抚养了来自6个民族19个孤儿的

故事。影片上映时就有评论家指出，在新疆

之外的地方，全世界也找不到这样的题材，这

么多的民族在一起共生共融、相互欣赏、相互

照亮。

2018 年在新疆地区上映的《远去的牧

歌》，以独特的视角，娴熟的纪实手法，展现了

世代逐水草而居的中国牧民，在改革开放后

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原主席仲呈祥就曾评价，《远去的牧歌》向着

人物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直面哈萨克族

草原牧民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生存现实，创

作出这部独特的新疆故事、哈萨克旋律，为中

国和世界银幕贡献了特殊的声响和声彩、展

现了特殊的诗情和意境。这是它的人文价值

和艺术价值。

不久前在全国上映的《歌声的翅膀》也涉

及 8 个民族，集中展示了 4 个民族的歌舞样

态。世界范围内，歌舞片是电影的一个重要

类型，印度、美国等国家的电影创作中，歌舞

片的渊源都较为深厚，近年来，这些国家的歌

舞片也在海内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中

国，迄今为止，较其他类型的电影而言，歌舞

片的创作尚未得到较好的发展，歌舞片创作

仍主要集中在民族题材电影。这一次，《歌声

的翅膀》全片采用歌舞的形式，通过描写几个

追求梦想的年轻人采风深入生活的故事，反

映出今天的新疆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形象地表现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新疆社会

各个民族繁荣发展，团结向上的勃勃生机。

相对于印度、好莱坞歌舞片的形式单一，

《歌声的翅膀》的歌舞、形式、内容很新鲜。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评价说，影片

通过歌舞讲了故事，也塑造了人物，让人耳目

一新。不少专家表示，这部影片是对歌舞片的

一次重要探索，不仅有艺术创新，更注重文化

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探索意义。

天山电影制片厂：

薪火相传打造中国民族电影的标杆

3月28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歌声的翅膀》全国上映，影片一经上

映，就收获业界人士和观众的好评。

《歌声的翅膀》是天山厂近年来投资规模最大、人力资源配给最充分，设备投入最先进，拍摄行程最长的影片。

作为近年来国内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歌舞片，影片受到多方关注。而影片出品方——已经拥有60余年历史的天山电影制片厂，也因此再度以“在场”的姿

态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1960年完成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两代人》到这部《歌声的翅膀》，天山电影制片厂在电影创作上始终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尤其是近些年，更是创作出

了一批展现新疆的变迁、时代发展的作品——《真爱》、《梦开始的地方》、《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牧歌》、《昆仑兄弟》、《歌声的翅膀》等，这些作品中，《真

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远去的牧歌》连续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真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连续荣获了中国电影华表奖。

沿着这些奖项收获的轨迹，大约可以勾勒出这家拥有60年历史的国有电影制片厂一直“在场”的道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天山厂几代电影人对

电影事业、对新疆这片土地也始终常怀初心。

2002 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前一

年，国内不少电影制片厂都在筹划由事业

单位转企改制，但天山厂反其道而行之，

由企业单位恢复为事业单位。“之所以要

恢复为事业单位，是因为新疆少数民族地

区的电影创作人员本来就少，唯有恢复成

事业单位，才能减少创作人才流失，稳住

创作队伍。”高黄刚说。

2002 年的这次体制转变，为天山厂全

厂干部、职工解除了后顾之忧，一心一意

搞创作，全心全意谋发展，天山厂民族和

睦，管理有序，重新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

力，更为新疆民族影视事业的健康发展提

供了体制和经济保障。

业内都知道，内地导演到新疆拍电

影，难免有一些生活习俗、思想文化、创作

理念上的隔膜。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一

些民族的家庭里，老人、主人和女性的座

次都有讲究，但内地来的导演往往因为不

了解这些生活习俗造成拍摄中的事实性

错误。在新疆工作多年的电影人都说，内

地的导演到新疆拍片，至少要生活几年才

能真正融入新疆、拍好新疆。高黄刚说，

正是因为这些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天山

厂特别重视培养本土固定的创作队伍。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北京电影学院就

为新疆培养了一批电影人才。改革开放

后，原新疆广电局于 1980 年和 2007-2008
年，以定向培养的形式先后输送了 70 多名

各民族青年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涵盖了

所有电影学专业。

也正是这些年润物细无声地培养，

“专业”成了天山厂这支“队伍”一个极其

重要的关键词。目前天山厂的创作人员

中，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在 50 人以上，

在编的保持着创作活力的导演就有 11 位，

老中青三代支撑起了天山厂的创作队伍。

看过天山厂电影的人都感觉得到，天

山厂的电影始终延续着一种特有的“味

道”。这种“味道”正是几代天山厂人对民

族电影入微的理解和创作的热情，是天山

厂的创作精神在几代人之间的薪火相

传。多年以来，天山厂都保持着一个传

统，主要创作人员每年都会选择新疆的一

个地区深入采风一段时间甚至更长，大家

一起开策划会确定来年的

选题。不少内地来的电影

人到天山厂参观后都说，

“天山厂麻雀虽小，但队伍

很全，每年坚持出品的 2-3
部民族题材电影，作品专业

水准也很到位。”

但与内地的电影工作

者比起来，天山厂的创作条

件还比较落后，这也是最近

几年天山厂力求要改变的

现状。“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有一群电影人

坚守在这里，完全是出于他们对电影的执

着、对新疆的热爱和他们肩上沉甸甸的使

命感，”高黄刚说，“新疆民族文化整体形

象的构建，要靠高端影视人才去孕育，靠

创新去输血，靠集体来分娩，更要靠观众

养育。我们新疆影视人责无旁贷，任重而

道远。”

◎以独特的优势反映伟大的时代变迁

◎致力培养专业团队 以沉甸甸的使命感拍好民族电影

◎以“两条腿走路”进行市场探索 努力打造中国民族电影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