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4.19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视野 5

■
文/

晋
美

近年来，随着西藏自治区社会各

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在西藏自治区立

项、由西藏电影制作机构主导或联合

制作的讲述西藏故事的电影越来越多

了。这得益于中国电影事业总体上的

发展，也取决于当代中国叙事中“讲好

西藏故事”的战略性需求。除了在西

藏备案的电影，西藏以外立项拍摄的

以西藏为主要拍摄地、以西藏为主要

视觉元素与表现内容的电影，一般也需

要西藏地方相关机构协助拍摄，或者西

藏本土影视机构联合出品，这类影片广

义上也属于“西藏电影”。受限于西藏

本身薄弱的影视产业基础，长期以来西

藏电影的主创团队很大程度上是区外

影视人才，鉴于西藏本身在历史、文化、

政治以及地理上的特殊性，区外影视工

作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对西藏具体情况

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很多西藏电

影或多或少带有“他者”视角印记，西藏

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被讲述”的特

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中

华各民族共同发声，西藏人民是西藏宏

大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由西藏自治

区各族人民自主讲述的西藏故事具有

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西藏故

事不能一直停留在“被讲述”的层面，当

前，西藏地方相关职能机构正在通过更

加积极和有效的手段加快建设起更成

熟和完整的电影文化产业。区内主导

的“西藏电影”可以极大地发挥其独有

的题材属地优势，也理应成为讲述“西

藏故事”的生力军。

西藏电影事业的发展现状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的产业

化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电影生产管理逐

步规范化，西藏的电影属地备案审查等

工作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以外电影

制作机构主导拍摄的一系列中高成本

电影，曾经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如《红河谷》（1996年）、《云水谣》（2006
年）、《西藏往事》（2011年）、《西藏天

