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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第11届亚洲品牌盛典”在北京举行，中艺财

富总裁沙水兵受邀出席盛典，与来自全世界各个行业优秀的

专家代表和业界精英们齐聚一堂共襄盛举，见证民族品牌荣

耀时刻。期间，中艺财富在亚洲品牌500强发布活动上荣膺

“中国（行业）十大领军品牌”称号，成为一颗闪耀夺目的品牌

明星。亚洲品牌盛典被誉为亚洲品牌界的“奥斯卡”，是诠释

亚洲品牌价值、塑造亚洲品牌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本届盛

典由亚洲品牌网、《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网共同主办，以

“品牌决胜未来”的活动主题，吸引了亚洲政界领导、品牌领

袖、国内外经济学者、媒体机构等近1000人聚集。

作为中国艺术品行业的领军者，中艺财富成立 19 年

来，始终专注于书画等艺术品的收藏与经营。沙水兵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艺财富是经国家工商总

局注册的专业文化产业机构，目前已在全国建立40多家分

支机构，一个艺术品综合服务平台，一个艺术品开发中心，

五个即将开业的大型艺品城，一个即将开业的艺术园区，

收藏名家书画价值超过43亿元、珠宝玉器价值超过7.2亿

元，签约当代书画名家、全国美协主席、副主席、理事、美协

会员等1200多人，远远走在同行业前列。可以说，中艺财

富已完全具备了开拓市场、提升行业知名度和品牌走向国

际的全部条件和基础。

凭借“品牌决胜未来”的战略眼光和“让艺术走近人

民、让艺术服务人民”的发展理念，中艺财富从15年前就开

始了文化产业资本化、金融化的探索与实践。近年来，中

艺财富遵循“让艺术家走进经济殿堂、让老百姓走进艺术

殿堂”的核心理念，为广大的艺术家、企业家、收藏者搭建

起产品增值、收藏投资、权益产品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

台。中艺财富经营书画已超过15个年头，一直坚持一次销

售的经营原则，坚持按照法律有关规定，对书画商品实行

“三包”。并且在此基础上，按照书画商品具有增值的属

性，给予退货客户一定的增值补贴，始终把具有升值潜力

的名家艺术品投放市场。十几年来，中艺财富惠及了数万

名艺术品爱好者，从没有与一个客户、一个画家产生过经

济上的纠纷。而且，近年来中艺财富探索推出的文化金融

创新模式，也得到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肯

定与好评。

沙水兵最后信心满满地说，中艺财富获得“中国（行

业）十大领军品牌”称号，是对中艺财富品牌实力的有力证

明和事实写照，在文化产业领域具有极强的开创性和引领

意义。随着国家关于文化产业、艺术金融一系列相关文件

的出台，特别是2016年6月29日文化部全国文化产业工作

会议的召开，中艺财富已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中艺财富将不负众望，全力推动文化产业早日成为国民经

济的支柱产业，开创中国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再现波澜壮阔长征史诗 讴歌砥砺奋进长征精神

《大会师》：
用电影艺术演绎长征胜利

文创圈一周

中艺财富获第11届亚洲品牌盛典
“中国（行业）十大领军品牌”

今年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80 周

年，由甘肃省委宣传部、八一电影制

片厂、白银市委市政府、庆阳市委市

政府、会宁县委县政府、中央电视台、

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三军会师影视

文化发展公司、甘肃会师影视文化传

媒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的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电影《大会师》，5月6日在浙

江横店开机。7月6日在会宁会师塔

下杀青，现在正在进行紧张的后期制

作，将于今年 10 月播出。《中国企业

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主创人员。

制片人、白银市原政协
副主席李义：对没有经历过

的人有启迪和感染作用
《大会师》是由兰州电影制片厂

有限责任公司出品，八一电影制片厂

原副厂长、曾获电影华表奖、金鸡奖

等荣誉的著名导演安澜执导，雷献和

编剧，由王晖、侯祥玲、于洪林、郝帅

等主演的一部重大历史革命题材影

片。记者首先采访了制片人李义。

“我们之所以拍摄电影《大会

师》，首先就是响应习近平‘两点一

存’和‘要把红色党源利用好，把红色

传统发扬，把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

嘱托，缅怀先烈，不忘初心，弘扬长征

会师精神。其次就是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重大事件，再现历史，缅怀毛

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老一辈

革命家和为革命而牺牲的革命先

烈。历史是要传承的。”谈到为什么

要拍摄《大会师》这部电影，李义认

为，长征精神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

下，共产党人思想行为的凝聚，但它

的价值和内涵是永恒的，在今天仍然

熠熠生辉，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柱。

讲政治的李义在解释拍摄的初

衷时说：“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时刻，我们要学习党和红军的

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而奋发努力，以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成就，告慰于老一辈革命家和革

