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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深刻改变了中国，

深刻影响了世界。这是中国人民创造

人类发展史奇迹的伟大历程。改革开

放40年以来, 人民不断旺盛的精神文化

需求，也促使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改革

开放与中国电影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

系，中国影视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对

于全世界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举旗帜 笃行伟大使命道路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方

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影频道始终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

定拥护党的政治建设和政策方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

贯彻体现到电影频道的改革创新发展、

舆论阵地建设和文化宣传等各个领域。

电影频道的诞生，与改革开放和中

国电影事业的繁荣发展密不可分。电

影频道成立之初，得到了党和国家在扶

持政策上的有力保障，也得到了各大电

影制片厂的大力支持，各方各界人士向

我们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伸出了援助之

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电影处于

转型期，为了满足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

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电

影频道开启了电影创作道路。电影频

道诞生 20 多年来，拍摄了将近 1900 多

部电影，题材涉猎之广泛，是任何影视

制作机构没有达到过的，同时电影频道

也见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优秀电

影工作者，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贡献

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尤其自党的十大以来，电影频道

在导向引领、思想舆论阵地坚守方面

亦不断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努力

做到舆论阵地无真空，导向引领无偏

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找准方位才

能把握航向，主动作为才能克难前

行。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红军长征

胜利 80 周年、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

以及“金砖”、十九大、“上合”、“一带

一路”，以及每年两会等重大宣传期，

电影频道始终积极配合国家战略部

署，以正面宣传推动舆论强势。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明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2021年将迎来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2022年将喜

迎党的二十大。电影频道将持续打造

主旋律精品内容，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团结

凝聚人民提供精神力量。在坚持党的

领导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电影频道全

中心始终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丝毫不动摇。

聚民心紧扣时代主线强音

当今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

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顺应历史潮

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

行。因此，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等

的创新，用多样化的手段展示伟大的新

时代，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主

流舆论传播矩阵，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

中之重。

结合工作实际，在2018年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之际，电影频道集中选编中外

优秀影片，下定决心，凝聚民心，坚定信

心，致敬新时代，累计观众规模超过10

亿人次。电影频道创新栏目《今日影

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电影相

结合，将新时代、新风貌、正能量的声音

传入广大民心。大型专题片《影响》，从

电影的视角看40年社会变迁，铭记时代

大事，谱就电影与岁月的时代之歌，获

得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电影频道品

牌栏目《中国电影报道》派出多组记者

深入基层，对话电影创业者、逐梦人，将

社会热议话题与基层电影工作者相连

接，体现电影人对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

解读与贯彻。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始

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把解

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为

改革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多谋

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的重要指示精神，电影频道

推出《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公益

项目，深入贫困地区调研，整合扶贫方

案，助力国家脱贫行动，引发了积极强

烈的社会反响。

同时，在国家主流媒体阵地打造方

面，电影频道始终贡献着独有的、正面

积极的力量。官方的电影节活动都是

由电影频道来承办，我们全面统筹凝聚

中国电影人力量，对不同的电影节采取

不同的策划方法，让每一个电影节都闪

耀不同的光芒。2018年，由国家电影局

主办、电影频道承办的第十七届中国电

影华表奖颁奖典礼，成功打造中国电影

界最高规格的文化盛会，是近年来中国

电影发展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在所

有大型文化活动盛典的相关工作中，电

影频道始终以正确的舆论凝心聚力，以

优秀的作品鼓舞斗志，为文化艺术日益

繁荣奉献能量。近年来，电影频道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从一个传统的电影播放

平台变成了真正有态度、有温度、有话

语权的主流媒体。

在电影创作方面，电影频道积极发

出“主流声音”，构建“主流叙事”，紧扣

时代最强音。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电影频道精心打造数部主

旋律献礼片。把握新时代人们的精神

风貌，镌刻普通人实现人生价值、奋斗

圆梦的动人影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

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

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

活的美、心灵的美。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的是，如何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

在千载难逢的伟大觉醒中，创作出有凝

聚力、有穿透力的传世作品，提炼当代

价值、传递世界意义。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电影频道已经

由一个单一的频道，发展成为一个横跨

电影、电视、网络媒体、新媒体、平面媒

体的全媒体平台。2018年以来，电影频

道蹄疾步稳加速媒体融合发展，其中电

影频道融媒体中心，着力构建“五微两

端多平台”传播矩阵，以助力中国电影

发展为核心，以高水平成长态势，以精

品栏目和优质内容为抓手，以创新、奋

斗的精神为动力，塑造平台价值与品牌

形象，正在形成自身独有的公信力和影

响力。经过20多年的努力，电影频道实

现了媒体集群式发展，电影频道及旗下

CHC数字电视、CMC国际频道、融媒体

中心、1905 电影网以及平面媒体，在传

播平台上形成一股合力，资源充分融

合，形成动能转化，扩大内容生产力与

品牌价值影响力，推动着电影频道稳步

升级，同时不断推进电影人、电影产业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当今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力量”在世界范围

