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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舞台的交响 技术与艺术的融合

4K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电影《奋斗吧 中华儿女》专家观摩研讨会举行
■文/康妮 摄影/林琳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

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

舞台美学与电影美学的平衡

《奋斗吧 中华儿女》在各方面呈现出

来的进步，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风貌

和艺术水平。它在舞台美学和电影美学

中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平衡，既充分发挥了

舞台艺术本来就有的魅力，又通过电影化

手段呈现出电影的魅力，在舞台美学和电

影美学当中实现了最大公约数。电影的

元素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舞

台艺术纪录片当中得到了最大的呈现。

影片不仅带我们进入历史，更让我

们进入现场，在历史和现场的交融中，

让我们的艺术感受和空间感受得到释

放与转化。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

院长、教授）

舞台电影新探索

这部电影通过音乐舞蹈史诗的形

式，是对百年来过来人的一种慰藉，也

是对当下者的一种激励，并且是对将

来者的一种召唤。我觉得可以这样概

括它：国家电影，宏大叙事，国民情

感，磅礴气势，守正创新，道气融合，

与时俱进。它作为对过去的回顾，对

当下的立足，和对未来的面向，具有一

种全民鼓舞的特征，同时也是一个世

纪的交响。

这种音乐舞蹈史诗电影可以被称

为舞台电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

属于中国的一种独特样式。通过 4K
的技术探索以及多舞台与影、音，虚实

时空的调度和展现，在中国音乐舞蹈

史诗电影中，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对

话性，也让它的艺术感染力充满强大

张力。

张卫（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

副会长、原CCTV6《中国电影报

道》制片人）

历史与舞台的交响纪录片

这个片子仅仅作为舞台纪录片，成了

舞台的附属品，好像不太公平。它是一个

独特的创作，应该叫做历史与舞台的交响

纪录片。

现在我们学党史，每部电影都是局部

的、阶段的。而这部电影是全景式交融的

党史，是最好的电影党史教材，没有多少

作品可以超越。因为只有它是全的，而且

还是多届领导集体的交响史，这个是其他

电影作为党史材料不能超越的，应该

力推。

同时，影片里有音乐、舞蹈、歌唱、小

品、诗朗诵，只有中国才独有这种形式，广

大观众像欣赏春晚，觉得很自然，没有觉

得突兀。

刘汉文（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原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电

