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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

农村题材影片，是随着中国农村的

时代变迁不断演变、发展、成熟

的。有着新中国建国初期的辉煌

灿烂，1949年到1966年生产的728

部故事片中，农村题材就有 178

部。有着改革开放的佳作频出，如

《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人

生》、《乡情》、《老井》等，都已成为

经典，定格在几代人的记忆中。有

着进入新世纪的勇毅前行，农村题

材影片虽然式微，但也时有佳作，

如《暖春》、《美丽的大脚》、《天狗》

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农村题

材影视创作再度活跃，《十八洞

村》、《真爱》、《百鸟朝凤》、《丢羊》、

《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

《秀美人生》、《隐入尘烟》等高质量

作品应运而生。

一定意义上讲，“三农”题材影

视作品既是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

史，也是中国农民的奋斗史和心灵

史。一部部作品联结起来，就为人

类留下了乡土中国的历史画卷。

伟大时代需要伟大作品，伟大作品

讴歌伟大时代。中华大地正在进

行乡村振兴这一伟大实践，既提供

了难得机遇，也提出了严峻考验。

作为“三农”影视创作的“国家队”，

我们切身感受到新时代赋予的职

能使命，必须以更大的责任担当，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为时代

立传，不断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

愧 于 人 民 、无 愧 于 民 族 的 优 秀

作品。

让“三农”题材影视作品
助力乡村振兴

■文/王霞

■文/孙密宏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漫长的告白》：

漫游空间凝固的旧时光

《漫长的告白》，张律的中国

电影市场首部作品，还是为熟悉

他的影迷非常期待的。从文学

走向电影的张律，39 岁开始拍他

的第一部短片《11 岁》，到目前已

经从事电影创作 20 多年。随着

他的工作从韩国转入国内，也许

将开启其电影创作的第三个阶

段。尽管《漫长的告白》同他第

一个阶段的中国边土叙事，以及

第二个阶段的东亚跨境故事有

着明显的差异，但挖掘影像空间

所能承载的复杂的时间性是张

律一以贯之的电影方向，其独特

性难以取代。

张律的虚构电影往往起始于

一个实在的地理空间。不管是

早期中国边陲的小村小镇，还是

后来韩国的庆州、群山、首尔的

延禧洞、水色洞，以及日本的福

冈等等都非常写实。特别是进

入城市漫游的故事后，叙事空间

具体到一个居酒屋、一家书店、

一座塔或者一条街都有明确的

在地性。《漫长的告白》开始于福

冈县南部的柳川，这个日本水镇

威尼斯以其特有的美与静让张

律虚构了一个同名的女孩。于

是这个故事被看做：一个叫柳川

的空间等待着一个叫柳川的姑

娘到来。倪妮饰演的柳川，中学

时期随父母从南方到北京居住

了三年，后来突然随母亲搬迁到

伦敦，大学后因为听到了日本的

这个地名，随性地抛下家人与男

友跑到这么个小地方做驻唱歌

手。这样的人物设置，只为柳川

需是一个飘忽的美人，有着神秘

的过去和敏感的内心，如同这座

小小的空城。影片中文片名虽

然从《柳川》改为《漫长的告白》，

但英文名没有变。当柳川等到

了一个来自过去的女孩，并需要

两个男主立春与立冬从北京、从

二十年后跑来印证，那么，与其

说这二人寻找的是一个突然消

失的人、一份飘忽暧昧的情，莫

若说是放不下的旧时光。

张律的电影长于在群戏调度

中处理人物的情感关系，总是不

多的几个人物游荡在有限的空

间内，尬聊着一些彼此不能抵达

的言语，为此常被拿来与洪常秀

电影做比较。实际上他们的电

影从人物与空间的关系，到电影

空 间 的 叙 事 功 能 都 完 全 不 同 。

张律的电影空间是指向时间的，

空间中的人物因族群身份焦虑

都是被困在过去时间里的人，因

此人物承受着时间上的、空间上

的交叉束缚，没有未来，只能在

时间里不断倒转。最显著的就

是《福冈》与《咏鹅》，张律不惜玩

起了非线性的结构游戏，这一点

似乎也与洪常秀有交叉。但是

洪常秀的电影空间是拿来做人

物视点的，他的叙事空间是心理

层面的，具有即时性与随意性，

它指向的不是身份焦虑而是道

德困境。因此张律的电影空间

总也脱不开历史属性，跨国族、

跨语言、跨文化，不仅仅那些不

由自主的失意人物如此，连影片

中 的 跨 媒 介 文 本 也 做 如 此 处

理。洪尚秀的电影空间是当下

的，不确定的，永远向未来敞开，

他的知识阶层的男人女人总是

试 图 在 叙 事 空 间 中 争 夺 权 力

关系。

与张律此前电影不同的地方

