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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思涛

回忆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创办经过

一

我是 1987 年 9 月从中宣部文艺局

被派到中国电影家协会兼任分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从 1989 年春天开

始，由于原主管“双奖”的影协书记处

书记张清调任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

影协分党组（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书

记处就决定由我接着主管金鸡百花

“双奖”颁奖工作，从此开始了我同

“金鸡百花”的缘份。

当时在影协职工中流传着一句

话：“一年办一个活动，一个活动办一

年”，客观上说明了“双奖”活动在影

协工作中的重要性和任务的繁重。

我 在 中 国 影 协 工 作 将 近 15 年

（1987-2001 年），分管“双奖”工作 13
年，具体主管了 1989、1990、1991 年三

届“双奖大会”、1992—2001 年共十届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特别是在

1992 年，根据广大电影工作者的要

求，我在影协分党组、书记处的领导

和支持下，主持把一年一度的“双奖

大会”发展成为一年一届的“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

二

为什么要在金鸡百花“双奖大会”

的基础上创办“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呢？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顺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深入改革

扩大开放的趋势，为了促进中国电影

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为了回应当时

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强烈要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开始

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电影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观众群，中国电影

开始走向世界并且在一些重要国际

电影节上获奖，那时在广大观众和电

影界人士中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

为什么没有举办过电影节？

1984 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曾经出版

过一本书叫《国际电影节概况》，根据

书中介绍，自从 1932 年意大利威尼斯

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以

来，到 1982 年底全世界己有各种名目

的国际电影节三百多个，一些国家如

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加拿大

等都举办过数十个各种类型的电影

节，电影节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交流最

重要、最广泛的活动方式之一。但是

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电影节。这是

事实。

我曾经在 1986 年北京展览馆举

行的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颁奖典

礼上亲耳听到著名导演谢晋的大声

疾呼，他认为中国没有电影节和我们

这个伟大国家、伟大民族的形象是不

相称的，他呼吁在金鸡奖百花奖“双

奖大会”的基础上创办具有中国社会

主义特色的我们自己的电影节。

著名电影评论家、中国影协书记

处书记罗艺军 1986 年 8 月在《大众电

影》杂志头版发表专文，题目就是《中

国为什么没有电影节？！》。罗艺军指

出，电影节是巨大的信息库，电影节

是国际文化交流重要手段，也是加强

电影与观众联系的纽带。中国电影

节姗姗来迟的路障，主要是“左”的文

化观念和影响。

他讲到，1981 年在金鸡奖百花奖

的发奖大会上，电影界一些老前辈就

议论过在“双奖大会”基础上举办中

国电影节的设想。他认为，举办中国

电影节的基本条件已经臻于成熟，是

尽早揭开中国电影节神秘面纱的时

候了！谢晋的呼吁、罗艺军的文章正

是当时广大电影工作者、广大电影观

众心声的一个代表。

三

我正是在这时候接受了分管“双

奖”工作的任务。应当说，从接受这

项工作的那一天起，我就感觉到了肩

上的压力和使命，就使我不能不认真

考虑，如何顺应时代和形势的要求，

如何响应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呼吁，把

“双奖大会”向前发展一步，办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电影节？

但是在我分管“双奖”的头两年，

并没能实现这个目标。 1989 年是我

分管“双奖”的第一年，那年原计划”

5·23”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双奖

大会”，但在筹备期间北京发生了“动

乱”，新疆自治区区委宣传部鉴于当

时严重形势，中途提出停办“双奖大

会”。这是“双奖”历史上唯一一次

“送奖上门”。1990 年“双奖大会”与

湖北省文联合作在武汉市举行，由于

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情况也不够

理想。

1991 年是在“双奖”历史上值得一

记的年份。那年夏天我国华东地区

发生严重水灾，从 7 月到 9 月中国影

协全力以赴在北京举办了规模空前

的“中国电影界赈灾大义演”，“义演”

