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7 期传播大讲堂——30 年“主旋律”的历史临界及其未来

主讲人：孙佳山

2017 年 11 月 1 日下午两点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副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团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国家

战略传播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孙佳山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教学主楼 426 与各

位师生分享了他关于“主旋律”的研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孙佳山以纵轴梳理、横轴铺开为主讲框架，通过梳理“主旋律”影视的历史

走向，来探索发展现代“主旋律”影视的内核和未来发展。

首先从纵轴梳理 30 年来主旋律的发展历程，孙佳山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1987 年 2 月，广电部电影局局长腾进贤在全国故事片厂

长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并将“主旋律”定义为弘扬

民族精神的、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

这两个方向。80 年代中期，电影市场处于萌芽阶段，这是后社会主义的产物和

表现。出现了《辽沈战役》，《彭大将军》等一系列主旋律作品。在文革时期，主

旋律作品更加强调普通民众成长的概念。

第二阶段——萌芽。代表作品为《长征》。此时文化产业的初现萌芽。其所

展现的是领袖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在当时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在此阶段，影

视作品利用大众对伟人的窥视心态，例如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通过不



同的角度构成了主旋律。

第三阶段——发展。代表作品为《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此时，中国的

主旋律电影局部开始使用好莱坞类型。例如《风声》、《唐山大地震》。但其构不

成一个整体。

前三阶段，共同构成了我国主旋律的历史图谱。而第四阶段，就以《建军大

业》为典型。在此阶段，国家完全退出了市场竞争，主旋律电影完全由市场主导。

而主旋律市场的主体，也由过去的成年人群体转变为年轻人群体（大众化）。在

这巨大的变化背后，中国的主旋律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孙佳山从此问题延伸开去，横向展开深入分析《战狼》《建军大业》

等主旋律电影获得成功的内在原因。

首先是“粉丝效应”。在互联网时代，明星与粉丝由以往的“垂直式”互动

变成了养成式的、伴随式的互动。在互联网的平台上，粉丝通过组成庞大的“后

援团队”，来给予明星经济上的支持，而这种国民心态，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公关

行为。这种公关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是现今新闻研究框架所支撑不住的。

再谈明星，在互联网平台上，明星的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之间的界限开始越

来越淡。这使“演员”与“明星”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明星自带的“人设”给

予粉丝的“代入感”，使其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而这，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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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目前的互联网发展状况，从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市场受

众阶层普遍偏低，他们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增量，甚至是国民经济的增量。在互联

网时代这个群体的文化诉求被无限放大。这也就为未来的主旋律电影提供了一个

发展的方向。

最后，孙佳山谈到，在未来的 21 世纪，我国的文化产业将面临着更多的风

险和挑战，主旋律电影也将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我们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的需求，

将文化作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讲座在师生的一片热烈的讨论与掌声中圆满结束，本次传媒大讲堂圆满结尾。

（图文/刘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