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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涛：本土化是影视创作的立足点

来源：光明日报    2021-05-21   作者：杨洪涛 浏览量：293

近年来，一批颇具本土化创作特点的影视作品挺立潮头，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我们从中不

难看出凡是深受观众喜欢、能够引爆话题的作品，都有着熟稔且颇为自信的本土化创作风格，都把本土化创

作策略视为重要的方法论，而本土化恰恰是中国影视作品区别于好莱坞乃至其他影视文化的关键所在。可以

说，本土化是中国观众的共情点，是影视创作的立足点。

影视艺术的本土化创作是指在主题意蕴、故事结构、叙事策略、人物塑造、情感表达和审美范式等方

面，凸显民族文化特色和东方美学韵味，立足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打造具有本土化创作特点的民族影视

工业和影视作品。无论是1905年的《定军山》还是1980年的《敌营十八年》，影视艺术在中国的勃兴，从一

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本土化精神气质，这是中华文化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融合力所决定的，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

的基因密码。如何在学习西方创作经验的同时融会贯通，实现本土化的技术与艺术改造，笔者认为需要做好

几个方面的工作。

在主题挖掘层面，创作者要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完成关于国家命运、民族兴衰、生命价值和生

活意义等方面的主题挖掘。以《流浪地球》为例，电影当中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思考和对中华农耕文

明的隐性表达，都是明显区别于西方价值体系和思维逻辑的主题呈现，给故事注入了浓郁的本土化、民族化

色彩，让观众在视觉奇观当中找到民族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这是《流浪地球》在科幻外壳之下真正完成的

主题呈现，也是打动观众的主要原因。

在故事结构层面，创作者要善于借鉴中国传统文本中的故事元素并适度结合互联网传播当中的现代语

态，用令人信服且有吸引力和代入感的中国故事打动中国观众。电视剧《装台》就是把当代市井百姓的辛劳

与愿景铺设到舞台中央，以朴素幽默的生命哲学致敬平凡中的伟大。

在叙事策略层面，与好莱坞电影奇观化的视听呈现和欧洲电影相对冷峻的气质相比，中国影视作品需要

更加接地气和通俗易懂的讲述方式，且要符合中国观众的生活常识和观影经验。须知，徒有好莱坞经典叙事

的外壳，而缺失中国故事应有的精神内核与美学气质的作品很难叫得响、留得下。电影《悬崖之上》的热

映，除了谍战片剑拔弩张、命悬一线的戏剧张力之外，浓郁的东北地域文化，让作品有了逼仄的临场感和强

劲的代入感，收获了观众的赞誉。

要坚持本土化的人物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根性和时代精神，决定了影视作品所塑造的角色，在骨子里不

能脱离民族文化根脉和伦理道德，不能以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来解释中国人、塑造中国人。

无论是《觉醒年代》里的李大钊、陈独秀，《悬崖之上》里的周乙、张宪臣，《啊！摇篮》里的丑子冈，还

是《柳青》里的作家柳青，这些角色的生活背景虽然跨越数十年，但是其对信仰的坚守和赤诚的情感却一脉

相承并持续激励着我们。

在情感表达上，创作者也要有自己的坚守与探索。中国人的情感谱系当中，既有深沉内敛又有热情奔

放。在广博的华夏大地上，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不同民族又有着各自的性格与风情。西北的粗犷糙砺在

《山海情》里得以酣畅淋漓的释放，江南的钟灵毓秀在《大江大河》里得以润物无声的绽放。还有《觉醒年

代》里“南陈北李”的慷慨激昂，《在一起》里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真情流露……中国人的丰沛情感是叩问

心门的钥匙。

要精准定位中华传统美学符号并融入现代审美观念，打造符合新时代语境的本土化审美范式。像是《哪

吒之魔童降世》《新神榜：哪吒重生》等动漫作品，既融入古典文本的视觉形象又对接了后现代的审美观

念，有效呼应了时下流行的国风、国潮。

总之，在西方影视文本与后现代文化语境的潮涌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建构独具中华文化特色、中华

视听美感的影视作品是影视创作者的重要命题。只有坚守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坚持本土化的创作策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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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典之作，自立于世界影视艺术之林。

（作者杨洪涛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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