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类型电影原是好莱坞电影工业模式化

生产和商业化运作的基本电影样态，总体来
说就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讲述一个特定类
型的故事，具有经典的结构和叙事方式，类
型电影标准化、模式化、标签化的创作生产
更有利于电影的生产、营销、放映以及锚定
目标受众群，但是发展到极致也容易形成固
化的刻板印象从而走向类型僵化，因此类型
化的杂糅成为突破原有窠臼焕发生机的一
种创作尝试。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市场化竞争、产业
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文化产业体制
机制日益完善，面对大众观赏品位的个性化
与多样化趋势，电影创作也呈现出特色鲜
明、百花齐放的局面，与此同时电影的类型
化也逐渐成为发展趋势。新世纪以来尤其
是 2003年 CEPA协议签订后，香港与内地
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得到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香港电影文化产业与内地的交流合作
更为紧密。一批香港知名导演加强了与内
地电影人的合作，其中徐克导演的《智取威
虎山》就将红色经典战争题材片与动作片、
武侠片等类型杂糅，这种类型片手法改造经
典剧目的创新，使本片成为一部兼具思想
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典范之作，也为中国
电影类型化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

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市场高歌猛进，
2012年中国超过日本首次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电影产业化发展也
不断促成了电影类型化的成熟和演进。近
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中《八佰》《长津湖》《长津
湖之水门桥》《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
（系列）《独行月球》《流浪地球》（1、2）《悬崖
之上》《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等战争片、喜
剧片、科幻片、悬疑片、灾难片等类型片纷纷
登场并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其中暗含着
类型电影在主题设置和类型样态上的多样
化尝试，同时也为中国观众带来了风格各异
的视听盛宴，使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与影响
力不断扩大，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的重要引

擎。而近年备受关注的《战狼》（1、2）《红海
行动》等主旋律大片就是军事片、战争片与
动作片的类型融合，《战狼》2中冷锋水下搏
击、坦克决斗，《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海
上航行船舶营救、非洲巷战、沙漠撤离等紧
张刺激的动作场面，身临其境的画面既铺陈
了战役的惊险与残酷，也在凸显视听感受的
基础上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气度和中国国家
形象。

2023年春节档电影则是这种探索的延
续，除了整体风格上依旧有喜剧片、科幻片、
悬疑片以及动画片的多样呈现外，多数电影
都在原有类型的基础上杂糅了其他类型特
色，比如《满江红》主打悬疑、喜剧、剧情相结
合，影片在南宋奸臣秦桧在金人使臣府中被
刺杀后命府中禁军统领孙均（易烊千玺饰
演）寻找与金人勾结的密信的过程为主线，
并在主线中布下众多悬疑节点，悬疑反转设
置构成严谨的叙事逻辑，正邪人物随剧情展
开命运纠葛，悬疑设置和穿插其中的喜剧性
元素渲染出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同时，由
于影片中张大（沈腾饰演）、武义淳（岳云鹏
饰演）、丁三旺（潘斌龙饰演）的扮演者原本
就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喜剧明星，他们自身的
喜剧特征、角色赋予的喜剧色彩与其他正剧
式人物冲突中撞击出来的喜剧感既推进了
剧情发展又使悬疑的剧情以及暗黑的影片
色调得到了适当的缓解，兼顾了春节档期的
大众欣赏口味。《流浪地球》2则融合了科幻
片与灾难片的类型元素，以震撼的高科技特
效将未来时空、现实空间与虚拟数字空间融
合，表现了人类面对地球即将毁灭的巨大灾
难所显示出来的无所畏惧的献身精神，同时
也彰显了中国式科幻大片的高超水准。《无
名》导演程耳一直强调影片是“超级商业
片”，显示出强烈的作者电影风格
与悬疑谍战片的融汇，继承了导
演《罗曼蒂克消亡史》以来一贯的
个性化风格，剪辑设计的精巧与
视听语言诗意修辞拿捏到位，同
时悬疑色彩浓郁再加上明星演员