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在时间上耽误

了当年“双奖大会”的筹备工作。然

而，经过我们影协上下努力，紧急动

员、精心策划、周密组织，最终于 11 月

16 日至 20 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

举办了为期五天的影协最后一次“双

奖大会”，而且我们有意识地把这届

“双奖大会”办成了从“双奖大会”走

向“电影节”的一个铺垫、一次实验。

在会前协会干部动员大会上我就

宣布了：“我们要把今年的‘双奖大会

’办成一个电影节的雏形，我们将从

明年开始正式举办电影节！”具体来

说，我们在这届“双奖大会”上特别增

加了“影片展览”和“学术研讨会”两

大块内容，举办了“国产新片展”、“港

台影展”等多个影展和“革命历史题

材电影创作研讨会”、“海峡两岸和港

澳电影艺术家座谈会”等一系列学术

交流活动，同时还发扬“双奖”联系群

众深入生活的传统，组织与会者参观

访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典型

房山窦店村。

事后，媒体这样评价：“为期五天

的盛会，日程紧凑，色彩缤纷，气氛热

烈”，“这次双奖活动为以后开辟了一

个新模式，即向颁奖典礼、新片影展、

学术交流、海峡两岸及港澳电影界交

流融于一体的电影节方向发展。”

应当说，当时中国影协的领导班

子尚处于不够健全的状况。 1990 年

后石方禹、苏云、罗艺军、张清等协会

老领导先后退休了，新任党组书记由

于健康原因上任一段时期后主要在

家中休养，广西厂厂长高鸿鹄于 1991
年 10 月调任中国影协担任分党组副

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实际主持影

协日常工作。

当时高鸿鹄在广西厂刚刚拍摄完

成传记影片《周恩来》，此片在电影界

引起热烈反响。因此，高鸿鹄在参加

了 1991 年年底的“双奖大会”后即向

我们提议，1992 年到广西壮族自治区

举办“双奖大会”。我和崔博泉（当时

崔已从《大众电影》杂志杜社长任上

退休，是我抓“双奖”工作的主要帮手

之一）都表示赞同。

1992 年 1 月和 3 月（春节前后），高

鸿鹄带领我和崔博泉两次到广西南宁

同自治区有关领导洽谈合作举办“双

奖”事宜。我们见到了广西自治区副

主席李振潜、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周民

震等当地领导，他们都同意同中国影

协合作主办当年“双奖”活动，李振潜

副主席还具体提议到桂林去办。

在这期间我向高鸿鹄提出了从当

年开始把“双奖大会”正式发展为“电

影节”的设想，并建议电影节名称定

为“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高鸿鹄

表示完全同意。当我们把这个想法

向广西有关领导提出时，李振潜等都

一致表示同意和支持，桂林市的正、

副市长袁凤兰、林观华还为桂林市能

承办“首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感到特

别兴奋，她俩认为这将成为继抗日战

争时期全国进步文化人士聚集“桂林

文 化 城 ”之 后 桂 林 市 的 又 一 历 史

盛事。

根据中国影协领导和广西自治区

有关领导一起讨论、策划的意见，我

在两次考察广西回北京后即起草了

《关于举办“92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的请示》，以影协分党组、书记处的名

义，于 1992 年 4 月 1 日报中国文联党

组并转报中宣部。

中国影协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

“一年一度的电影‘双奖大会’被称为

我国电影界的盛大节日，举办十一年

来已在国内外产生相当影响，电影界

人士曾多次呼吁在‘双奖’的基础上

举办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节，特别是

近年‘双奖’大会实际上已成为集影

展、评奖、学术研讨、海内外交流于一

体的系列活动，具备了电影节的雏

形。因此，拟从今年开始举办一年一

度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这份报告还说：“电影节将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 ，贯彻文艺‘二为’方向、

‘双百’方针，发扬‘双奖’活动群众性

与专业性相结合的特点，逐步丰富内

容，成为融影展、评奖、学术研讨、国

际交往于一体，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

性的大型电影文化活动。”

