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制造：晚近英模题材作品的新趋势 
 
文.沙丹 
 

如今，能把主旋律电影拍得好看已经很难，而英模题材影片，作为主旋律中最特殊的一

类，想在口味多元的观众群体中博个彩头儿更是殊为不易。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类作品

有点像清水煮蛋，首先食材单一（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其次烹调方法也是亘古不变（现实

主义创作观念），因此即便再是一流的厨子，做出来的东西总是差不太多。当然，这还只是

从生产创作的环节进行考量，再要说到传播与接受，英模影片与市场、主流消费群体严重脱

节的现象便更为明显。 
对此，学术批评界的观点往往充满“忧患意识”，如北师大两位学者田卉群、宋维才近

年的研究便很有代表性。田卉群着重分析了英模影片中人物塑造模式存在的问题，她指出“通

过儒家传统、苦情模式塑造出来的主流英模形象，多少有些惺惺作态。他们是时代的主流阶

层，是被监督的对象，在分工日益明确、政府愈来愈注重服务性功能、受过教育的民众普遍

要求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当代社会，传统的‘苦情’式公仆形象不再被主流观众所期待。”1宋

维才则从英模电影运作和接受的层面，精辟地分析了孕育这类影片的“怪圈”（易融资，易

投拍，高获奖率，政府市场），并指出“这个怪圈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电影生产

中的投机心理”2

上述观点，笔者均表示认同，如果说略有遗憾的地方，便是他们在指出英模电影发展的

各种症结的同时，没有（或极少）提出缓解矛盾的方法。因而，笔者在此想借着近期英模电

影发展的一些新趋势，简要地谈一些自己的想法。 

。 

正如宋维才在论文标题中发问“英模电影路在何方”——听起来，似乎感觉英模电影在

上世纪 90 年代初奠定“焦裕禄模式”后便一直原地徘徊、少有突破，以至今天四顾彷徨。

但从实际生产情况看，近期的英模电影不减反增，而且很多还活得蛮滋润的。这说明英模电

影还自有其存在价值，理由不外乎：一，政府的意识形态需要。这种需要保证了英模电影的

生产与产业化大潮并行不悖，并使之借助体制内的力量自给自足；二，制片厂自身的需要。

尤其很多国营老厂，面对无法适应市场机制、人才流失的不利局面，英模电影投入上的低门

槛、文化上的“政治正确”以及各类政府评奖认可，已成为他们最为倚重的救命稻草。 
老制片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受着不可阻挡的转企改制压力，这本要求他们将电影更多

地视为大众通俗文化消费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恰恰反倒需要借助最富有计划经济

色彩的英模电影生产完成自我救赎。在这看似吊诡的现状背后，起到核心支配作用的，说到

底还是党和国家多年一以贯之的一元化指导思想。所谓“一元化”就是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作为立党立国之根本，它肇始于 40 年代的延安整风，反映在电影界，突出地表现在 1949
年后“人民电影”的改造完成。如学者启之所指出的，“一元化”强调的是人的思想和艺术

规律，要求“思想方面的高度统一性”和“艺术方面的高度规范性”都要落实到世界观、人

生观和艺术观上面。3它与管理体制的“一体化”深刻地改造了中国电影的商品属性，影响

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譬如，按照“一元化”的要求，在判定何为英模人物时，武训这样

的人物肯定是不合要求的，不仅不能歌颂，还要反对，因为他“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

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4

实事求是地说，“一元化”背后的工具论属性（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今天并无任何实质

性的动摇。中宣部理论局在 2009 年出版的《六个“为什么”》里便指出“多样并存，一元指

导”的重要性，“既要允许社会思想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也要坚持社会价值导向的一

元化”，“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影响思想文化的繁荣”

。 

5。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英模电影势必

将继续并长期地存在下去，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代表形式。看来，它不仅没有“路



在何方”的迷茫，反倒有些“大道如天”的惬意了。当然，英模电影的题材选择也会随着中

央指导思想侧重点的变化做出适时的调整。譬如，近年党和政府所大力倡导的主导精神是以

人为本，贯彻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于是，几部以优秀信访干部为原型的影片

便应运而生，如八一厂拍摄的《情暖万家》、辽宁厂推出的《潘作良》等等，体现出政府试

图修补近年上访过程中干群矛盾凸显的意图。 
同时，针对英模电影传播失效的问题，新的应对措施也随之产生。主要体现在，在重点

英模题材作品的运作过程中，中央主管部门直接介入的力度越来越大。如此，便可以在极短

的时间内集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为一线制片工作提供良好保障。以目前正在紧张后期