阵容强大兼顾影片商业发行。
总之，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进程

中，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和艺术理念
对传统类型电影题材与主题选择的拓展影
响，作者电影、先锋电影对类型电影叙事模
式的改造升级，使得类型边界逐渐消融，电
影风格更加多元，不仅适应而且引领了观众
的欣赏品位和欣赏水平。而类型杂糅后的
影片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更有利于数字
时代语境下观众的参与式观赏和讨论，从而
实现影片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

二
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大众化、类型化、多

样化转型是其产业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类型
的杂糅成为新世纪以来许多国产大片的基
本特色，同时大量国产大片呈现出鲜明的主
流化建构趋向。《智取威虎山》（新版）《湄公
河行动》《战狼》（1、2）《金刚川》《中国机长》
《中国医生》《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
乡》《我和我的父辈》《悬崖之上》《狙击手》
《万里归途》等影片，题材选择多样、类型丰
富，不仅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传
播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核心价值观与审美观，在创作时既注重思想
内涵的开掘和艺术品质的凸显，也注重商业
元素的运用和对观众审美趣味与审美心理
的把握，因此在电影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
位，从而成为备受观众好评并获得高票房的
主流电影。

不仅如此，电影样式和电影形态有别于
其他类型题材电影也在主题内蕴上表现为
主流化建构趋向。2023年春节档电影亦整
体上呈现出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影片《满江
红》中无论是小兵张大、更夫丁三旺、车夫刘
喜还是舞姬瑶琴，这些看起来轻如鸿毛的小

人物却都坚守重于泰山的信念，
都以一腔热血前仆后继地实现

“有些事，比生死还重要”的家国
情怀，才有了影片结尾处他们终
于以死换取全体禁卫军传颂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
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待从头，收拾旧
山河，朝天阙”的荡气回肠；《流浪地球》2中，
面对太阳危机下如何拯救地球与人类时，在
其他国家的方舟计划、逐月计划之外，中国
提出了理念完全不同的保护全人类以及共
同的家园——地球的“流浪地球”计划，影片
中中国驻联合政府代表周喆直面危机和质
疑时反复强调的“责任、担当”的使命感，“团
结、互助”的理念，不仅是未来面对延续人类
文明、共建美好家园的期望和设想，也正是
现今世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倡导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象化体现；《无名》
则刻画了一群在残酷的隐蔽战线上的无名
英雄的惊鸿一生，深刻地揭示出每一次中华
民族危难之际，总会有舍生取义的志士奉献
自己的一切，虽无名仍笃定前行；《交换人
生》《熊出没·伴我“熊芯”》《深海》也同样通
过现实生活和虚拟梦境的生动描摹宣扬中
国式亲情、友情、爱情的人间温暖。总之，这
些电影清晰地传达出共同的理念，中华民族
天下为公、自强不息、亲仁善邻等优秀品质
及其生命观、道德观、宇宙观都蕴含在每一
个普通人的生死抉择与理想光辉中。

如今，电影文化产业已经升级为国家战
略，在文化产业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
着先导行业作用，中国电影也时刻肩负着

“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力量”的重任，所以我们需要更多、
更优秀的影片，用真实生动的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声音，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迎来了更多的挑
战与机遇，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电影既是内容生产渠道也是传播平台，
兼具深厚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价值，因
此也必须坚守弘扬社会核心价值、塑造国家
形象、传播民族文化的责任与使命，成为凝
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主流化建构的
重要力量。

（作者系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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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朵芬是近年来活跃在北国诗
坛上的一位女诗人。她的诗大气磅
礴、豪迈奔放，宛如奔腾的河流，空
旷辽阔、绵延无边。她生在黄河岸
边，长在乌拉特草原，水和大地是她
诗歌中的核心意象。她用诸多诗篇
书写、赞颂水和大地，如她在《河套
之源》中写道：“我曾是你的一只红
狐/遥望你，坦荡无垠的大地时/黄河
的金岸，伸向远方……”