内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在日益密切

的国际文化交流中，电影频道始终发挥

主流媒体参与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

流的主阵地作用，积极配合国家整体战

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电影频道

通过多种渠道与各个国家尤其是电影

生产的中小国家建立联系，秉承上合精

神，搭建良好渠道，与海外多国电视台、

传媒机构及运营商形成有效合作，推动

世界范围内电影的多样化发展。近年

来，电影频道相继在非洲毛里求斯、塞

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加纳、科特迪瓦成

功举办了“中国电影展播”活动，传递出

新时代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展示了中华

民族自古就具有“天下大同”、“协和万

邦”的宽广胸怀。

中国是拥有5000多年文明的大国，

拥有无数文化的瑰宝。在继承优秀传

统文化、打造新时代内容精品的同时，

我们应不断深化和细照，自觉将电影工

作置于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重大决

策部署之中，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宏伟目标之中。

筑同心迸发改革开放势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延

续改革开放巨大势能，实现了快速发

展，同时基础设施、工业水准大幅提升，

产业结构升级进化，市场布局更加合

理，中国电影市场也已成为仅次于北美

地区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前进道

路上，我们既要秉持底线思维，也要激

发创新思维、提倡法治思维，深入研究

鼓励探索，调动全民力量，蹄疾步稳、同

心协力实现文化发展的宏伟蓝图。

同时，电影频道将坚持任人唯贤，

着力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高素质

干部队伍和有担当、吃苦耐劳的人才队

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们将以强

大的勇气和智慧，不惧发展进程中的风

浪险阻，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的“四力”人才培养工作，努力打造一

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

胜仗的工作队伍。在体制改革创新中，

稳中求进，深入探索融合发展，同时依

照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把

握时代大势，勇于攻克难关，引领社会

潮流，迸发改革开放的强大势能。

进入新时代，我们将守正创新，不

懈奋斗攻坚克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协力由电影大国向

电影强国迈进。

（作者单位：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总编室）

中国影坛的 2018 年仿佛还未

过 去 ，原 因 是 这 部 电 影《无 名 之

辈》还在持续地影 响 着 我 们 。 这

是 又 一 部 追 随 深 度 现 实 主 义 创

作 方 法 的 优 秀 电 影 。 它 的 优 秀

已经得到了当下社会的承认，人

们 在 它“ 荒 诞 ”与“ 幽 默 ”中 看 见

了电影对生活的真实发现，这种

发现触动着人们的神经网络，现

实的悲哀投射到了银幕再折射进

观众的心灵，理论上的无解在电

影的形象思维中代之以伤感和滑

稽的笑声。

这是一部悲剧，却不断地以喜

剧的方式展出，直到马先勇在糊

里糊涂中中枪身亡，所有观众内

心的善良被瞬间爆发，影片才明

确地告知我们，无名之辈们如此

荒唐的生命结局才是当代深度现

实主义的题中之义。

现实主义和深度现实主义的

区别在哪里？在于前者对于严酷