制作中的献礼影片《杨善洲》为例。杨善洲生前曾任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清正廉洁，一心为

民，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 22 年，最后将价值 3 亿元的林场无偿捐

献给国家。在中央看来，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国内环境深

刻变化的今天，杨善洲的先进事迹对于广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尤其

有着突出的示范意义。6

3 月 20 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组部追授杨善洲“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次

日，中组部中宣部等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广泛开展向杨善洲同志学习的活动；29 日，

杨善洲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与此同时，在国家广电总局的紧密部署下，接受拍摄

任务的天山厂主创团队已经奔赴云南保山施甸县采风。4 月份，在 7 个编剧夜以继日地推敲

打磨、六易其稿后剧本通过，李雪健、奚美娟、李晨、小陶虹等大批知名演员确定加盟。5
月 1 日，剧组正式开机，月底顺利完成拍摄工作，现已定于“七一”档期在全国公映。粗略

算来，整部作品从前期立项、调研到最终完成拍摄、审查、发行等流程，仅仅不到 3 个月，

这对于其它任何正常立项的商业影片来说几乎都是难以想象的，真正凸显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富有竞争力、高速率的“制度优势”。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

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由此来看如今的英模电影

的运作，着实如此。 

 

那么，如何对上述电影生产行为作出新的定义？似乎，无论用过去常用的“主旋律电影”，

还是近来学术界热衷使用的“主流电影”都无法凸显其特色。笔者认为，或许用“国家电影”

的称呼会更准确一些。这个概念笔者最早见于著名导演叶大鹰的一篇文章，文中他在畅想

2020 年中国电影的生态时指出，会有一种“国家电影”的生产模式出现，这种影片是“中

宣部、广电总局为了国家的政治文化需要，出资委托专业单位制作发行，大部分采用投标方

式进行”，它会“摒弃传统‘主旋律’概念，好看程度不亚于通常的商业片，其制作和发行

规模会空前巨大，对观众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7

这种“国家电影”的实践，实际上在今天已见曙光。譬如中影近来相继投拍的《建国大

业》、《建党伟业》，都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凝聚了上百位的一线明星，它在运作营销中充分地

借鉴了各种产业化的手段，但需得承认，这终究不是一种可资借鉴推广的市场行为。在它们

波澜壮阔、星光灿烂的影像背后，到处是一张张充满魔力的手。正是经由这些凝聚行政力的

大手推动，“国家电影”才得以从梦想照进现实。而单就英模电影而言，《建国大业》的成功

实质上也为这一片种带来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从而逐步改变了它在我们印象中朴素、粗糙、

刻板、说教的原初印象。这当中，陈国星执导的《第一书记》堪称近年来英模电影的翘楚之

作。 

。其实，主旋律本身并没有错，各个国家出

于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的需要，都要用主旋律去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只是在表现方法上，

以往太多的国产主旋律过于刻板和单一，陷入了简单化、模式化和说教的泥沼，以至于害得

“主旋律”无形间成了一个贬义词。我想叶大鹰这里所谓的“国家电影”，强调得也正是一

种真正实现“三性统一”的非产业化的国家制造行为。 

《第一书记》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基层干部沈浩的事迹为蓝本，叙述了他为群众致富来回



奔走，最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人事迹。在这部作品的运作过程中，有几点是很值得我

们注意的：其一，对于沈浩事迹的宣传有着极其缜密的策划和布置，电影只是手段之一，其

它还有新闻报道、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电视剧、歌曲、黄梅戏、现代戏、图书等，多种

形式拧成合力，充分达到最佳的社会宣传效果 8

说完外因，从电影自身来看，《第一书记》也有相当值得称道之处。首先，它摒弃了英

模电影惯用的“思想高起点”的路数，将沈浩还原为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英模不

是皇帝的儿子，生来就是龙种；沈浩的觉悟也不是天生的，他之所以奔赴小岗，首先取决于

个人价值实现的要求，这种处理在今天的观众看来便容易令人信服。其次，不说教，不空喊

口号，不刻意煽情，中正平和，纪实性与抒情主义的调子完美地结合。最后，精英化的团队

配置保证了《第一书记》一流的视听呈现（编剧、摄影、音乐较一般英模影片尤显出色），

明星大腕们的客串也八仙过海各显魅力，或喜或悲，或调侃或撒泼，真正起到了“好钢用在

刀刃上”的效用。 

；其二，电影《第一书记》的拍摄工作由中

宣部新闻局和中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办公室宣传组直接负责，具体拍摄委托紫禁城影