黄河与草原、水和大地是高朵
芬诗歌意象序列中的原点或者原
型，其所有的意象和意蕴大都围绕
水和大地往外扩散，延伸至宇宙万
物。为何诗人如此迷恋黄河与草
原、水和大地，究其原因：一方面与
诗人的生长环境和生活经验有关，
她是黄河的女儿、草原的诗人；另一
方面，与古老的自然崇拜有关，在北
方自古以来就有对水和大地的崇拜
和敬畏，认为水和大地是生命的起
源，是创造生命的基本元素。

品读有关水和大地的优美诗
句，脑海中自然浮现出“辽阔”“豪
迈”和“凌乱”三个词，这或许是高
朵芬诗歌的美学特征。“辽阔”“豪
迈”和“凌乱”均为表状态的词，表
征不同的状态。

诗歌是最接近创作主体生命
状态的文学样式。与小说、散文和
戏剧相比，诗歌是更多地展现诗人
主观意识和生命状态的语言艺
术。所以，我们可以用“辽阔”“豪
迈”和“凌乱”三个词来描绘诗人的
生命状态、精神版图和美学地图。
本文所说的“辽阔”是针对诗歌内
涵而言，其诗歌内涵是辽阔的、浩
瀚的；“豪迈”是针对诗人情感而言，其诗歌情感是豪迈的、
奔放的；“凌乱”是针对诗歌结构而言，其诗歌结构、意象编
排是错综的、密集的。

辽阔是一种存在状态。高朵芬诗歌中的辽阔状态来自
于空间的辽阔、时间的辽阔和情思的辽阔。诗人在诗歌中构
建出来的空间和时间无边无尽、浩瀚无穷。人类所感知到的
几乎所有空间和所有时间，都以不同方式、不同途径参与进
诗人所创造的诗歌世界，构建了无开端、无结尾、无边界的诗
情世界。2018年，她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诗集《一抹蓝》，这
一书名给大家传递着诗人的美学追求和审美品格，那便是飘
然、辽阔、无垠的诗歌世界，“一抹蓝”，宛如一片云朵、一丝月
光、一条河流，象征着一种生命状态。诗人能把看到的、听到
的、想到的所有物象变成诗歌意象，带进诗歌书写，使诗歌内
涵更趋辽阔、丰满和浩瀚。

高朵芬是外向型诗人，她所关心和关注的不是人间的小
恩小怨，而是宇宙万物或者自然界。其诗作的题目可以证明
这一点，比如《一朵雪花的辽阔》《一匹马，以一条河的姿势跑
来》等。所以，有人把她划为自然诗人，将其作品划入自然文
学范畴。诗人关注自然、书写自然，把镜头对准自然万物，其
目的何在？只是表征自然万物的生存状态，还是试图写出自
然万物的内在联系，或者表达生态主义思想？或许均存在这
三种倾向，但最重要的是诗人寻找自然万物与诗人生命之间
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诗人所寻找的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和
生命的表达方式。以描写外部世界来展现生命状态的复杂
性，以书写断裂性来勾勒出自然万物的内在连续性，是高朵
芬诗歌创作的逻辑密码。她在《一抹蓝，从一个隐喻的词汇
出发》中写道：“是谁的手艺，将我的/北纬40度高原运往远
方/一匹马，一峰驼/或者一艘船，在云雾茫茫中前行/我的北
国，唱的一支古歌，鸿雁或者腾格里/遮蔽了我的痛苦”。

