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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啼笑因缘》《燕子李三》《东方商
人》《大盛魁》……电影《骑士风云》《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警察日记》《八月》……这些在国
际国内屡获大奖的优秀影视作品，“出生地”
均来自内蒙古。从惊艳亮相到站稳脚跟，从
走类型化道路到探索本土化题材，40年来内
蒙古影视在摸索中不断前进，逐渐走向成熟，
每一个10年都是一个跨越。

第一个10年
从无到有

内蒙古影视40年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
者不少，导演王新民算得上是其中最重要的
一个，从 1975 年来到内蒙古电视台工作算
起，他在这个行业已经有43年了。透过他的
视角，能够看到内蒙古影视改革开放以来一
点一滴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内蒙古电视台规模还非
常小，能收到电视节目的范围也非常小，也就
是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一带，周边两三公里
范围内。改革开放后，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收
视的范围更广了，电视也由黑白变为彩色。”
导演王新民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拍新闻还是
老式摄影机，用胶片录制，再进行剪辑，后来
变成了摄像机，可以直接转成图像。

上个世纪70年代，大多是新闻节目、专
题节目。改革开放以后，节目量也逐渐增多，
观众文化需求日益提高。1979年夏天，王新
民组织创办了《内蒙古电视报》，这也是国内
第一张电视报纸，内容主要是为读者介绍电
视节目。

1980年，内蒙古电视台制作了第一条电
视广告。制作方法就是把图片、图像录下来，
进行剪辑。此后，内蒙古电视台又陆续创作
了一些单本戏作品和长篇作品，如《小活佛》
《黄敬斋》《小土屋的开拓者》等。同时还制作
了内蒙古第一批电视小品《三月里的春风》，
开创了电视小品栏目《小小窗口》。1984年
批准了第一批民营影视文化公司。

1987年是内蒙古电视行业值得纪念的一
年，首次实现了将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庆典
活动，通过电视节目直播的方式，输送到全区
各地。晚会总导演王新民说：“直播的任务非
常艰巨，除了代表讲话、大型团体操，还有许许
多多的小细节需要注意。我记得当天晚上11
点直播结束后，各地反馈直夸节目信号好、画
面效果好。我们十分成功地完成了这次全区
的现场直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

也是在这一年，内蒙古电视剧交出了《啼
笑因缘》和合作拍摄的《王昭君》两张答卷。
《啼笑因缘》实现了在全国电视台同步播出，
并获得了飞天奖提名，这是内蒙古电视剧第
一次在全国亮相。

第二个10年
扎下根基

1989年以后，内蒙古电视行业开始谋求
发展和改革，讨论的结果是电视剧制作要走
市场化道路，参照电影制片厂企业化管理进

行改革，设立多个科室。在当时提出了一个
口号——“向市场要资金”。

在这个过程中，拍摄了电视剧《京江
祭》。那一年以一票之差没有获得飞天奖，而
得主是《渴望》。这样，真正在全国拿大奖的
时间又推后了。《渴望》的成功让内蒙古电视
人意识到，电视剧要通俗化、市场化，要有收
视率。

经过及时调整，1995年终于凭借《东方商
人》捧回了3个全国最具权威的电视剧奖项。

提起《东方商人》的由来，王新民说：
“1990年，我在《通俗文学选刊》上偶然看到
了小说《亚圣68》，这部小说把中国商人的地
位、利与义的关系、困境与成长写得细致又精
彩。几经周折之后我找到了作者毕四海。毕
四海看过《啼笑因缘》，非常欣赏我们的团队，
最终我们以 5000 元的价格买下了小说版
权。”

经历过资金等各方面的困难，1994年电
视剧《东方商人》终于拍摄完成。1995年在
中央电视台一套正式播出，在全国引起了强
烈反响，很多报纸纷纷报道，甚至开设专栏，
还召开多场研讨会。该片获得了第十五届全
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第一届“五个一”
工程奖、大众电视金鹰奖。