空》（2014年）、《攀登者》（2019年）等。

近年来以西藏自治区内为主要出品方

投资拍摄了一系列电影，主要包括故事

片《先遣连》（2011 年）、《喜马拉雅之

灵》（2017年）、《金珠玛米》（2017年）、

《江孜未了情》（2018年）、《布德之路》

（2021 年）以及纪录片《凡尘净土》

（2016年）、《守望乐土》（2016年）等。

同时，西藏自治区的电影机构和人

才如王鸣导演的《惊魂电影影院》（2015
年，北京备案），柯克导演的《八万里》

（2017年，青海备案），扎西才加导演的

《圣山村迷局》（2021年，四川备案）等，

这些电影以不同的类型和艺术风格，展

现了更加多元化的西藏电影形象，从电

影产业的角度为西藏电影培养了人才，

涵养了西藏电影的创作生态，为西藏电

影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很大贡

献，并为未来西藏题材电影的发展做出

了有益的探索。

由于其地缘的特殊性，西藏地方电

影主管部门在生产创作以及管理等方

面都比较严格，尤其重视影片的内容生

产。可以看出，西藏本地主导拍摄的西

藏题材电影大都是主旋律色彩比较浓

郁的影片，而自治区以外主导拍摄的西

藏题材电影则偏向于挖掘西藏电影的

商业性，表现西藏丰富灿烂的民族文

化、神奇壮丽的自然景观。随着西藏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推

动了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大发

展，也必将拓展西藏题材电影更丰富的

产业与文化创新形式，并在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视域里讲述更多彩动人的西藏

故事。

西藏电影发展面临的问题

西藏题材电影的主旨是讲好“西

藏故事”，来自西藏自治区的作家群体

很容易受到西藏题材电影项目的关

注。本地作家的生活阅历、对西藏历

史与现实的通晓、对西藏文化的体悟

等，为他们进入西藏题材电影的编剧

阵营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西藏题材

电影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而西藏的演员经过几十年的专业

训练和实践，如今已是人才济济。曾

经为电影《农奴》（1962年）贡献了演员

班底的西藏话剧团，现已成为国内西

藏题材电影的演员人才库。多布杰、

仁青顿珠、阿旺仁青、拉旺罗布、索朗

旺姆、索朗卓嘎等已成为中国电影界

的知名演员。凭借本地文化和语言的

优势，他们在西藏题材电影中已经成

为“熟面孔”，饰演的角色自然可以联

成当代西藏文化形象的图谱。

在全国产业化电影体制确立之

后，西藏的电影产业化进程相对比较

缓慢，产业链有待成熟，专门从事影视

创作的高端人才培养还有待加强。目

前西藏的电影生产在体制内还缺乏专

门的、核心的电影生产机构，而西藏的

民营影视公司还没有能达到独立或主

导出品规模的，大多数民营公司的主

要业务更是承接其他省份来西藏拍摄

电影项目的一些辅助性职能，本地电

影技术人才仍需要更加充分的学习和

锻炼机会。

从创作内容来说，目前西藏题材

电影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缺少深刻反映

当代西藏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题

材，尤其缺乏展现当代西藏社会现代

化面貌、表现老百姓世俗生活，以及与

祖国各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广泛交

往交流交融题材的电影，以表现当代

西藏城市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基本上还

是空白。

西藏电影事业发展前瞻

目前，西藏题材电影的文化战略意

义对其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

促进西藏电影事业实现长足进步，依然

任重道远。西藏电影事业在产业能力

的培育过程中，需要突出西藏地方政府

的主体地位。未来的西藏电影事业将

由政府主导，同时兼顾市场性。政府需

要在进一步推进落实“十四五”重点电

影创作选题规划，提高重点作品创作生

产的组织化水平，在自治区内外配置优

质资源力量，完善策划、立项、创作、生

产、推广、上映等推进保障机制，精心组

织重点影片创作生产等方面加大力

度。既要充分调动已有电影制片机构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要加强对外交

流，积极组织并制定相关政策吸引自治

区以外有实力的影视公司参与合作。

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对西藏电影相关

文化政策方针的宣传推介，发展一批高

水平的自治区外影视机构和人才作为

长期合作伙伴。同时，有计划、有组织

地通过合作交流来提高本地电影创作

队伍的水平。

考虑到目前西藏电影产业发展水

平的实际情况，首先需要将电影生产创

作的工作重点和资源向产业链前端倾

斜，重点抓电影内容开发，充分发挥西

藏文化创作的属地优势，力争以艺术质

量高、市场预期好的剧本作为核心资

源，撬动自治区外资源，并逐步使“西藏

电影”在国内外电影市场中品牌化，成

为我国电影生产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力

量。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西藏是

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

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贯穿西藏历史发展始终。在内容

至上的电影产业共识下，西藏题材电影

的主题和内容需要进一步提升。西藏

题材电影在向市场提供丰富而独特的

西藏艺术形象时，尤其要强化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西藏题

材电影具有多方面的题材优势，有些题

材不仅独特，还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比如，农奴翻身题材，是共和国文

化根基的一部分，在西藏大地上，中华

民族历史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

族团结题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意义重大，需要大力挖掘。总之，

西藏电影创作有基础、有能力推出更多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

雄、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精神血脉。

值得强调的是，加强现实题材已成

为西藏电影创作的当务之急。现实题

材自然会反映西藏跨越式发展成就、展

现西藏社会的现代化面貌，传达有现实

依据的西藏形象，并自然展现出当代西

藏与祖国其他地区之间越来越广泛深

入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景观。此外，

在生态、发展等议题上，西藏题材电影

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迈入新时代，展现新风采。西藏电

影创作既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

新西藏巍然屹立于世界屋脊的见证，也

能在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

梦想，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的宏伟事业中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