是，《漫长的告白》将关于东亚历

史中朝鲜族的身份焦虑转化为

全球化视野中离散人物的情感

困境。与本片故事结构相似的

《福冈》里，如柳川一般代表旧时

光的神秘女人始终没有出现，于

是两个兄弟般相似的中年男人

被迫分开两地，执着地困于女人

影响下的两个地方首尔与福冈，

并永远地陷入了回忆与幻境的

交叉与循环之中没有未来，也得

不到救赎。《漫长的告白》剥去了

《福冈》的政治隐喻，并且在他的

影片中，第一次没有出现朝鲜族

的人物角色。但是在此片中，张

律的关于乡愁的漫游空间，仍然

保存了它的三种时间属性：被困

住 的 历 史 时 间 、永 恒 的 死 亡 时

间、抽离的文化时间。

立春与立冬兄弟俩来到异乡

柳川，找到故人柳川，与其说是

癌症晚期的立冬向暗恋多年的

哥哥立春的初恋女友告白，未若

说 是 向 困 住 自 己 的 旧 时 光 告

别。影片中反复强调那个叫柳

川 的 女 人 ，总 是 招 各 种 男 人 迷

恋，却不能和任何人在一个地方

长久相守，因为她也一直在寻找

自己，始终不能将自己安顿。张

律电影中飘忽而迷人的女人在

《福冈》中是没有出现的师妹，在

《咏鹅》中是离婚的大嫂，在《春

梦》中 是 守 着 瘫 痪 父 亲 的 私 生

女，在《庆州》中是住在陵丘前的

丧夫女，她们就是罹患的过去，

她们定性了男人们的漫游空间。

张律电影中有大量的跨文本

的吟诗时刻或起舞段落，如《庆

州》中的丰子恺的诗画，《春梦》

中的李太白，《咏鹅》中的流亡诗

人尹东柱，《福冈》中村上春树的

《刺杀骑士团长》与韩版的《金瓶

梅》等等，《漫长的告白》中也出

现 了 日 裔 英 国 小 说 家 石 黑 一

雄。除此之外，柳川空间里中山

大树父亲遗留的民宿空间，运河

里飘荡的小船、名字叫堀留的居

酒 屋 、坐 着 很 多 老 人 的 石 窟 酒

吧、只剩下小野洋子家的门的大

街在指向过往空间时，都对应着

怀旧的老歌，中文的、英文的、日

文的和韩文的。空旷游乐场日

本 女 孩 播 放 的《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船夫唱着关于柳川的怀春

歌与梅花的相思曲、居酒屋老板

娘的怀旧歌、被不同人吟唱的约

翰列侬的《Oh My Love》、柳川反

复唱起的李叔同作词的美国民

谣《秋柳》、还有卡拉 OK 里的《南

屏晚钟》等等，它们为每个空间

段落的怀旧感营造着情绪的切

口，也将过去抽象为一个个文化

时间的逗点。

张律电影中主要角色的死亡

被呈现为一种面向过去的主动

而决绝的态度。早期电影中是

《芒种》与《豆满江》的激烈的结

尾，从《庆州》开始“死亡时刻”拥

有了一种幽灵般的象征性质，直

到《福冈》中死亡的幽灵竟然提

供了一个勾连首尾的视角。《漫

长的告白》的死亡意向尽管只出

现片头与片尾的北京空间里，却

因 为“ 漫 长 的 告 别 ”贯 穿 了 全

片。立冬被塑造为一个在原地

蜷缩的人，怕因为自己而让一切

改变，不能做出任何举动。连说

话，都只有中间段，就是怕触碰

改 变 。 但 他 变 起 来 却 最 为 决

绝。从年少时为了柳川拒绝说

北京话，到后来知道柳川在伦敦

改变口音的原因，立即不再称呼

她为“阿川”，而是顺从北京的称

呼 为“ 川 儿 ”。 永 恒 的 死 亡 时

刻，在《芒种》与《豆满江》阶段还

是一种少年式的为了断“过去”

的决绝复仇，到了立冬这个中年

大叔这里，虽然仍旧决绝，却已

经难以做到“绝不在世界上留下

蛛丝马迹”，多了些许的温情。

其实很难将《漫长的告白》

看做一个爱情片，因为这里面的

每个人都是如此孤独，他们用各

种语言交流，影片中每一场群戏

的空间调度，虽然有张律惯用的

摇臂镜头强调统一的空间结构，

但同时影片往往利用纵深空间，

制造前后景人物的张力关系，无

不强调着难以达成的沟通。或

者说他们在同一空间中，困在了

各自的时间中。面对柳川，随时

说谎的立春、因面临死亡不能表

白的立冬、困于自己的过去羞愧

沉默的中山大树，以及徘徊在民

宿周围的日本少女、用自己年老

无畏的寂寞安慰对方的居酒屋

老板娘。立冬的笑话，不管说没

说出口，想笑的人终究会笑。同

一氤氲空间中，游荡着不同的受

困者，每个人都试图向过去寻一

个确定的答案，却只能在含糊其

辞 中 ，达 成 一 种 似 是 而 非 的 幸

福。他乡的漫游空间里到处是

人们被困住的历史时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

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

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

乡 村 振 兴 。 乡 村 振 兴 ，文 化 先

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

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中

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是农业农

村部属新闻宣传单位，“国字号”

