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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的翅膀》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音乐歌舞片的全新探索
以艺术形式书写大美新疆

根植人民、深入生活，振奋民族精神、

鼓舞民族团结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张宏

《歌声的翅膀》是继《塔克拉玛干的鼓

声》、《远去的牧歌》、《昆仑兄弟》之后又一

部重要的新疆题材电影，不光给我们带来

了新疆的民俗风情，更主要是给我们带来

了思想的力量和天山电影制片厂对艺术

不懈的追求。

影片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民族团结，让

我们看到了现实的、美丽的、灿烂的、载歌

载舞的新疆形象，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

影片自始自终讲的是艺术家深入生活、深

入人民的过程。这是一部响应总书记号召

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文艺片，电影主创真

正做到了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

匠心打造“天山厂现象”

超越道德判断走向“大文化”视角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

《歌声的翅膀》是对新疆自然美和文

化社会美的发现。

影片在歌舞片的样式上做出了新的

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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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表现了新疆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年来，各个民族

繁荣发展，团结向上的勃勃生机。影片主

题昂扬，具有时代性，同时具有文化象征

意义。帕米尔高原是“人类的起源”，慕士

塔格是“冰山之父”，是“高峰”。男主人公

江寒找回“初心”，并走上冰山，达到音乐

创作高峰。影片将“初心”与“高峰”很好

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也说明“高峰”和“初

心”是一致的，把“初心”吃透了，深入生活

之后才能走向“高峰”。

近几年，天山厂一直连续地创作在全

国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作品。从《真爱》、

《钱在路上跑》、《梦开始的地方》、《塔克拉

玛干的鼓声》到《远去的牧歌》、《昆仑兄

弟》，再到今天的《歌声的翅膀》，可以提出

电影创作中的“天山厂现象”。这些影片

展现了新疆特色的自然美，具有鲜明的地

域文化色彩和时代特点，显示了中国的繁

荣发展，逐步走向“大文化”视角，超越了

一般的道德判断和是非判断。

一次成功的审美政治上的建构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教授王一川

《歌声的翅膀》是对艺术、审美形式的

一次政治性建构，是天山厂很有意义、很

成功、很有智慧的尝试。它集结了音乐

片、公路片、风光片、爱情片、教育片等多

种元素，通过智慧组合的方式，全面展示

了新疆风貌、民族团结。

另一方面是叙事上很有特点，音乐部

分很打动人，并且成为了故事的推进器。

音乐歌舞片在中国比较薄弱，《歌声的翅

膀》进行了重要且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歌舞片重要的、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

