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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青春作伴好还乡》首映式
暨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电影人的时代责任和使命担当

喇培康（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影

股份原董事长）：

从电影的主题本身来看，是长影集团从电影

人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出发，主动投身时代发展，展

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背

景和时代风貌的诚意之作。

对于电影剧本的打磨，编剧团队能够俯下身

去，深入吉林的田间地头，以大量为脱贫攻坚建功

立业的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为创作基础，精心创

作出人物形象丰满、故事真实感人的电影剧本，是

这部电影以情动人的基础，也确保了电影剧本丰

满、真实、具有生活气息。

创作富有时代的气息、现代感

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乡村振兴是影片的主线叙事，而这个主线叙

事还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不仅仅是返乡创业、

“双创”，还有直播带货等更现代化的呈现。而且

它抓住了乡村振兴当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人

才。过去我们看到的一些乡村电影都是一种乡村

美学。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乡村美学，

更有对现代化的日常生活和现代化的日常场景的

深刻呈现，它不是面向过去的，而是面向未来的。

如果乡村振兴要建构一种新美学，那么这部影片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借鉴。

长影的“三个回归”

董瑞峰（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节

目部主任）：

第一，这是长影深厚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回

归。影片在创作过程中很好地把主旋律影片和

类型化的创作结合起来，同时又和他们最擅长

的现实主义手法融合在一起，这是电影好看的

原因。

第二，从制片策略上来看，是长影一个转型的

标志性作品，是对不拘一格降人才制片理念的回

归。最终电影的发展还是要靠更多专业电影人才

的回归。

第三，这是长影对市场的尊重、对观众尊重的

一次回归。影片从编导演各个方面，都在用心地

寻找和当下年轻人对话的密码。

展示新时代中国农村电影“四新”

张卫（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第一个新是新时代的新现实主义，这部电影

表现出天翻地覆的中国乡村，紧跟中国当下现

实的新变化和新发展。第二个新是中国农村题

材电影的新标杆，影片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

情绪，和最现代的发展结合起来。第三个新是

农村题材电影叙事的新创作，以往的农村电影

都没有像这部影片一样用悬念片来拍摄农村电

影。最后是农村题材表演的新风格，演员们把

现实主义的表现风格和喜剧的表演风格相结

合，把青春激情和乡村风俗人情相结合。

“后扶贫时代”一部有思想的作品

高小立（《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

第一，这是真正意义上讲述如何从脱贫走向

乡村振兴的一部主题性电影创作，而且提出了有

关人才的现实问题。

第二，人物的成长性很深刻，扶贫干部在成长

过程中如何坚定他的意志、坚定他的信念，影片深

层次地描绘了一个人的成长。

第三，影片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我们今天

的年轻人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提供了一

些启示。

长影赓续传统的新创作

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影片反映了中国从乡村扶贫向乡村振兴关键

节点下的新问题。在乡村振兴的格局下，什么样

的人能够给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机缘，这里面提出

了知识分子还乡的问题。影片用充满着青春气息

和时代风貌的艺术风格，反映了中国新时代的农

村生活，塑造了中国农村的新形象。同时，影片适

应当今时代观众的需求，叙事方面有自己的独特

特征。

亲切、振奋、独特

蒲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导演）：

我看了影片觉得特别亲切，因为我在生活当

中接触过与影片人物类似的在扶贫一线工作的年

轻干部。影片的名字——《青春作伴好还乡》很让

我感到振奋，是一种现实与历史的承接。影片的

独特性在于，整个影片围绕高密度的情节设计，用

了多种样式类型化的创作，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

恰恰是它的独特之处。

主旋律电影的现代电影观念

左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

化研究部主任）：

影片以东北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整个国

家在脱贫攻坚战中发生的一些形形色色的事

情和人物。

影片整体的调子是昂扬向上的，在整体呈现

上选择了悬疑的手法，在人物塑造和情绪的把控

上有着比较强的戏剧张力。回到剧情和人物设定

中的悬疑性，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叙述技巧上更

大胆一点，或者在叙述策略上更现代一点。如果

未来拍摄农业题材影片，可能要站在现代文明的

维度考虑它，而农业题材并不只往后看，恰恰相反

也应该往前看。

（根据发言顺序整理）

10 月 23 日上午，由长影集团出品

的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北京首映礼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中国文联副

主席赵实，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胡孝汉出席。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石玉钢出席并讲话。电影出品单位、

摄制单位、协拍单位和发行单位代表，

以及影片主创代表参加首映式。活动

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中国电影资料馆主

办，长影集团、中国电影资料馆融媒体

中心承办。

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是长影集

团“论剧求本”系列论坛活动探索学术

研讨向现实创作成果转化路径的全新

力作，由长影集团总编剧鲍盛华与编剧

郝天晓、胡莹、马犇共同执笔创作，赵琦

执导，曲士飞担任剧本总监。叶祖新、

蒋梦婕、黄俊鹏、许文广领衔主演，田牧

宸、张鹤伦、董春辉、李峥、任铭松、邢宇

菲、白一弘、王匡联合主演，林永健、尤

勇智、程野、方青卓、施大生、孙思瀚特

别出演。

该片以小切口引出大主题，融合青

春、励志、悬疑等元素，讲述主人公管松

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拟任县

扶贫办主任，却引发外界重重质疑，通过

公示期内对他的调查，揭开年轻干部被

质疑的一个又一个盖子，生动展现了以

管松江为代表的返乡创业年轻群体在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中的精彩之笔。影片

入选了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向全国推荐的

10部“2021脱贫攻坚主题电影”之列。

首映式上，该片编剧胡莹、剧本总

监曲士飞以及主演叶祖新、许文广各自

分享了在剧本创作、影片拍摄以及表演

方面的难忘经历。

首映式结束后，中国电影资料馆

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

向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影股

份原董事长喇培康，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会长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

务副会长张卫，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

中心节目部主任董瑞峰，《文艺报》艺

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北京电影学院

教授王海洲，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导演

蒲剑，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

究部主任左衡等业内代表、专家、学者

参加研讨会。研讨会由《当代电影》杂

志社社长、主编皇甫宜川主持。

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壮出

席。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庄严

介绍了影片创作和拍摄情况。电影《青

春作伴好还乡》编剧之一、长影集团副

总经理鲍盛华，吉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

处长刘威参加活动。

与会专家认为，影片在创作上继承

了《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达吉和她的父亲》、《花好月圆》等长影

经典影片的艺术风格，发扬了“聚焦现

实、扎根生活，刻画小人物、反映大时

代”的长影优良传统，赓续了电影摇篮

的红色基因，在践行习近平文艺思想，

自信自强、固本培元、守正创新上作出

了新的努力探索。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

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石玉钢

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庄严

影片主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