命先烈。电影《大会师》通过艺术手

段，生动地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红

军指战员的精气神，表现出他们的精

神风貌，这对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

人们，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感染作用。

所以，学习和宏扬长征精神，是电影

《大会师》拍摄的又一个原因。”

导演安澜：李义的红色

情怀，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

和气度感动了我
导演是一部电影的核心指挥员，

但《大会师》的导演安澜最初却不想

接这部影片的拍摄，因为资金没有到

位。但让他感动的，是李义的红色情

怀，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和气度。

“接了这部电影后，我拼着命拍摄

了这部电影，是红军精神感召着我，更

是一位老同志的情怀激励着我。4月

下旬要开机，但我一问李义，根本没有

钱，他说正在办理银行贷款，拍摄资金

能落实。几个朋友答应借一些钱，也

有几百万元，前期费用有着落，省上、

市上、县上都答应给予支持，后期费用

也应该能跟上。我一听，真是傻了，我

拍了多少部电影，还没碰到过这种境

况。手上没资金，条件不成熟，开机时

间一拖再拖。我给李义说，不要拍了，

实在没有条件，他说没问题，开机拍摄

会有办法。从3月拖到4月，拟定4月

28日开机，5月6日正式开机，实际上

是在没有条件、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强

行开机。不开也不行了，没有时间了，

80周年要献礼啊！”安澜说：“电影开机

了，我一头扎在拍摄中，再也没有余地

了，我和李义分工，拍摄的事我管，资

金的事他办。他横店、兰州来回飞，他

为资金的事操碎了心，跑断了腿，说尽

了好话。拍摄两个月，借钱两个月，天

天如此，我知道他的难处，我看了他的

账单，60天时间，借了70多笔款项，有

兄弟姐妹的，有儿子儿媳的，有朋友

的，有银行的，有些是不要利息的，但

也有高息的。在我拍摄电影的过程

中，这样的筹钱是第一次碰到。我相

信全中国拍摄电影的，像这样执着，像

这样筹钱，恐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了。”

安澜没有讲条件，两个月拍摄，

转战南北，顶着将近 40 度酷暑，每天

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赶拍、赶制，为

了赶上80周年献礼，时间紧得不行。

安澜向记者透露了电影的主要

演员和故事梗概：饰演毛泽东的演员

是王辉、饰演周恩来的演员是侯祥

玲、饰演张闻天的演员是脱一然、饰

演朱德的演员是陶贤锋、饰演彭德怀

的演员是姚居德。演技都是非常出

色，人物性格也把握得恰到好处。

编剧雷献和：展现老一

代共产党人为国为民忘我

奋斗的伟人风范
原兰州军区政治部电视剧主任

雷献和，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他说《大

会师》除了再现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发

展壮大，也是弘扬正能量和主旋律的

一部电影，全剧围绕在中华民族危机

日益加深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实

现会师，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迎来

中国革命新局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展开。着重展现这一过程中国共双

方和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矛

盾和斗争，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

悲欢离合。艺术地再现红军历尽艰

难困苦，战胜敌人，走向胜利的历程，

展现老一代共产党人为国为民忘我

奋斗的伟人风范，塑造一批光彩照人

的党和红军指战员的鲜活形象，表现

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讴歌红军

指战员的崇高精神和革命情操。

“电影既有长征途中红军经历的

百丈关，直罗镇、大渡河、腊子口、会

宁城、山城堡等悲壮惨烈的宏大战役

场面，又有枣儿、书同、邓承武、石传

一等四位会宁小青年，投身革命，参

加长征，英雄善战，悲欢离合的动人

故事。”雷献和最后说。

党史顾问秦生：是甘肃

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陇原

红色文化的辉煌篇章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党和红军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近年来理论学术

界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展现这段

史实的文艺作品还不多，特别是电

影，表现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体裁

的还处于空白。通过电影《大会师》，

展现发生在甘肃这片红色热土的光

辉历史，扩大本土红色文化的感染力

和影响力，发挥好甘肃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有着一定的现

实意义。那么这部影片反映的时代

背景是什么呢？记者为此采访了对

于 80 年前那段历史有着深入研究的

党史顾问、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

员会原副主任、党史党建教研部原主

任秦生教授。

就电影《大会师》拍摄的特点和

意义，秦生介绍道：“这部影片的特色

概括讲有三点，一是选题重大、二是

题材典型、三是地域鲜明。选题重大

表现在电影反映的是一段关系中华

民族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要历

史，反映的是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共中

央领导党和红军实现了‘北上抗日’

方针的历史。题材典型表现在电影

《大会师》反映的这段历史是中日民

族矛盾，国共两党为代表的阶级矛

盾，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矛盾相互

交织与影响，有着非常复杂的表现。

地域鲜明表现在电影《大会师》反映

的这段历史主要发生在甘肃境内，是

甘肃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

陇原红色文化的辉煌篇章。”