报告上报以后，我回中宣部文艺

局同文艺局领导就中国影协拟在当

年创办“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计

划作了比较具体的汇报和交流，因此

很快，中宣部于 4 月 20 日以“中宣发

函（1992）34 号”文批复中国文联，同

意中国影协举办“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

四

中宣部批件下达以后我们从 5 月

到 10 月紧锣密鼓地进行了电影节各项

前期评奖和后期活动的筹备工作，包

括本届百花奖金鸡奖的评选，电影节

组委会、执委会和各工作组的组成并

且各自开始工作，还有在北京、上海为

电影节“集资义演”，在北京、广州筹备

电影节影展的巡回展映，以及征求、确

定电影节节歌、节徽、节旗等等。

经过中国影协和广西自治区及桂

林市的精诚合作共同努力，第一届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于当年 11 月 1 日

至 7 日在桂林市举行，并取得园满成

功！这实际上成为自 1949 年以来我

国举办的第一个电影节。

1949 年以后四十多年我国没有举

办过电影节，但就在九十年代初却一

下子涌现出了四五个全国性的电影

节活动，其中有 1992 年开办的中国长

春电影节、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有

1993 年 创 办 的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和

1994 年开办、但后来仅举办过两届的

珠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若

论举办时间，由于举办地气候原因，

长春电影节比金鸡百花电影节还略

早两月，但考虑到百花奖、金鸡奖和

“双奖大会”的历史，电影界一般认为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是我国第一个

全国性的电影节活动。

本届电影节举行了以下各项活

动：电影节开幕式；第一届海峡两岸

暨香港电影新作观摩展；第一届金鸡

国际影展；第十二届金鸡奖暨第十五

届百花奖颁奖典礼；“百花奖”十五届

庆祝大会；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五

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和香港

电影艺术家座谈会；第七届中日电影

文学研讨会；第十二届金鸡奖学术研

讨会；各电影制片厂厂长座谈会；电

影艺术家与企业家联谊会，等等。此

外，还组织了中外电影艺术家与观众

见面、文艺演出及深入群众、组织采

风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来自全国各地电影界的 300 余名

代表参加了本届电影节活动，香港、

台湾电影界分别组成了代表团前来

参会，日本、法国、俄罗斯、波兰、摩洛

哥、越南、瑞士、匈牙利、美国、西班牙

等十个国家的电影界代表带了 24 部

影片参展“第一届金鸡国际影展”，此

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媒

体的近 300 名记者加入了电影节的宣

传报道工作……

五

虽然将近三十年过去了，第一届

金鸡百花电影节有许多难忘的镜头

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例如：

漓江之畔、叠彩山下，那场融自然风

光、民俗风情、民族歌舞和“蒙太奇”

电影手法于一体的露天开幕晚会，晚

会编导苏叔阳曾得意地自栩其为“环

境艺术”代表作。

电影节开幕式上，包括白杨、谢

添、孙道临、田华、陈强、祝希娟、刘晓

庆、斯琴高娃、达式常、古月、李仁堂、

葛优、王玉梅、王铁成、许还山、王馥

荔、卢奇等等，几十位“从银幕上走下

来”的老中青三代电影明星，站成一

长排，面对现场各民族观众，集体亮

相，代表电影艺术向人民群众致敬。

第一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新

作观摩展”，汇十二部大陆（内地）电

影、五部香港电影、六部台湾电影于

一体，海峡两岸和香港的电影第一次

被放在一起展映，打破四十余年的隔

绝，提出了关于“中国电影”的完整概

念，著名导演郑洞天致影展开幕词，

第一句话是：“一个做了多年的梦，今

天实现了！”

“金鸡国际影展”使“金鸡百花”

第一次成为国际电影文化交流的平

台，一票难求、风采各异的各国影片

使热情好客的江城居民欢欣鼓舞甚

至彻夜不眠，国际影展好像打开了一

扇 窗 口 ，使 人 们 看 到 窗 外 灿 烂 的

星光。

颁奖会上群星璀璨、珠联壁合，

“百花奖庆祝会”上历届获奖者展喉

高歌、联翩起舞，电影艺术家与工农

兵群众联欢场面更是热闹非凡……。

与此相比，桂林电影节还有许多

相对“冷静”的地方，例如：《讲话》发表

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中日电影文学研

讨会、金鸡奖学术研讨会等等，与会的

电影评论家、理论家们自豪地表示：我

们这里不是电影节最热闹的地方，但

却是电影节文化含量最高的地方。

六

第一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感人的情

景还有很多，这里难以一一回忆。两

年之后的 1994 年 3 月，我在经历了分

管三年“双奖大会”、两届“金鸡百花

电影节”工作之后，曾经试图对工作

中的体会作些理论概括。我写了一

篇文章《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回顾

与探索》，发表在《中国电影家通讯》

1994 年第三期。

我在文章中认为，产生于 60 年代

的“百花奖”和产生于 80 年代“金鸡

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各有着明

显的时代烙印；“金鸡”与“百花”的结

合，乃至“金鸡”、“百花”与“华表”三

奖并列，又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不 愧 为 中 国 电 影 界 的 一 个 伟 大 的