在这10年间，电影方面也是硕果累累。
1991年，电影《骑士风云》获得第11届金鸡奖
最佳摄影奖、最佳剪辑奖；1994年，《东归英
雄传》获得第14届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最
佳音乐奖、最佳摄影奖；1996年，《悲情布鲁
克》获得第16届金鸡奖集体表演奖、最佳剪
辑奖、最佳化妆奖；1998年，《一代天骄成吉
思汗》获得第18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最佳
摄影奖、最佳录音奖、最佳服装奖。此外，大
批内蒙古优秀演员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在
全国获得大奖。

这些影视剧的生产，带出一批制片人、导
演、编剧、摄影、美工、照明等人才，内蒙古的
制作团队在全国获得了认可。

第三个10年
战略转移

经过多部优秀影视作品的洗礼，内蒙古
影视剧制作逐渐走向了成熟。1998年以后，
一大批优秀电视剧问世，《总督张之洞》《燕子
李三》都陆续获得了飞天奖，内蒙古影视开始
在全国有了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内蒙古电视剧制作探索出了
一条新的类型化道路——内地武打剧。

“以前人们总觉得我们内地的武打剧拍不
过港台，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内地优秀的武
打演员做过香港明星的替身，他们已经有了丰
富的拍摄经验。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们
拍武打片，动作指导、演员都要用内地的，我们
完全可以做到。”王新民回忆：“我当时给张纪
中导演打电话，他邀请我到《水浒传》摄制组探
班，期间我认识了赵剑、陈咏歌等人，他们给了
我很多建议，更增加了我的信心。我们非常大
胆的启用了年轻的动作导演、威亚师，从《水浒
传》剧组挑选了20多个优秀武打演员，进入到

《燕子李三》的拍摄当中。”
《燕子李三》这部戏是中央八套改为电视

剧频道的第一部创品牌电视剧，1999 年播
出，是那一年卖价最高的电视剧，为投资方拿
回了成本，实现了收视率和口碑的双丰收，众
望所归获得了当年的飞天奖。延续这一风
格，随后又拍摄了《侠客行》《连城诀》。后来
又与山东电视台合作了《铁道游击队》，以及
《马鸣风萧萧》等电视剧。

这一时期，电影的创作也遵循了类型化
的特点，《天上草原》《暖春》等一批民族题材、
环保题材影片横空出世，草原民族的历史文
化与生活被搬上了大银幕，让内蒙古电影在
全国独树一帜。

这些作品的成功，证明了类型化影片不
仅有特色，还有市场，这是进入国际国内市场
的敲门砖。题材的调整是一次战略转移，这
一系列的成果，真正让内蒙古影视在全国站
稳了脚跟。

第四个10年
回归本土

“以前我们力量不够，改革开放30年后，
内蒙古的经济迅猛发展，也让我们意识到，内
蒙古拥有丰富的题材、独特的景观、多民族的
历史背景、影视专业人才。我们应该去挖掘，
坚定文化自信。”王新民说。

以影视为突破口，打造文化强区，这是内
蒙古影视人共同的愿望。近十年，一批影视
文化产业项目被采纳并投入建设。

大盛魁系列文化产业计划就是其中之
一。通过大盛魁品牌的塑造，先后打造了中
央电视台盛世魁元文化活动、《大盛魁》长篇
小说、《大盛魁》电视剧、《大盛魁交响组曲》演
出、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其中，电视剧
《大盛魁》收视率达到 11.9，市场份额占到
33%。据悉，万里茶道黄金旅游线路、万里茶
道纪录片正在规划和制作当中，《大盛魁交响
组曲》第二部预计在2019年进行演出。

产业化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近10年，一
大批年轻影视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创作出了
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驱霾》《寻找
陆远》《血滴》《危局》……其中《驱霾》获得了
2017年电影百合奖特别奖。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得到锻炼，2016年
创立了岱海国际微电影大赛。后来又举办了

“迎金鸡百花，圆电影之梦”和林格尔微电影
大赛，让爱好微电影的人才发挥自己的才能，
该活动在优酷视频的点击量达到了 1700
万。2017年，第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呼和
浩特成功举办，成为了内蒙古历史上最大规
模的电影盛会。