2016 年 9 月，艺术家刘亚明的

肖像作品展在北京的天趣园艺术

空间举行，集中展示了他近 30 年

来不同时期的数十幅代表作品。

这些作品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和

微妙变，让人产生这些作品不是出

自同一画家之手的错觉。但对刘

亚明的艺术经历有所了解之后，就

会发现其艺术作品背后的一脉相

承之处。

不走寻常路的少年

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中国还

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

期，那时的人们或许还在为未来担

忧时，四川内江的一个十多岁的叫

刘亚明的少年仍旧苦于鼻炎带给

他的困扰。鼻炎让他长期头晕眼

花，也导致了他记忆力不好。这也

影响了他的学习成绩。但是，刘亚

明对于世界的感知却异常敏感和

灵敏。他常常流连于田间、山头、

水边，大自然的颜色变化、光线变

化等都让他着迷和好奇。而且当

地的宗教题材的石刻作品，比如荣

县大佛，也深深地震撼了他。这些

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刘亚明。如

果说自然世界之美是刘亚明的艺

术启蒙者，那么真正将他引领至艺

术之门的是电影院门口的海报。

一天，当他看到内江电影院门口的

海报时，海报上的画面深深吸引了

他……

在电影院学徒期间，他主要跟

师傅学习画海报，画大画。当时的

电影或者是红色电影，或者是从国

外引进的同样主旋律的电影，所以

海报自然也就要求画一些主题鲜

明，同时又是宏大题材的作品。这

一学就是 8 年，彼时的刘亚明成为

了四川电影美术界小有名气的美

工。但是，他的人生又将迎来转

折。一次，刘亚明在一本杂志上看

到了达·芬奇的作品《蒙娜丽莎》，

该作品深深影响了他。他决定辞

职学习油画。这意味着他会失去

一份固定的工作，而且画油画也需

要更多的金钱投入，一般人很难承

受得起。师傅当然明白这些，出于

担心，他反对刘亚明学习油画。但

刘亚明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选择了油画。

当然，师傅的担心成为了现实，

油画曾经给刘亚明带来了生存的

问题。艺术的创作是需要良好的

物质保障为基础的，由于一度因为

生存所迫，刘亚明重拾本行，到北

京给影视剧做美工，以缓解生存压

力。曾经轰动一时的经典电视剧

《渴望》的美工和《编辑部的故事》

的美术设计都是刘亚明。这两部

影视剧的成功，刘亚明自然功不可

没，他也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影视

剧美工。所以，即便不画油画，去

做影视剧美工，同样可以让刘亚明

名利皆收。但刘亚明又回到了画

室，进行油画创作，直至今天。

自成一体的艺术形态

刘亚明的“温暖”主题展中很多

肖像作品都与刘亚明的家庭日常

生活有关。有的作品表现怀孕，有

的表现生孩子，有的表现剪指甲，

有的表现换尿布，等等。这种题材

是刘亚明同时期的很多画家不愿

意触及的，因为他们更愿意追索和

自己生活无关的题材和内容。而

刘亚明觉得，这个时代缺少真诚，

缺少家庭的温暖。所以他更愿意

用笔触绘及家庭生活，将生活过程

真诚地表达出来。他说：“我愿意

将生活真诚地记录下来，并进行升

华和拔高。这样的作品，会让大家

感到与众不同。”

这类肖像作品让刘亚明的艺术

迎来了高峰，让他名利双收。然

而，不自觉地，这种自我审视，独立

思索的特质在内心蠕动，并推动着

刘亚明寻求艺术风格的转变。2000

年左右，刘亚明觉得自己的作品需

要更加恢弘和宏大的题材。他发

现人性和宗教的核心需要宏大的

题材来体现；和他不受他人左右坚

持自己的艺术理念有关；和他对于

人类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以及人们

精神与物质的纠葛有关；和他欧洲

之行瞻仰了米开朗琪罗、鲁本斯、

伦勃朗等大师的大型作品有关……

刘亚明经常每天用 16 个小时

来画画，一些大画一画就是几年，

这也让他的身体付出了代价，右手

的手指曾经一度伸不直。除了时

间的投入，画大画还需要经济的投

入，有的大画甚至让刘亚明投入数

百万元。他不愿意像其他画家那

样受金钱左右，而让自己的艺术走

了样、变了味。他要画出和别人不

一样的作品，在艺术语言上，他的

作品融入了印象派和超现实的特

点，甚至还融入了文学上的魔幻现

实主义以及戏剧的元素。在技术

上，他融入了雕塑艺术以及东方特

有的书写感等技法。而在内容上，

他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和精神以

及普罗大众群体性的思考、困惑。

在艺术上，刘亚明的尝试，探索

以及对于艺术的真诚态度，得到了

业界的认可。当诸多业内人士在

展览现场为刘亚明的作品点赞和

喝彩时，刘亚明并没有沉浸于此，

而是选择带着独立的艺术判断和

思考在艺术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或许，当人们看到他的下一幅作品

时，会惊讶于作品的再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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