创造。

“百花奖”是根据敬爱的周恩来总

理的指示于 1962 年创办，体现了作为

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

的价值观，提出了“判断一部文艺作

品好坏的最高标准是群众”的时代

要求。

“金鸡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路线下应运而

生，是八十年代初深入“改革开放”的

必然产物。“金鸡奖”的宗旨“学术、争

鸣、民主”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

民主”的重要意义，与“十七年”中某

些忽视艺术规律、以政治代替艺术的

“左”的文艺思潮截然不同，特别同

“文革”中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化

专制主义宣告决裂，开一代风气之

先，不但对于电影，而且对整个中国

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

我认为群众性与专业性的结合、

群众意见与专家意见的结合、群众路

线与专家路线的结合，是当年“双奖

大会”、今后“金鸡百花电影节”应该

坚守的最重要的特点和原则。金鸡

奖与百花奖（包括后来的华表奖），既

相区别又相统一，既要有各自的特点

又要有共同的目标，应该多样统一、

殊途同归、相辅相成，构成具有中国

特色的科学、合理的电影评奖（评论）

格局。

我在那篇文章中还概括论述了

“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内容构成特色、

流动举办特点等，强调了要尽量增加

学术气氛、减少商业色彩等意见。这

些体会和意见，有的可能已经事过境

迁，有的或许还有一定参考价值。以

上就是我对三十年前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创办过程的一点个人回忆。

七

最后想说，回忆金鸡百花电影节

创办的过程，进而回顾金鸡百花电影

节三十年来取得的成绩，一切都要归

功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归功于广大电

影界人士的参与和支持。

也要特别感谢影协机关上下各级

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艰苦、

忘我的工作！搞电影节是很辛苦的，

我至今难忘众多一起为创办第一届

金鸡百花电影节而努力的影协同事，

除了上面提到的崔博泉，还有潘胜利

（她后来担任影协“电影节办公室”第

一任主任）；此外，朱小鸥、张世武、陈

若颖、李梦学、俞小一、王来友、姚世

权等，也都是“各抓一摊”的主力，还

有中央电视台的邢德辉（他据说是第

一届“春晚”的导演）也参加了桂林电

影节开幕式和颁奖会的工作。当然

还要特别感谢三十年来同我们精诚

合作，从广西（桂林）、广州、长沙开

始，一路走来，无私奉献的各地领导

和朋友们！

（作者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本文是作者在

2021年 5月23日中国文联、中国影协

召开的“庆祝中国电影金鸡奖40周年

暨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办 30 届研

讨会”上的发言）

时间过得真快，金鸡奖己

经举办 40 年，中国金鸡百花

电影节也马上要举行第三十

届了。我为金鸡百花这几十

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也

为自已此生曾经在金鸡百花

的旗下做过一些具体工作而

感到十分荣幸！我想趁此时

机回忆一下“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创办的经过。

大家知道，电影“百花奖”

是 1962年根据敬爱的周恩来

总理的建议，由中国电影家协

会和《大众电影》杂志社创办

的，1962、1963年由观众投票

评选的“百花奖"先后举办过

两届，1964年因故停办，粉碎

“四人邦”以后开始恢复，1981
年举办了第三届。同时，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

是，解放思想”伟大路线的感

召下，中国电影家协会又在

1981年创办了以专家评奖为

特点的中国电影“金鸡奖”。

40年前的今天，1981年 5
月 23 日，第一届“金鸡奖”和

第三届“百花奖”在浙江省杭

州市同时举行颁奖大会。中

国影协当时决定，以后每年同

一天（5月23日，毛泽东《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纪念日）在全国轮流举行金鸡

奖、百花奖领奖大会。这就是

当代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双

奖大会”，也被习惯称为“中国

电影界一年一度的盛大节

日”。

从 1981 年到 1991 年，中

国电影“双奖大会”曾经先后

在杭州、西安、福州、济南、成

都、北京、武汉、深圳等八个城

市举行过十一次（其中在北京

举行了 1986、1987、1991年三

次），中央新影曾经拍摄的纪

录片资料留下了史称“双奖大

会”的精采风貌和空前盛况。

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金鸡奖举办4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行30届的纪念日，本报发表中国

电影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张思涛在2021年5月中国文联、中国影协召开的“庆祝中国电影金鸡奖40周
年暨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行30届研讨会”上的一篇发言，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