“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就不可能有内蒙
古影视产业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40年，我
最大的感受就是创作上的松绑，它使我们的
身上充满了干劲儿。题材选择、具体的操作
上非常宽松灵活，根据实际情况大家来想办
法、做精品，才造就了内蒙古影视行业一步一
步的发展，摸索出属于自己的民族影视化道
路。”王新民说。

□吕斌 陈玉华

巴林石与福建省的寿山石、浙
江省的青田石和昌化石齐名，统称
为中国“四大名石”。巴林石属于
叶腊石的一种，成份与青田石和广
东丰顺石几近一致，其产地在赤峰
市巴林右旗。

巴林石的硬度为摩氏 2 至 4
度，不仅透明度较高，而且质地细
腻，软硬适中。与其它印石相比，
巴林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色泽斑
斓，纹理奇特。由于含有丰富的矿
物元素，市场上流通的巴林石，既
有赤、橙、黄、绿、蓝、靛、紫等 7种
基本色素，又有深、浅、浓、淡、清、
浊、明、暗等多变的色调，成色天
然，色彩缤纷，让人目不暇接。

巴林石的开采历史可以追溯
到红山文化时期。历经辽代及明
清，曾经辉煌一时。在多尔衮的属
地喀啦沁旗锦山的灵悦寺内，供奉
着一尊石佛，高14厘米，宽7厘米，
厚 4.5厘米，其石质属巴林石中的
粘性料，玫瑰色，其中有三分之一
的杂质。观察石佛，与众不同，头
罩佛光，面部雍容富态，带发罩，露
出两根辫子，服饰为窄袖长袍，衣
纹线条流畅，手托一朵含苞待放的
莲花，盘坐在莲花台上。从雕刻手
法上看应该是唐宋时期所刻。

巴林石具有“国石国礼”的品
牌地位。刘林阁及其艺仁阁传承
的巴林石雕刻艺术，根据巴林石

“细、洁、润、腻、温、凝”6大要素，
通过相石、创意、构图、操刀、施艺、
打磨、抛光等若干步骤，运用浮雕、
圆雕、镂雕等多种技术手法，打造
出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多次荣获国
家级、省区级奖项。

2017 年，赤峰市工艺美术协
会“艺仁阁”申报的“巴林石雕”，被
赤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2018 年，又进入内蒙古自治
区级非遗保护名录。拥有自主产
权的“艺仁阁”创作生产场所，位于
赤峰市新城区锦山路中段特别繁
华的市区，现有项目代表性资料、
作品实物和创作工具1000 多件。

巴林石雕刻的杰出价值，就是
它有效地传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的雕刻艺术，通过传承教授，带
动了人才就业队伍；通过艺术创
作，促进了资源优势向艺术优势的
转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
价值和文化产业开发价值。

雕刻艺术，源远流长。该项目
传承的巴林石雕刻技艺，从民国时
期祖传世家的郭长贤到新中国成
立后的赵志生，再到刘林阁，三代
传承，脉络清晰，百年以上。

刘林阁为传承巴林石雕技艺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获得了很多荣
誉：2006年被评定为“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2012年被授予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经内蒙古自
治区文化厅举荐，作为全区工艺美
术界巴林石雕技艺代表，参加了

“全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大展”，受到表彰并出版发行
巴林石雕刻系列纪念邮票一套。
在艺仁阁的 20多名成员中，刘林
阁培养出了张东岩、刘雅卓、马艳
红和张八十 4位内蒙古自治区工
艺美术大师。

巴林石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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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巴林石雕《天鹅壶》

1987
年，内蒙古
自 治 区 成
立 40 周年
晚会，首次
实 现 全 区
现场直播

1983 年 ，
电视剧《小土
屋的开拓者》
拍摄现场

1987 年 ，电
视剧《啼笑因缘》
拍摄现场

2009
年，电视剧

《大盛魁》拍
摄现场

从第一条征集广告到第一次晚会直播，从第一部影视剧获奖到成功举办金鸡百花电影节，内蒙古影视经过40
年的积极探索，不断转变发展方向，制作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出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影视精品。

可以说，内蒙古影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40年的历练成就了40年的蜕变，内蒙古影视产业顺应市
场规律，从小银幕转战大银幕，走出了自己的民族影视化道路。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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