高朵芬是一位女诗人，但是她追求的是浩然之气、豪
迈风骨。豪迈是一种精神状态和情感特质，或者是一种生
命状态。从高朵芬诗歌中我们看不出女诗人的小巧玲珑、
细腻伤感或小资情调，而是感受到大气磅礴、奔放豪迈的
气息。究其原因：一是与诗歌选题有关。她诗歌选题大多
来自外部世界，她属于外向型诗人，其关注的不是儿女情
长或者女人私密性生活。诗人关注和聚焦的是生命体的
存在条件和存在环境，即自然万物和宇宙构造。从这一意
义上讲，诗人是与宇宙对话的人，是与自然界交谈者。在
这种对话和交谈场域中，诗歌成为对话和交谈的方式，这
种交流中没有忧伤和眼泪，只有快感和豪迈。二是与书写
视角有关。她是阳光的诗人，她写诗和感受世界、书写世
界、阐释世界的视角是向善的、向上的，诗人总会捕捉到黑
暗背后的光明、邪恶背后的善良、痛苦背后的愉悦。她是
以充满阳光和充满温暖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世界的诗人。
三是与诗人立场有关。很多时候，诗人放弃主体性，融入
到宇宙万物之中，以宇宙万物的立场和其存在逻辑，抒发
复杂的、不稳定的现代人生存处境和生命状态。从这一意
义上讲，诗人是自然万物的代言人和表达者。

凌乱是一种存在状态的表征。高朵芬诗歌结构和意象
编排是凌乱的、密集的、碎片的，一切在无序、无章法中随意
性组合而构成诗歌构架。她的诗歌中已经找不到整体性、
确定性和规定性脉络和框架。在她笔下，宇宙万物的整体
性结构正在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凌乱的、碎片的、松散的、随
意性的、临时性的结构和框架。所以，诗歌没有了开端，也
没有了结尾，或者开端就是结尾、结尾就是开端。凌乱的结
构和排序给人带来复杂的生命体验。现代诗为何追求凌乱
的、碎片的、松散的结构和意象排序？现代人不确定的处境
和现代人不安分的内心决定了现代诗人感受世界、书写世
界和阐释世界的方式。

生在黄河北岸，长在乌拉特草
原，工作在现代都市的诗人高朵
芬，其诗风如同天下黄河，豪迈奔
放，犹如古老草原，辽阔浑厚，宛如
现代都市，凌乱丰盈。诗永远是灵
魂的归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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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走留福，玉兔迎春。癸卯新春期间，由
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内蒙古美术馆主办，内蒙
古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承办的“心凝时代·
镌刻草原——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版画学术邀
请展”在内蒙古美术馆盛大启幕。展览活动
得到了自治区文联的高度重视，受到了区内
外美术艺术界的高度关注。开慕式现场美术
艺术界大咖云集，展览在美术版画艺术界产
生良好反响。

这是全区版画艺术创作成果的一次回眸
与展望。纵观内蒙古版画艺术发展历程，是
伴随着中国新兴版画艺术的成长而不断发展
壮大的。内蒙古版画自 50年代末开始在全
国崭露头角，1958年布和朝鲁的版画入选第
三届全国版画展，他是蒙古族第一代版画家，
而从60年代起开始哲里木版画兴起，伊木舍
楞、莫日根、照日格图等开始探索草原版画，
在内蒙古版画艺术的百花园里，无论是哲里
木版画的发展壮大，还是学院派版画群体的
形成，都对推动内蒙古版画艺术发展起到了
极为重要的带动作用。哲里木版画经过半个
多世纪、几代艺术家的努力，版画艺术创作一
直在全区处于领先地位，版画创作已成为闻
名全国的四大版画群体之一。早期活跃的版
画家有萨因章、刘宝平、田宏图等一大批地域
版画家，他们不仅是哲里木版画的开拓者、组
织者，也是内蒙古版画艺术发展一个时期的
代表性符号。哲里木版画立足地域特色，将
审美情趣和粗犷神奇的版画语言有机结合在
一起，以其雄浑、大气、纯朴、热烈的画风，彰
显浓郁的地域特色、民族风情，以及昂扬向上
的精神风貌。半个多世纪以来，数百幅哲里
木版画参加国家级展览并摘金夺银，一些作
品还远涉重洋到日本、韩国、德国、挪威等国
参展，可谓名扬中外。1965年，伊木舍楞、却
吉、刘宝平等作为内蒙古美术界代表团成员，
应邀出席了中国美协在北京举办的华北地区
年画版画座谈会，并光荣地受到刘少奇、周恩
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及合影留念。1983
年和 2021年哲里木版画先后两次在中国美
术馆举办展览，开创了内蒙古版画艺术发展
的先举。