电影《布德之路》是根据西藏的“草

原英雄”布德的真人事迹改编、拍摄的

一部藏民族历史人物传奇故事片。

出生于 1932年的布德从小生长在

藏北那曲巴青县的一个贫苦农奴家庭，

他生下来没有见过父亲，一直跟着母亲

在藏北草原四处流浪，靠乞讨为生，没

有任何人身权益，过着牛马不如、暗无

天日的生活。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

布德感受到共产党结束黑暗的农奴制，

给像他一样的百万农奴带来了光明和

希望，并积极投身到新西藏的建设中。

1958年，西藏发生了由反动上层势

力发动的武装叛乱，布德所在的建设工

地遭到了叛匪围攻，他在给解放军部队

送信求救的途中被叛匪抓捕后，面对叛

匪的严刑拷打，也绝不吐露信件的内

容。叛匪残暴地挖掉了布德的双眼，把

他抛弃在山林里，在临死关头，解放军

解救了他，中央军委了解到布德的英勇

事迹后，特授予他“草原英雄”的荣誉称

号。

布德虽然失去了双眼，但他身残志

坚，不仅满腔热情地参与西藏的民主改

革运动，而且一生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

和西藏建设发展的事业，直至 2005年

不幸因病去世，最终成长为西藏现代历

史中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

由中央宣传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

中心策划，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

部和中共那曲市委员会宣传部投资和

策划，把布德的真人事迹改编、拍摄成

电影故事片，从电影创作的角度来说，

这无疑是属于电影行业内约定俗成的

主旋律电影范畴。

为了在创作中不落入主旋律电影

常见的主题说教和人物概念化的窠臼，

并在少数民族题材主旋律影片的创作

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我参看和借鉴了世

界电影史上诸如《阿甘正传》、《末代皇

帝》、《甘地传》、《莫扎特》等经典人物传

记影片，首先确立了要把改编、拍摄布

德的电影当做一部人物传记片，并用类

型片的叙事表现方式进行创作的基本

思路。

作为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因为是第

一次涉足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在

剧本创作阶段，为了从布德的事迹中发

现和挖掘一个符合电影表现形态的故

事，把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转化成可信

的艺术人物，我在藏北藏南地区对藏民

族的民俗风情进行了长时间的采集，以

及对跟布德的家人和同事等相关人士

进行了采访，同时，查阅了上百万字的

相关文史资料和书籍，在全面、深入地

了解和熟悉藏民族的文化历史和人文

环境的基础上，我对布德的人生经历有

了很多感性的认知。

剧本创作过程中，在对有关资料进

行深入研读，以及对布德当初为了保守

军事信函的秘密，不惧被叛匪挖瞎双眼

的行为动机进行思考后，我发现布德之

所以从“农奴布德”成长为“英雄布德”，

不仅是他母亲和妻子用生命对他的爱

支撑和成就了他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

人生，而且他所有的人生际遇跟西藏和

平解放前后所发生的那场社会政治制

度的巨变（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制度）

是息息相关的，“英雄布德”实际上是一

个历史的产物。基于此，影片剧作采用

了现实与过去两个时空交错的叙事结

构，并运用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史诗叙

事方式，通过表现布德跟母亲相依为命

的亲情和跟妻子荡气回肠的爱情，从人

物的内心世界和人性层面挖掘了人物

成长的心里逻辑，并由此编织引人入

胜、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在生动形象

地展现布德从 1931年出生一直到 2003
年去世，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所经历的