业完成；其三，在英模电影中最早地打出“星海战术”，除了由杨立新担任主角外，徐帆、

王刚、刘威、黄素影、宋丹丹、蒋雯丽、何冰等十五位观众熟悉的一线明星加盟。以上种种，

让《第一书记》初步具备了“国家电影”的身份特质。 

尽管《第一书记》的成绩令人欣喜，但从宏观面来考量，英模电影确实还存在着很多明

显的弱项。比如，英模电影普遍存在着电影化水平欠佳的弊病。这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其实

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工艺无法与时俱进的缘故。试想，如果电影的技术水

准不过硬，拍得没有“电影感”，观众为何不去选择更廉价的电视新闻（它比电影更真实）？

还有，英模电影普遍存在戏剧性冲突不足的软肋，很难借鉴类型化的技巧加以弥补。英模人

物不是领袖人物，他们扎根基层，身上缺乏传奇性，因此这类作品多使用“散点透视”的方

法，通过一系列日常琐碎事件的堆积来关注他们的人生。像宋江波的《潘作良》便是此种情

况，仔细分析影片的叙事脉络，会发现影片几乎就是一部《焦裕禄》的翻版，缺乏新意；同

样由他执导的《大道如天》，没有了“真人真事”的桎梏，全片便可以围绕一件矿难事故为

核心，充分调动惊险悬疑的类型模式。张瑜饰演的公安局长既是人民公仆，也是胆大心细的

“女版狄仁杰”，观赏程度显然要好得多。此外，困扰英模电影的，还有专业技能的陌生化

问题。这主要指的是一些知识分子题材的影片，如《袁隆平》和《邓稼先》之类。这些人物

多为理性隐忍的科学家，研究的是尖端的高科技和国防机密，那么如何能把这样的故事讲述

得让普通观众听的懂、乐意听，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英模电影“国家制造”的发展趋势，笔者也想谈几点对这一片种的

未来期望。首先，希望未来的英模电影能够紧扣社会热点，力求实现“人事并举”。长期以

来，到底是写“人”，还是写“事”一直是困扰英模影片创作者的一个症结所在。刘云山同

志曾指出：“影视创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塑造形象，人生感悟需要人物故事来承载，思想价

值需要艺术形象来表达。如果没有血肉丰满的形象，人物脸谱化、概念化，就难以吸引观众、

产生感人力量。”9

其次，希望未来的英模电影能够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针的基础上，更多地调动视听手

段，丰富影片的形式和内涵。现实生活是电影创作的源头活水。但电影中的现实生活，不是

机械的复写，不是自然主义的拷贝，它应当高于现实、贯注理想。因此，英模电影在叙事手

在这点上，近年来的《张思德》、《铁人》、《第一书记》等都已做得较好。

在以塑造人物为核心的基础上，英模影片要想百姓之所想，把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事”表

现出来。这实际考验的是编导者的选材、剪裁能力。当年《离开雷锋的日子》和《生死抉择》

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轰动？就是因为它把英模的人物塑造和百姓切身关心的社会热点结

合起来。英模的形象只是一个个体，英模与时代、受众的紧密互动才是真正可以深挖的精神

宝藏。 



法、电影语言、导演技巧等方面都亟待更新。比如，《袁隆平》里在描述主人公美好的愿景

时（在水稻下乘凉，水稻可以像花生米这么大），能否充分运用想象力和数字技术，把它拍

摄得鲜活有趣一些？在刻画英模形象的时候，能否借鉴类似《公民凯恩》的叙事技巧，把人

物刻画得立体多面一些？近期的一些出色的虚构类主旋律电影，如戚健的《天狗》和刘杰的

《马背上的法庭》，通过出色的导演构思调度，已经彰显出不同以往的风格化和感染力。即

便英模电影必须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承担着主导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但这也并不妨碍创作

者在有限的空间内施展个性的才华。 
最后，希望未来的英模电影能够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笔者最近

一直在研读《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一书，对于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的“有

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俞有自己深刻的看法。他指出，国家政改的突破口在党内民主和基

层民主，如果说基层民主是由下至上推进民主政治的话，党内民主则是由核心向外围推进民

主。为什么必须这样？因为，作为有 7800 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社会广大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而英模电影的主人公们正是这些精英中最突出的代表）。没有党

内的民主，就意味着没有核心权力层的民主。这也是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专门强调

的。只有搞好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社会才能更加和谐，更加公平正义，政府和群众的关系

才能更和睦——这正是英模电影在新时期肩负的终极使命，也正是基于此，笔者有理由相信，

“国家制造”必将成为未来英模电影创作的主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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