随着时代的发展，哲里木版画接续传承，
一批版画家乌恩琪、山丹、邵春光、罗中伟、韩
戴沁、吕红梅、高鹏等不断推动版画艺术的发
展，成为区内外极为活跃和有影响力的版画
家。与此同时，随着学院派版画创作群体的
形成，极大地丰富和壮大了内蒙古版画艺术，
乌日切夫、德力格仁贵、胡日查、王永波、金宝
军、王茹、李聪玲、崔尚华、曹雪飞、苏丽娅等
一大批学院派版画创作者的涌现，有力推动
和开拓了内蒙古版画艺术发展的新时代，让
内蒙古版画艺术创作更加多元。可以说，任
何一种美术形式的发展，都需要充分的主客
观条件，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
追求，随着时代的更迭与变迁，版画创作在内
蒙古艺术创作群体中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凸
显，在各个历史阶段，均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
版画人才，也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版画作品，
内蒙古版画艺术的天地更加广阔，版画艺术
的生命力更加健旺。

本次展览是全区首次颇具规模的版画学
术邀请展，汇集的版画作者与作品极具代表
性和前瞻性，共展出版作品81件，涵盖木版、

铜版、平版、丝网版、综合版等多种形式。展
览聚焦新时代、立足内蒙古，紧密围绕艺术服
务人民这一主题，充分展现和反映了内蒙古
当代版画创作的整体面貌与水平，从地域上
对版画创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盘点与梳理。
从入展的作者和作品看，入选的作者含概了
内蒙古老中青新几代版画家，入选作品创作
时间跨越上个世纪80年代到如今，如邢玉山
1984年创作的黑白木刻《喜迎金秋》、苏新平
1988年创作的石版画《剪羊毛》、萨因章1988
年创作的套色木刻《穿蓝袍的小姑娘》等作

品，都具有时代的
特色和印痕，这次
入展的作品大多
在全国美展和版
展中入选或获奖，
成为时代美术作
品 里 的 经 典 之
作。可以说，这种
以学术性为延伸，
对一个地域的版
画艺术成果进行
集中展示，是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
展览融思想性、学
术性、艺术性于一
体，对助推当代版
画创作的繁荣与
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和广泛影响。

从思想性讲，
本次邀请展创作
主题突出，紧紧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创作主
旨贯彻了党的二
十大精神，作品紧

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线，注重
将弘扬时代主旋律与不同艺术风格、创作技
法融入版画创作，倡导和鼓励版画艺术家以
思想精深为统领，如胡日查凸版《听见草原·
归》系列作品，立足关注草原生态这一主题，
呼吁人们深藏于心底的那一份良知。正是对
应了画面的意境，反映了作品背后的精神与
灵魂，唤醒人们更加关注我们籁以生存的家
园，共同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山丹
的绝版木刻《白音塔拉的羊》以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推进乡村振兴为立意创作，用版画艺术

的形式，讲述了作品背后的故事。入选的作
品充分发挥个人创造力和创新性精神，用独
特的版画艺术反映时代主题，打造了一批政
治站位高、内涵丰富、意蕴厚重的版画艺术作
品。