人生道路。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

信的艺术人物的同时，将全景式地展现

从西藏和平解放前到西藏自治区成立，

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青藏铁路建设，西

藏社会政治制度跨越千年的历史巨

变。因此，在剧本创作伊始，我就决定

把这部影片的片名定为《布德之路》，布

德之路实际上也就是西藏的发展变迁

之路。

作为一部少数民族历史题材的人

物传记影片，与以往西藏题材的影片

《农奴》、《红河谷》、《西藏往事》等不同

的是，电影《布德之路》是首部触及西藏

和平解放前后几个关键历史节点的西

藏题材的电影。如何在当下的电影语

境中，生动形象地把一个具有鲜明民族

特色，由个人生活命运跟社会历史变迁

相交织的历史故事真实地呈现给观众，

拍摄一部兼具艺术性与可看性，并经得

起时间检验的主旋律电影，这是我在影

片的二度创作中着力思考和解决的问

题。

首先，为了让影片的故事内容给观

众带来真实可信的感受，在二度创作

中，除了从人物、情节和语言等方面进

一步夯实故事内容跟人文环境的关系，

我们在拍摄场景和美服化道的设计，以

及演员的选择和台词对白的处理上，还

力求高度还原西藏独特的生活环境和

人文风貌。影片不仅全部在西藏平均

海拔 4000米左右的地方实景拍摄，而

且剧组从藏南到藏北，纵跨数万公里，

在山南市、拉萨市和那曲市的十多个县

区转场达五六次，进行长达四个月的筹

备和拍摄，并首次在电影银幕上展示了

藏北草原独特的民俗和服饰文化；影片

中的藏汉族角色不仅全都分别由藏汉

族演员出演，而且汇聚了藏民族最具知

名度的演员阵容，剧中的台词对白根据

生活环境和交流对象分别采用藏汉两

种语言，这既淡化了表演痕迹，也让故

事和人物更加可信。

另外，为了增强影片的艺术性与可

看性，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我们充分利用和开掘西藏特殊的地域

风貌和文化元素，把西藏独特的民俗文

化巧妙地融入故事情节中，极大地丰富

和增加了影片的人文色彩；在影片的拍

摄中调动一切技术手段和拍摄技巧，以

大开大合的影像风格，既让观众领略到

西藏壮美的自然风光，也让观众感受到

西藏独特的人文气息；在影片的配乐处

理上，作曲深入挖掘了很多在银幕上鲜

见的藏民族音乐元素，进行了国际化潮

流的艺术处理，在视听上给影片带来一

种雄浑壮丽的史诗气韵。

电影《布德之路》是第一部在平均

海拔 4500米以上的藏北草原拍摄的电

影，整个创作和拍摄过程充满了艰辛和

挑战，是我从业生涯中一段终生难忘的

创作经历。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

传部对电影《布德之路》进行审看后，给

予影片极大的认可和高度评价，认为电

影《布德之路》“融历史、自然、人生、思

考、现实、进步、发展于一体，是近年来

不多见的一部西藏题材的优秀影片”。

另外，影片于今年3月28日在电影频道

黄金时段首播，取得了全国同时段收视

率第一和累计触达 3897 万人次的成

绩，这对我和创作团队是最大的肯定和

鼓励。通过创作和拍摄电影《布德之

路》，对于少数民族题材主旋律电影的

创作，我也收获了一些心得：

第一、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要勇

于接受不同题材和类型的创作挑战，敢

于走出自己的创作舒适区，不断突破自

己的创作边际，对于自己不太了解的历

史和不太熟悉的生活，除了以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治学态度和精神，走进

历史和体验生活，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创作者在创作中感知了多少生活和查

看了多少资料，是从影片中的每一个情

节、每一句台词和每一个画面中看得到

的。影片《布德之路》中贯穿全片的藏

族摇篮曲《妈妈的孩子》，以及嘎巴几十

年如一日地在村口等候离家外出的布

德等很多情节，都是在西藏采风中得到

的。另外，在我查阅的上百万字历史文

献和文史书籍中，法国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著名的左派记者爱泼斯坦所著的《西

藏的变迁》中对西藏上千名翻身农奴的

采访，对于我了解和创作旧西藏农奴的

生活给了很多的启发和很大的帮助，影

片中奴隶主少爷逼着布德吃狗屎的细

节就是借鉴了这本书中的内容。

第二、对于主旋律影片的创作，我

一直认为还是应该坚持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两封信中，评价

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时提出

的“莎士比亚化”的文艺创作方针，不能

“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

筒”，在创作上根据电影类型的创作规

律回到电影的本体创作，按照生活的逻

辑和人物的性格设立影片的叙事结构，

才能不落很多主旋律电影常见的主题

说教和人物概念化的窠臼，并创作和拍

摄出走向世界的中国主流电影。电影

《布德之路》入围了包括法国尼斯国际

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艺术电影节、瑞

典国际电影节、五大洲国际电影节、意

大利艾斯奇亚电影节和尼泊尔国际电

影节等在内的国际主流电影节，并荣获

2022法国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长

片”和“最佳服装设计”、2022德国柏林

国际艺术电影节“最佳长片导演”、2022
瑞典国际电影节“最佳国际长片”和第

四届五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

奖及“最佳男主角”特别提名奖。影片

得到国际电影电影节的认可和肯定，实

现了我当初创作和拍摄这部影片定下

的“要用国际化电影语言拍摄有主旋律

电影”的创作目标。

第三、对于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创

作，我认为应该借用和秉持“文学即是

人学”的文艺创作理念，首先从人类共

通的人性和情感层面开掘故事内容和

人物性格，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和

突出表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少数民族

题材电影必须要有共通性才易于让人

理解其独特性，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

独特性正是其不同于其他电影的价值

所在。电影《布德之路》在浓墨重彩地

表现布德跟妻子嘎巴跌宕起伏的爱情

故事中，把藏北地区独特的成人礼、婚

俗、葬礼等民俗文化有机地融入到这条

故事线索中，不仅为影片的内容增色不

少，而且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

验。

创作拍摄电影《布德之路》让我有

幸跟西藏结下难得的缘份，在我的从业

生涯能有这样的创作机会，让我倍感荣

幸和满足，心中对支持和关心《布德之

路》的每一个人一直充满着感激，希望

将来还能有这样的机会，把跟西藏结下

的这份缘分能继续下去……

（作者为电影导演、编剧）

西
藏
电
影
事
业
的
发
展
现
状
和
前
瞻

对
一
个
西
藏
现
代
历
史
人
物
的
当
代
重
述

—
—
电
影
《
布
德
之
路
》
的
创
作
感
想
和
心
得

■
文/

鲁
坚

鲁坚《布德之路》工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