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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的年度性艺术报告，从剧
作、导演、表演、摄影等角度，深入剖析中国电影在艺术创作方面收获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战略发展建议。
报告指出，2010年度中国电影无论是创作制作水平、故事人物细节的把握、还是影片风格类型的多样
化，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平淡中体现了一种不同反响的整体性提升。
然而，在产业大发展的同时，中国电影艺术创作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缺乏思想渗透力与艺术感染力
并重的精品力作；类型片的品种仍不够丰富，创意匮乏，题材趋同；艺术电影有所萎缩，创作乏力，
这些应得到电影人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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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孔子》：在商业道路上徘徊的名人传记电影 在孔子学院全球扩展、国家文
化软实力诉求越来越强的大背景下，《孔子》（胡玫导演）的题材应该是重中之重。
这部影片制作严谨、叙事流畅、中规中矩，周润发的孔子造型也被观众基本接受，“子见南子”等段
落也是影片中不多的出彩之处。
 但这部关于“孔子”的电影，留下的遗憾似乎更多。
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礼崩乐坏的年代，孔子这样一个违背现实需求、执拗克己复礼、主张大仁大义
的理想主义者，如“丧家之犬”的悲剧性格和命运，被影片文治武功的戏剧化情节所湮没。
场景和动作的奇观，对于孔子的题材来说，显得太肤浅和草率。
其实，孔子不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他的意义不在于他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或者军事家，而在
于他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在于他“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孔子的伟大，也不是因为他人世的智勇双全、文治武功，而是因为他被时代抛弃的灵魂和仁者大爱的
精神。
孔子是一个没有被当时时代充分认可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这一悲剧性人物命运，并没有在影片中传达
出来。
比较一下《甘地传》、《耶稣受难记》、《莫扎特》、《万世千秋》等传记片，我们就知道，其实从
一开始，《孔子》就被叙述成为了一出普通情节剧而不是一个伟人的艺术传记。
过度急功近利的氛围，使《孔子》的创作显得有点生不逢时。
再现孔子，是需要从容、深邃、生动的想象和理解的。
电影中的“孔子”，没有显示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的性格、悲悯和伟大。
因此，其影响也就非常有限。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中国电影艺术报告>>

编辑推荐

《2011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的年度性艺术报告，从剧作、
导演、表演、摄影等角度，深入剖析中国电影在艺术创作方面收获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战略
发展建议。
希望《2011中国电影艺术报告》对广大电影创作、发行、放映工作者，对热爱和关心中国电影的朋友
和媒体的朋友，了解2010年中国电影创作、电影文化发展都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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