影所所长）

国家叙事 感情至深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作品，我从三

个方面来谈一下。

第一个方面，主题宏大，气势轩

昂。在有限的时间里，要把从建党到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么多大事件表

述出来，而且是气势轩昂、恢弘大气的

表述，是一个国家叙事。

第二个方面，内容严谨，形式精

巧 ，对 每 一 个 内 容 都 进 行 了 严 谨 的

考虑。

第三个方面，精益求精，感情至

深。片中很多场景，能够让我们回到

当时的历史现场，调动起回忆。

索亚斌（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

视学院教授）

一百分钟讲述一百年的发展历史

这是一部提纲挈领的作品，在我

印象里，没有哪部作品讲述了一百年

发展历史。我们用一百分钟讲述一百

年的发展历史，肯定会有相对比较碎

片化的展现，但是我相信它会成为领

军式的作品，可以从这部作品概括浓

缩的发展序列里，找到时间节点和历

史背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作品

是不可替代的，作为一个电影作品，影

响力要远远超过舞台版本。

电影的创作团队在限定性非常大

的条件下，呈现出比较理想的效果，在

看电影过程中，整个心理的感觉非常

舒服，一方面视听剪辑引导我们关注

重点画面，同时影片延续了舞台演出

虚实相生的特色。

如果这个作品想要拥有长远的影

响力、传播力，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短视

频系列版本，配合影院上映会形成一

个更好的合力。

陶涛（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

系教授、导演）

交响式结构带给观众舞台沉浸感

电影特别优秀，是我可以给学生

在课堂放的。剪辑本身就是交响结

构，整个舞台部分的台词、歌词，演

员、画面，还有一些表演区，根据什么

结构，选择什么样的景别，怎样分配，

是有交响乐的构造在里面。这时候影

像视听构造准确，是根据意译结构来

体现，歌词、台词、文献纪录片，整个

戏剧架构，都是在意译结构里面再去

找配套的视听镜头呈现。

1800 多个镜头，99 分钟的画面，镜

头量非常大，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要

解决一个问题，观众为什么要去电影

院看？这部电影，在影像上的构造还

是在声音上的处理，是可以说服观众

的。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可以看到超出舞台剧之外的信息，这

是特别好的、有视听的交响结构，它可

以带给观众舞台沉浸感，同时还有一

种交响乐的享受在。

高小立（《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

丰富纪录片类型的新成果

《奋斗吧 中华儿女》这部纪录片，

是电影对时代文艺的一次记录，也是

我们纪录片的新成果。看片的时候，

我想起了《东方红》史诗、《长征组歌》

这一类舞台艺术片，也是纪录电影的

一种类型，这次新影厂又为纪录片宝

库增加了宝藏。

第一个感受，电影审美和舞台审

美，看了舞台演出之后再去看拍成的

纪录片，肯定是电影更具艺术震撼力。

第二个感受，电影以音乐舞蹈史

诗艺术形式，展现中国民族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

第三个感受，舞台形象与新闻纪

录、虚构与非虚构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纪录和舞台相得益彰，渲染的氛围，也

增强了中华儿女奋斗的真实性。

支菲娜（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编辑）

对电影市场有益的补充

重点讲一下市场的拓展。现有银幕

近 8 万块，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上座率压

力大，非电影内容是电影市场的重要补

充。最近这几年市场宽容度越来越大，更

多样化的影像内容值得通过党建、优秀电

影进校园等各种方式手段，获得进一步传

播，这样的影片是能够被市场所接受的有

益补充。

我们做过一次国庆阅兵 8K 影院点

播，当时也是一票难求。我觉得这个片子

有它的市场，一个是优秀的党史教育，一

个是党史教育进校园。我今天看完以后，

觉得这样的片子，如果在校园里做推广，

效果是很好的。

何美（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信息处处长）

有必要让孩子们得到历史的浸

润和熏陶

在观影过程中有六七次泪目。我想

围绕奋斗史诗、艺术介入，简要补充三方

面感动我的力量。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表现奋斗的

主题。

第二，历史的叙事与民族的审美。

第三，来自电影舞台艺术和科技的融

会创新。

当下很多孩子可能看的是玄幻、

穿越，甚至有一些中学生看耽美、漫画

这些流行的亚文化。但是我觉得我们

的艺术是既面向过去的历史，更面向

未来，这些真实的力量，这些历史的思

维一定能够，而且有必要让孩子们得

到熏陶浸润。

6月 2日，国内首部 4K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电影《奋斗吧 中华

儿女》专家观摩研讨会暨第五期国产电影论坛新片研讨会在北京

天幕新彩云国际影城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

厂（集团）主办，中国电影资料馆融媒体中心承办。

《奋斗吧 中华儿女》是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

革命之歌》、《复兴之路》之后，我国文艺界排演的又一大型音乐舞

蹈史诗，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2019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接到拍摄任务，在对

这部舞台音乐史诗二次创作的过程中，借鉴电影《东方红》的创作

经验，精心打磨构思，讲好中国故事。该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

彰显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为主题，以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演进为主线，弘扬奋斗精神、讴歌奋

斗征程、凝聚奋斗力量、实现奋斗梦想，通过歌舞艺术串联起中国

共产党所走过的百年征程，呈现党与人民、奋斗与追梦的新时代交

响曲。6月7日，《奋斗吧中华儿女》登陆全国院线。

中央新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姚永晖，本片总导演侯克

明，本片制片人、中央新影集团影视资料部主任朱勤效，本片总摄

影罗凌，本片制片范欣等参加研讨会，介绍项目历程和创作心得。

摄制组在已有的拍摄舞台艺术电影的经验基础上，依托作为

新中国历史资料的记录者和保存者的资源优势，将舞台艺术与纪

录影像资料完美结合。本片用 8台 8K摄影机完成拍摄，在全片

1800多个镜头中，特效镜头高达1200多个，前后经专家审看20余
次，才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影片历时一年半的精益创作精神和

呈现出的艺术质感得到业内专家的高度赞扬。研讨会由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夏主持。

▶ 研讨会观点摘编：（按发言顺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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