现实始终保持温暖，坚信问题有

解。深度现实主义没有这样的理

想主义立场，它们挖掘为何现实

主义早已揭示的社会现象会延续

如此之长的社会生活时期，何以

其中人的命运在看似个案化的曲

折当中会逐渐放大成为普遍的社

会现象，何以中国人的悲剧总带

着喜剧的特征，而喜剧又总带着

悲剧的结局，主人公们总是驾驭

不了自己的命运，最终的绝望究

竟说明电影的什么主题，故事究

竟又想对现实作出怎样的解释。

现实主义对于问题是有解的，

深度现实主义是无解的。譬如鲁

迅的《阿 Q 正传》便是无解的，对

中国的国民性无解，它是一部深

度现实主义的小说。阿 Q 看似也

是一个乐观的人，貌似马先勇非

常乐观地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成为

一名协警，尽管他的前科已经非

常糟糕。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在

出场的时候都已经很不堪，尽管

在 编 剧 上 这 部 电 影 还 谈 不 上 高

明，但是人物出场时候种种不堪

已经足以为这部影片的深度现实

主义刻上了基础的烙印。

开始就不堪，最终还是不堪，

他们的命运似乎本就是给人们浏

览一遭如何不堪吗？无解。《阿 Q

正 传》不 仅 是 无 解 的 ，还 通 篇 荒

唐。《无名之辈》的剧情从始至终

充满荒唐，而在国产电影中能够

以足够大容量的篇幅展开主题的

荒唐与荒诞，确实很少。

最尖锐的荒唐当然是马先勇

得到了警队战友的认可，可以重

新成为一名协警之后，居然死得

如此荒唐——首先和“低配版”的

抢劫犯眼镜、大头困在一起（抢救

用的救护车内），然后各自都端着

一支枪，再后是城里放起焰火，爆

炸声令眼镜惊慌失措先开了枪！

马先勇就这样倒在了命运的门槛

上——带着当上了协警的梦无奈

地死去。一个无名之辈的梦就这

样不堪地破灭，而过程就是如此

荒唐。“无解”＋“荒唐”=宿命。

现实主义悲剧在于把价值毁

灭给人看，深度现实主义的悲剧

却 在 于 你 看 到 的 不 是 价 值 的 毁

灭，而是宿命的荒唐。价值的毁

灭是包含理想主义的，宿命的荒

唐却回到无解。什么叫宿命？眼

镜、大头、马先勇妹妹马嘉琪、开

发商高明的命运都不是“宿命”，

马先勇一生不堪，而最后妹妹原

谅他、战友认可他，他为了赢回一

个协警的岗位已经做到了全力以

赴，但是命运没有放过他。这就

是宿命。

《无名之辈》的深刻不足在于

人性的刻画，马先勇的内心展露

不够。但是影片始终将镜头指向

小人物——“无名之辈”，也足以

让我们向它致敬。这些无名之辈

在成功者如林的当下社会就像一

群过客，当我们某些指标已经把

“中产阶层”的收入标准定为月度

2500 元的时候，譬如影片当中的他

们 ，究 竟 是 中 产 阶 层 呢 ，还 是 底

层？而除了阶层的划分，我们还

能够怎样认识当下社会哪些人群

是活的顺畅的，哪一些人群又是

不堪与宿命的？宿命的根由究竟

是生活的际遇，抑或是个人的心

态和智商？

眼镜和大头的故事从抢劫一

家手机门店开始，而为首的眼镜

想的是干一番大事同时稳打稳扎、

“一步一个脚印”，从手机店开始，

以后再想抢银行之类。他们抢到

的是一大堆手机模型，成为了全城

人的笑柄。这样的人生宿命源于

歹念和没有知识。马嘉祺早年因

为哥哥马先勇醉驾车祸而全身致

瘫，欲死不能，又万念俱灰。同时

她又是一个性格异常彪悍的毒舌

女，而且是残毒舌女，直至小便失

禁，霸道和横蛮荡然无存。直到马

先勇与她隔门对话，对哥哥的原谅

出自亲情，我们又想到了如此人生

宿命竟出自人深深的无奈——心

比天高，命比纸薄。

马 先 勇 的 宿 命 又 源 自 什 么

呢？也许我们看完全片会哀叹纯

属偶然，如果没有酒驾就不会出

车祸，就不会从协警下岗去当保

安，就不会后面一连串事件发生，

就不会死去……马先勇影片中的

故事还包含着个人的性格，持之

以恒地执着参与破案以证明自己

的能力，无奈地面对命运但又不

失梦想，处事机警有谋可过程总

是荒诞可笑。马先勇是一个典型

的当今的小人物，其宿命的偶然

性中一开始就有着必然性——如

果他不是争着邀功在一顿狂饮烂

喝 之 后 依 旧 驾 车 ，就 不 会 出 车

祸。在一个机会少而竞争者众的

官本位社会，马先勇要上位因而

造成悲剧，是他整个人生走向宿

命的滥觞。

这里有的是必然性，不仅仅是

偶然性。影片中还有一个叫九孔