张思涛

首先是影片的原创性，影片就是为了

拍一部中国真正的音乐歌舞片而进行创作

和构思的。电影把各民族音乐和舞蹈风格

能够比较完美地融合起来。影片主人公有

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塔吉克族等，包括同

时作为中国音乐歌舞影片的一个重要的探

索，它把歌与舞比较完美地融合起来了。

这部影片可以看到歌舞的元素与整个故事

情节与叙事比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与西

方歌舞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中华民族

独有的特色和魅力，电影歌舞形象与文化

内涵进行了比较成功的结合。

内在旋律凝聚成“诗魂”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

《歌声的翅膀》不仅仅是一个类型片，

它在现代文明的演进上体现了中国电影

正在攀登一个新的高峰。影片抛开了事

件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构成了这部影片

的内在旋律——“诗魂”。在“诗魂”的塑

造上，三个少数民族的歌手都有自己的命

运，他们把唱歌当作对生命的追求，与人

生道路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影片的深度。

把“诗魂”的意义提升到现代文明的意义

上来看，是中国电影对于歌舞片的一次重

要超越，具有国际意义。

影片在人物命运上的体现和开掘，体

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学境界和

高度。它在一个爱情、青春的视域里，含

纳了被世界观众接受的最大公分母，因为

主人公的青春和爱情有了文化的高度、有

了生命的高度。

影片在歌舞类型以及意境的挖掘上，

做出了积极探索，把壮丽山川呈现出来。

形散而神不散，表达了对音乐和歌舞

的追求与愿望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

影片伴随着主人公的运动轨迹交织

了空间转换、时间转换，是一种天马行空

的表达，表面上感觉很散，但是神没有散，

这是影片最大的一个特点。

第二，影片包含了一个很大的母题，

就是对命运的探寻和寻找，本片充满了各

式各样的寻找，在寻找中表现对历史、命

运和当下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在里面有

寻找爱情的，有对音乐本身的寻找。而片

中，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江寒要寻找到音

乐的特质，通过音乐来确立自我的一种身

份，这种寻找很能激发每个观众的共鸣，

因为我们也在寻找当中。

一咏三叹，具有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

著名电影剧作家、评论家赵葆华

从艺术层面令人赞叹，一咏三叹，具

有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一是如诗如歌

的叙述，重情趣、重情感、重情趣张力、重

情感张力。二是如梦似幻的风光，无论是

万马奔腾，还是万鸟飞翔、五彩斑斓的山

川风木，无一不在利用电影的载体向全国

人民介绍今日大美新疆。三是青春励志

的故事，故事紧紧围绕着青春励志，事业

感、追求梦想，青春励志的故事和坚守梦

想的题旨有机融合。

《歌声的翅膀》将中国电影的歌舞片

的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部

“新歌舞片”，新时代、新人物、新风情、新

歌舞，表现的是大美新疆。

生动描写民生进步、民族团结的社会现实

中影集团原党委书记窦春起

这部影片的主题价值在于它生动反

映了新疆的民生进步、民族团结的社会现

实。影片让我们收获和谐之美，看到各民

族兄弟姐妹的一种祥和的气氛，这就是总

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也特别符合刚

刚结束的四中全会精神的要求，要求我们

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特别是提到了

要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从这部影片都

看到了新疆的百姓们这种精神力量的凝

聚，使我们特别感动。

其次影片做到了音乐歌舞与影片情

节的高度融合，为观众奉献了一个美好的

视听感受。另外在音乐段落的丰富上也

做到了严谨流畅，使我们视听感受一气呵

成。与以往的同类主旋律影片相比，《歌

声的翅膀》在思想内涵与艺术品质的结合

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人美、风光美、精神美

《电影艺术》原主编王人殷

第一是风光美，我们感受到了斑斓的

山、清清的河水、飞翔的鸽子、飞翔的老

鹰，这一切把整个新疆的牧场草原非常丰

富地表现出来。第二个是人美，不仅仅是

长得美，确实形象也很美，更主要是他们

的精神美，这是最让我感动的，这几个年

轻人为了追求梦想，追求人生的理想，他

们的青春是美丽的，是壮美的。第三个是

精神美，这个精神美里面包括的几段爱情

是非常美的。

江寒父亲的故事虽然一笔带过，但是

写了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传承，直接将

这个故事提升了思想高度。

实现主旋律概念的隐性表达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

影片实现了“电影主旋律概念的隐性

表达”，大象无形，大道至简。影片的线性

叙事是从某一个地方到慕士塔格峰结束，

走了一路，编剧找了一条线，这条线既是

寻找音乐的线，又是寻找爱情的线，又是