从学术性讲，本次邀请展为全区版画艺
术家搭建起了学术交流、施展才华的平台。
入展作品以丰富、开放、创新的创作内容和独
特、新颖、多元的表现形式，呈现出艺术家们
对版画艺术语境、艺术主张、发展路径、审美
观念和表现形式的创新探究与深入思考，如
苏新平作为早期内蒙古版画创作的先行者，
他的版画给人一种视觉的体验，从《剪羊毛》
这幅作品中能够感受到其对草原牧民生活主
题创作的探寻，画面以鲜明的图式，表现了草
原牧民生活内在与外在相结合的一种精神塑
造。萨因章的套色木刻版画《穿蓝袍的小姑
娘》色彩对比浓烈，构图奇巧，在意境、韵味上
具有诗情画意之美。田宏图的版画善于发现
草原的美，善于用刀法概括丰富的生活场景，
其入展的《草原上的人们》便是这样一幅佳
作。在版画艺术语境探索上，德力格仁贵的
铜版《塬上行》构图严谨，极具影像的呈现，使
作品更凸显了艺术张力。张永平的丝网版
《风之翼》是抽象的，也是写意的，梦幻的意
镜，是岁月划过的风痕，展现了版画艺术的独
特魅力。

从艺术性讲，本次邀请展是笔墨当随时
代、艺术服务人民、文艺引领方向的集中体
现。艺术家们紧跟时代步伐，聚焦内蒙古经济
社会发展，立足助推当代版画创作的繁荣与进
步，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对版画创作进行比
较与研究、探索与创新，用创作实践深入发掘
版画的艺术价值，努力表现时代、表现人民、表
现生活。如罗中伟的套色木刻版画《霞照草
原》注重细节把握，运用娴熟的技法，从一个切
面入手，刻画了草原人们美好生活的画卷。画
面构图严谨，人物形象塑造饱满，表现的粗犷
而率真，视觉冲击力强。从画面看草原上的牧
民，凝视着远方，是眺望，是憧憬，也是生活中
的守望。远处弯弯曲曲的河流，衬托的马群与
人物之间交相辉映，如一缕霞光铺满草原。安
玉民的黑白木刻《乐园》有一种律动之美，表达
着牧场主人生活中的欢喜，灵动的双手、跳跃
的神态、精美的构图，展现着守望家园的幸
福。天空是幕，草地是舞台，这是牧人心灵的
牧场。王茹的铜版《故乡情》以大地为背景，皑
皑的雪与深扎在大地的玉米之根，构成了故乡
的记忆，走过的岁月，踏印留痕，意在表达深刻
心中的故乡，那份爱的深沉，是一缕乡愁，是一
种浓浓的割舍不下的故土深情。这些作品所
展示的既有群体地域性特点，也有学院派的代
表性风格，其规格、层次和蕴含的艺术价值均
具有较高水准。

心凝时代，镌刻草原。内蒙古广大版画
艺术家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以胆魄、识见与信心，不断创新突破，用实
践和镌刻的力量，不断创作和推出更加优秀
的精品力作，以独特的艺术匠心和执着的艺
术担当，不断助力和推动版画艺术的繁荣与
发展。新时代新征程，内蒙古版画艺术的前
景愈加广阔，这朵盛开在内蒙古、镌刻着内蒙
古之美的艺术之花，必将在文艺的百花园中
愈加耀眼。

根据国家电影局1月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档中国电影票房达到67.58亿元，取得我国春节档票房历史第二的佳绩。《满江红》
《流浪地球2》《熊出没·伴我“熊芯”》《无名》《深海》《交换人生》等电影点燃了春节期间大众观影的热潮，也一扫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下中国
电影产业的阴霾。2023年春节档电影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在带给观众一场场视觉盛宴的同时，也让观众在历史与当下、科幻与现实、严酷与温
情中得到情感满足和精神慰藉，进而显示出类型化杂糅与核心价值观凝聚的主流化建构特征。

《乌旦塔拉枫林》 王文亭

《撒满珍珠的草原》 照那木拉

《风过草原》 赵玲玲

《二十四节气——立秋》 苏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