的人物，一方面“爱”着马嘉祺，另

一方面又按捺不住要去嫖娼，其演

出不能说不成功，给人们留下的印

象也挺深刻，九孔的悲剧在于“人

格分裂”。《无名之辈》写出了一群

众生相，这群“无名之辈”占据社会

人群多大的比例很难说得清楚，可

否代表当下社会很普遍的一个阶

层的确可以探讨。这是一个体制

外的人群，是一群挣扎在生存的人

性欲求之上的“无体制之辈”。他

们的宿命是必然的。

然而，影片故事没有涉及到官

场中人，官场中人有没有这样“挣

扎在生存的人性欲求之上”的不

堪 之 辈 呢 ？ 或 者 其 更 要 秉 性 龌

龊、品行下作呢？影片仅仅停留

在 一 个 离 开 了 体 制 的 底 层 人 群

中，它对于社会的深度现实主义

剖析反而是远远不够的。不过我

们也因此得以关注在今天已经很

厉 害 了 我 的 国 中 社 会 阶 层 的 分

裂。思考在于，这样一种阶层的

分裂究竟有没有解，有没有可能

让更多的眼镜、大头、马先勇们走

出不堪的宿命。

不仅仅是对这个阶层的思考，

还有对于类似的社会中人之精神

状态的关注，正是深度现实主义

的角度。《无名之辈》不仅仅是写

人的荒唐故事和宿命主题的，它

的深度还在于关注在这些荒唐与

宿命背后人群的精神状态、心灵

生活。有评论说影片在幽默的悲

剧背后写的是“爱”，大头的爱，马

先勇的“爱”，甚至九孔的“爱”等

等，这有些扯。影片最深刻处在

每 一 个 人 物 对 自 身 追 求 结 果 的

“信”和其结局的悖反。荒诞荒唐

无解宿命通通在这里：所有梦想

全部烟消云散。这是一个无法得

到“信”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最揪心的已经不

是“爱”与“不爱”，而是“信”与“不

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

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四十

多年前写下的诗在今天还有没有

意义？在马先勇们的世界里，他

们最后还能相信什么？还有多少

人群对于马先勇这样的宿命抱有

共鸣？《无名之辈》是可以发出很

多这样的诘问的。

《无名之辈》：
深度现实主义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光荣历程赋能新时代

2019春节档大幕尚未开启，已被提

前预定为“史上最强”，众多业内人士预

测这个春节档的票房成绩、映后口碑都

极有可能勇创新高。在这一片红红火火

热热闹闹的掩映下，估计没多少人会注

意到“消失”的女主角们，春节档六部真

人电影——《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

生》、《新喜剧之王》、《流浪地球》、《神探

蒲松龄》、《廉政风云》清一色主打男星，

严格按主演排名来说，六部电影只有一

个女主——《新喜剧之王》里的鄂靖文。

2019年春节档应该算史上最MAN

的一届，《疯狂的外星人》主打喜剧“双

王”黄渤、沈腾，《飞驰人生》由沈腾带队

黄景瑜、尹正、张本煜、尹昉的“青春男

团”，《流浪地球》硬汉清一色——吴京、

屈楚萧、李光洁，《神探蒲松龄》继续成

龙老大哥带年轻小弟的模式，这次小弟

换成了阮经天，至于“龙女郎”，这些年

来早已不复当年成色，钟楚曦恐怕也难

摆脱这一窠臼。《廉政风云》既然是麦兆

辉作品，最亮眼的毫无疑问是双雄对

峙，结婚生子淡出已久的林嘉欣又能从

刘青云、张家辉手下抢走多少戏码。在

男性力量占压倒性优势的2019春节档，

只有《新喜剧之王》中鄂靖文算得上影

片真正的女主角，虽然宣发主打的是男

星王宝强，但从剧情来看，《新喜剧之

王》作为《喜剧之王》的女性篇，整部影

片从一个小镇追梦女青年的视角讲述，

是这个春节档唯一一部女性向故事。

2019 春节档女主“消失”显见的原

因很容易被归结于影片类型所限，今年

的春节档供片多为喜剧、动作、科幻等

硬类型，而不是主打女主的类型如爱情

喜剧、古装大片，如去年的春节档赵丽

颖做女主的《西游记之女儿国》、白百何

做女主的《捉妖记2》。有种成见叫：硬

类型让女演员走开，不过近年来好莱坞

已经刷新了这一老观念，硬类型里重磅

女演员越来越成为常规配置，好莱坞大

片追求种族政治正确的同时也兼顾性

别政治的正确，《地心引力》、《星际穿

越》、《火星救援》、《降临》都是硬得不能