寻找历史的线。所有美好的风光、民俗的

展示、各种音乐歌舞全都是视觉表达，视

觉表达像珍珠一样地串在这个叙事里，所

以它是一种立体化叙事。

拍摄展现民族团结的作品，是天山电

影制片厂永恒的主题。《歌声的翅膀》的表

达再次提高了境界，没有民族了，我们就

是一个统一体。这个电影本身也是植根

于传统的现代化创新的新疆影视作品。

养眼、养情、养心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

电影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歌舞剧本

来的样式去做，有效地避免了观众对宣叙

调接受度的问题。这里面我只看到很少

的宣叙调，点到为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

合我们自己的国情做了改良，不是一个真

正的音乐剧品格，但确实杂糅了很多元

素，像公路片、爱情片这样的元素。

影片主题特别好，写了蜕变，鹰的蜕

变、人的蜕变、音乐的蜕变，还有时代的蜕

变，人放弃机会，放弃荣誉重新寻找，这都

是一种蜕变和寻找。

我觉得在这种喧嚣的城市里，在这种

快节奏的纷争、竞争的环境里面看这个片

子非常养心。

感受民族团结之美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

我觉得将发生在新疆的故事用这种

歌舞电影类型来呈现，再适合不过了。因

为新疆每个人都能歌善舞，电影故事里的

叙事和音乐有机融为一体。因为它本身

设定的就是让江寒所在的团队寻找音乐

的根和魂，把音乐叙事和整个电影人物、

故事叙事融合的非常好。

这部电影和之前新疆其他的电影不

同，模糊了民族属性，它展现的是大新疆

的美，从地域到人物都没有去强调这个民

族身份。新疆确实是多民族组成的，其实

这个就是民族团结，也就是民族团结之

美，不是刻意说少数民族跟汉族紧密联系

在一起，影片带着我们行走，让我们感受

到民族团结之美。

寻找自我的心灵之旅

《电影艺术》执行主编谭政

这部歌舞片呈现出一次寻找自我的

心灵之旅。影片代表着新疆电影未来发

展的重要方向，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风光

和民族风情，是非常大的电影创作宝库，

完全有可能运用自己的优势打造新疆特

色的电影生产基地。

用歌和舞的艺术方式表达新疆之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

长张红

这部影片有别于新疆以往的电影，它

用青春音乐歌舞的方式，表达新疆这些年

发生的变化。7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

下，新疆展现了一种新的面貌，有新时代

的气息。这是我们当时立意和选材的初

衷。从艺术角度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胆

的探索，用歌和舞的艺术方式表达新疆之

美，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在影片创作过程中，天山电影制片厂

进行了大胆探索，光是剧本就打磨了近两

年。同时我们集合了全国的力量，包括舞

蹈界的、音乐界的、表演界的，共同来打造

这部影片。

专家的论证为今后创作提供了明确方向

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高黄刚

专家能够给这部电影给予这么高

的评价，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是天山厂

第一次尝试音乐歌舞片的创作，我们希

望把新疆歌舞原汁原味的内容融进去，

在故事讲述的层层递进中，让音乐歌舞

参与叙事，并加入了现代的、时尚的、融

合的音乐舞蹈语汇。通过这次尝试，去

探索新疆主旋律电影怎么拍，尤其是歌

舞片怎么拍，这是我们肩负的使命。非

常感谢各位专家对《歌声的翅膀》进行

了有意义的论证，为今后的创作提供了

更明确的方向。

感谢专家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导演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

这部电影拍摄时间比较短，两个半月

的时间跑了两万多公里，17个大场景，所

有的演员、摄制组人员都非常辛苦。非常

感谢各位专家的评价。

让歌舞参与到叙事当中

编剧李牧时

这次创作最难的部分，就是让歌舞的

样式参与到叙事当中，这是我们开机最基

本的条件。歌舞应当和叙事珠联璧合，互

相观照，这是我们创作的初心。

11月1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的音乐歌舞片《歌声的翅膀》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召开

专家研讨会。

影片讲述了三个不同民族的年轻人，怀揣音乐梦想，行走天山南北、戈壁草原、乡村城市，从各民族丰厚的音乐舞蹈资源中，从各族群

众火热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和素材，最终实现音乐梦想的动人故事。

研讨会上，李准、张宏、王一川、康伟、张思涛、窦春起、黄式宪、王人殷、赵葆华、张卫、李春利、谭政和高小立等专家一致认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嗅觉敏锐，选题精准。专家们表示，影片主旨昂扬，开创性地使用音乐歌舞的艺术形式，将新时代新疆独特的文化特色和

民族特色集中展现，同时全景式呈现了新疆五彩斑斓的山川大地、异彩纷呈的民风民情，是一部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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