现代传媒机构、大型综合性影视

创作生产基地。在乡村振兴的

时代背景下，如何推进“三农”影

视创作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

亟待研究解决的现实课题。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的推进，

城市院线蓬勃发展，众多商业电影

取得良好票房，而“三农”题材影片

则倍受冷遇，处于“较高艺术评价、

不佳市场反响”的困境。正像有人

说的：“导演不愿导，演员不愿演，

编剧不愿编，公司不愿投”。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

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

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衡量评价“三

农”题材影片，不能过分强调“票房

就是硬道理”，应当超越纯粹经济

的视点、经济的尺度和经济的标

准，而应当有一种文化的视点、文

化的尺度和文化的标准，要看到

“三农”题材影片不仅能给观众提

供娱乐，同时还承担着乡村文化振

兴的战略任务，担负着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和教育感召群众的文化

使命。

与此同时，扶持引导“三农”题

材影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政府

主导，希望国家建立专项扶持基金

或设立专门奖项，对农村题材影片

实行政策上的优惠和倾斜，使它们

在产业化的大背景下也有自己的

生存和发展空间。引领创作“三

农”题材影片，则需要行业关注和

社会支持，希望建立“三农”题材影

视联盟，鼓励和呼吁更多高素质的

影视工作者加入到“三农”题材影

视创作中来，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

优秀作品，用镜头记录一个美丽新

农 村 ，用 光 影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大

发展。

（作者为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

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人常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

对“三农”题材影片来说，酒香也怕

巷子深，商业化影片“叫好不叫

座”，院线排不上；公益类题材满满

正能量，却常看不到；科教类影片

不时拿大奖，过后就束之高阁。任

何文艺作品，没有进入传播领域获

得受众消费，都难言是真正意义上

的成功。实践中我们感到，必须搭

建平台、做优传播，给“三农”题材

影片一个出口。

抓牢农村数字院线建设这个

基础。据统计，全国共有52.4万个

放映点，使电影放映可以直达村

镇，2021年农村地区新增票房过亿

大片 34 部，公益放映场次约 961.5

万。用好互联网络专题专栏这个

渠道。目前，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

2.84亿，占总体网民的27.6%，农民

群众在手机上看电影、追网剧已不

再稀奇。我们不仅策划推出一系

列“三农”题材短视频，还与人民视

频合作开设“云上影院”，搭建展示

交流平台，惠及亿万农民群众。办

好千场公益电影放映这个活动。

中国农影携手中宣部数字节目管

理中心，围绕“礼赞新时代、奋进新

征程——乡村振兴公益电影行”组

织千场公益电影放映，已被农业农

村部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10项

活动之一。建强中国农民电影节

这个品牌。中国农民电影节是中

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活动之一，坚

持以人民为主体，让农民群众当主

角，共过节、广受益、得实惠，是举

办农民电影节的初衷，通过多方携

手、共同努力，把电影节办成农民

自己的节日，成为广大创作者定期

交流的平台，成为“三农”题材影片

展示的舞台。同时也希望电影院

线、电视台、剧院、直播平台等，或

开设影视专区，或组织主题展览，

加大乡村振兴宣传力度，推动精品

创作和传播。

影视作品不是无根之本，离不

开肥田沃土的滋养。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加快，新一代年轻人从

乡村走向城市，离“三农”距离远

了；大部分创作者在影视公司、影

视院校里学习成长，对当下的乡村

生活处于缺席状态，对“三农”感情

淡了；很多编剧没有农村生活，在

资料堆里体验，靠合理想象创作，

使“三农”镜像虚了。不识真农村，

何以出精品？农村是片希望的田

野，为影视创作提供了源头活水。

广大创作者是“三农影视创作的具

体实践者，要坚持人民为中心导

向，置身乡村振兴的洪流中，做到

“身入”、“心至”、“力行”，推出更多

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精品

力作。

“身入”就是深入群众，力戒

“人到神不到”。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创作者要利用

乡村采风的机会，放下身段、放低

姿态，深入生活了解农民，用心用

情感悟农民，独具匠心塑造农民，

这应该成为所有创作者的自觉追

求。“心至”就是倾注真情，力戒“人

到心不到”。闭眼难见三春景，出

水方显两脚泥。创作者要厚植“三

农”情怀，自己动了心的作品，观众

才有动情的时候。“力行”就是开拓

创新，力戒“人到力不到”。艺术源

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关键在创新。

乡村振兴中不乏生动故事，创作者

要用心用情用力，创意创新创造，

讲好“三农”故事，唱响“三农”

声音。

◎“三农”题材影视作品承载广袤农村的时代变迁，需要紧跟时代、讲好故事

◎“三农”题材影视作品是田野里长出的艺术之花，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三农”题材影视作品面对“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窘境，需要搭建平台、做优传播

◎“三农”题材影视作品处于“不讨好、不吃香”的市场状态，需要行业关注、多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