再硬的科幻片，桑德拉·布洛克、安妮·
海瑟薇、杰西卡·查斯坦、艾米·亚当斯

等一票好莱坞一线女演员跟男主并肩

作战。就连超级英雄这片最直男的领

域也终于在近年被女主们攻克，盖尔·
加朵力压蝙蝠侠、超人成为《神奇女侠》

这个项目的话事人，布丽·艾尔森的《惊

奇队长》乘胜追击，斯嘉丽·约翰逊难产

了十年的《黑寡妇》大电影也终于成真，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三部大制作大场面

大投资的超级英雄大片都由女导演执

导，好莱坞男女同工同酬的夙梦眼见正

一步步变成现实。

而在中国一批业务能力、市场号召

力都过硬，可堪大任的女星——章子

怡、赵薇、周迅、徐静蕾、舒淇、李冰冰、

姚晨、高圆圆……正渐渐从大片里消

失。“四小花旦”这一代女星曾是整个

大华语影坛最强的一股女性银幕力

量，在内地男星还没法在电影市场形

成足够号召力的那些年月里，她们搭

档从香港北上的“金牌大叔”们——周

润发、刘德华、梁朝伟、成龙、李连杰，

为中国电影票房不断创下新高贡献了

自己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今，中国电

影市场已经养育成全球第一大电影市

场，大叔们变成了大爷，渐渐淡出银

幕，又有一批新鲜大叔长成号令江湖

——黄渤、徐峥、沈腾、王宝强，而她们

却进入了事业瓶颈期。

拦住她们去路的是40岁这道坎，集

体成为中生代女星的一线女星，不仅要

因为结婚生育按下事业的急停键，更要

面对岁月在她们身上留下的痕迹。21

世纪都快过了五分之一，不少国人还笃

信那句老话，“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

十豆腐渣”，一个演员20多岁入行，拥有

一定的行业积累和人生阅历的时候正

是 30 到 40 岁，这本是她们作为演员最

好的时候，可惜她们在大银幕上展现自

己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在大洋彼岸的

好莱坞，当然也一样存在女演员的残酷

大限，但比中国要延迟5-10岁。周迅因

为害怕老去，每天掩面痛哭，花了整整

两年的时间才释然，可是她释然没用，

市场投资并没有释然，中国内地一线女

星们只能继续半停工中亦或在综艺节

目中消磨人气。

江山代有人才出，影视圈更是一个

前浪拍死后浪的残酷竞技场，章子怡、

周迅们退下去，自然会有年轻一代顶上

来，可问题就在这，就目前来看无论是

专业能力还是票房号召力方面，新一代

女星都还没达到70后一代女星当年的

高度，周迅演《苏州河》时 24 岁，凭《如

果·爱》金像奖“封后”的时候32岁；章子

怡演《卧虎藏龙》时21岁，凭《2046》金像

奖“封后”的时候26岁；赵薇演《还珠格

格》时22岁，凭《情人结》获得华表奖最

佳女演员的时候28岁。如今杨幂、周冬

雨、景甜、倪妮、赵丽颖、佟丽娅、马思纯

都已站在 30 岁关口，如果 40 岁将一直

是中国女演员难以突破的生死关隘，那

么留给她们的时间也非常紧迫了。

女星荒、女星青黄不接，对于电影界

绝不是一件好事，其伤害也绝不仅仅作

用于主打女星的那些电影类型，而是整

个电影工业。香港电影雄风不振其显见

的体现之一就是香港女星代际交接失

灵，即使是“雄性荷尔蒙喷薄”的成龙电

影一样身受其害，从苗可秀、郑裕玲、梅

艳芳到张曼玉、王祖贤、邱淑贞，到舒淇、

蔡卓妍，再到林鹏、张蓝心、姚星彤，从

“龙女郎”的变迁看尽香港电影由盛而衰

的流变。没有足够量级的女演员来诠释

呈现，编剧在塑造女性角色的时候会很

自然把戏倾斜到更为重磅的男性角色

上，从而造成女性角色塑造的单薄孱弱，

而因为剧本的先天不足，导致女演员表

现失色，更难养成足够量级的女演员，互

为因果，恶性循环。听起来像是悖论，越

是在死硬死硬的题材、类型里，越需要强

大的女性角色塑造，想想《异形》、《终结

者》、《银翼杀手》。

我乐见2019年春节档之红火，对春

节档的诸位“大叔”爱得深沉而热烈，

但手拿预售票天天倒数等过年的同

时，又有一丝隐忧，但愿这个“史上最

强春节档”的辉煌战绩不会被人拿来

做“中国电影女星不重要、女性不重

要”的佐证，但愿中国电影的女性力量

奋起直追，做大做强！

2019春节档前瞻：

“消失”的女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