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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影视文学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以维吾尔族影视文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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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当下少数民族影视文学受众群体减少、市场影响力减弱和营销渠道有限等各种消极影响和不利因素，

少数民族影视文学发展正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困局和发展瓶颈阶段。针对如何拓宽和疏通少数民族影视文学

市场和观众关注受欢迎程度，本文研究者做了一些科学的分析和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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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数民族影视文学发展现状中的问题分析 

1.1  影视文学内容单调，缺乏发展活水 
少数民族影视文学创作过程中，部分影视文学作品缺

乏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和背景的透彻了解与深入考察，内容
乏味单调、主题思想浅显模糊、人物塑造空洞无力、情节
发展老套枯燥，没有充分利用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和广大劳
动群众的实践生活经验这一丰富素材来源和创作优势，使
得影视文学作品干瘪无聊，严重阻碍了少数民族影视文化
的发展前途和观众市场的拓展。这样的影视文学作品创作
不仅造成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缺乏有效广泛的途径，也不利
于外地观众和群体真正认识和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
风情和特色文化。影视文学作品的内容质量好坏直接决定
了少数民族影视文学发展的脚步和从走出民族地区到走
进全国观众乃至全世界人民眼中的步伐和路途。 

1.2  题材主旨思想局限，缺少情节吸引 
少数民族影视文学作为丰富广袤的影视文学类别中

的一种，具有广阔的创作与发展空间。在少数民族影视文
学的发展现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作品在创作时的题
材选取和情节设置仍然较为单一和固化，大多数此类少数
民族影视作品内容的政治性较强、主旨表达内容也多靠近
民族融合、国家统一、拥护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多民族
交流和团结等。这类影视文学作品的主旨表达模式化且存
在思维定式，使得观众在观看此类少数民族文化作品时，
故事剧情还没开始就已经猜到了后续的情节发展和结局
设定。此类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创作固然可喜可贺，但广大
文艺创作者在主旋律表达和正能量传递等故事情节的创
设与安排中，应该把握适当的度和一定程度的创新，否则
长期简单化的主题设置与安排难免会引起观众与公众的
观看疲劳，失去兴趣，从而导致少数民族影视文学作品发
展的市场缩水和发展道路艰难。 

1.3  多元化影视文化冲击，受限市场销路 
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社会

变迁之中，各种思想文化、观念思潮等汹涌波动、交汇流
动，在我国少数民族影视文学的发展创作中不可避免地受
到来自西方社会的影视文学冲击与影响，从而分走一大批
观众和社会关注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环境中，少
数民族影视文学作品创作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在冲击中坚
持。特别是在影视文学作品商业化模式日益成熟下，国内
外各种类型的商业大片和艺术作品轮番上阵，抢夺市场资
源和份额，影视文学发展领域竞争尤为激烈和残酷。在缺

乏社会公众的有力关注与支持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影视文
学作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波动，甚至
出现了部分群众并不熟悉和了解少数民族影视文化作品
的现象与问题，少数民族影视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被称为
小众题材的艺术作品和内容。 

2  以维吾尔族电影《吐鲁番情感》为例探讨少数民
族影视文学优势因素 

2.1  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维吾尔族歌舞、服饰、
民俗异域风情 

在这部维吾尔族电影《吐鲁番情歌》中，电影采用了
大量颇具魅力的新疆维吾尔族异域风情的舞蹈和歌曲内
容穿插其中，使得整部电影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向观众展示
了一幅来自新疆维吾尔族民族特色文化的视觉盛宴。观众
能够透过电影荧幕感受来自维吾尔族民族文化和歌舞魅
力的熏陶和感染，从而产生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美好向
往和赞美之情。维吾尔族丰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民风民俗
等内容本身就是影视创作天然的创作之源和无与伦比的
取材之地。 

2.2  朴实的精神情感传达：真善美文化内容的跨
民族共鸣 

《吐鲁番情歌》这部电影讲述了在吐鲁番农村地区的
两代人的情感纠葛的故事，表现了美丽的维吾尔族少女阿
娜尔罕对于美好纯洁爱情的不懈追求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透过情节的推动和演员动人的表演，向观众传递了真善美
价值观的宣扬和纯洁不暇的精神世界，从而引起了广大观
众跨越民族语言和文化不同而产生了心灵和情感上的共
鸣与热烈反响。《吐鲁番情歌》在讲述动人感情故事的同
时，在镜头的拍摄下也展示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人民
当代生活面貌、当地的民风民俗。在吐鲁番美丽的月亮和
甘甜的葡萄中，电影带领观众走进了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
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和美好风景之中。 

3  针对维吾尔族影视文学发展建议和对策 

3.1  创新内容，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鼓励创
作 

维吾尔族影视文学发展的首要策略和方式是创作和
创新。因此，鼓励创作是推动和促进少数民族影视文学发
展源源不竭的动力和长久持续的源泉。在内容创作的过程
中，创作者既要保持维吾尔族自身民族特色和优质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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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保持内容大胆的创新与适当改动。
创作者只有立足于本民族自身特色和文化优势才能在少
数民族影视创作中大放异彩，不至于迷失方向。在维吾尔
族影视文学创作过程中，有学者曾指出，影视文学的人物
塑造应该是大众和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接地气的和受欢迎
的；影视文学的内容应该时刻立足于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和人民中。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影视文学创作中不
应该闭门造车而创作和钻研脱离现实生活基础和维吾尔
族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这样的文学作品是远离群众和社
会的，此类束之高阁形式的作品创作终究不能长久，更不
能经受历史的考验。 

3.2  价值普世，在寻求人类共性的表达中讲述故
事 

在影视文学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过作品的书写和表
达来讲述故事和传递价值观。在维吾尔族影视文学发展
中，我们只有找到人类共同推崇的道德文化等美好品质，
确定多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化共通之点和融合之处，才能通
过具备维吾尔族民族特色的影视文化作品跨越民族、文化
甚至是语言的障碍与隔阂，产生观众与创作者思想与情感
上的共鸣与交融，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与支持。
因此针对上文所提到的，在传统少数民族影视文学作品创
作中的主题思想和价值观内容雷同和有限，我们应该在艺
术作品价值观和文化宣扬中找到超越民族共同美好主题，
例如，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推崇与珍视，社会大众对于崇高
道德品质和顽强拼搏精神意志的肯定与赞美，致力于民族
平等、男女平等和法制化观念的传播都可以成为维吾尔族
影视文学作品创作丰富的主题和多变的内容。在人类普世
价值观的表达和歌颂中，西方商业电影的流行和推广正是
以此为基础，取得了广大的市场支持和观众兴趣热爱程
度。在类似《复仇者联盟》的超级英雄系列影片中，电影
制作者通过性格鲜明的人物主角的塑造、曲折精彩的情节
设计和惊险刺激的画面拍摄等各种影视作品所具有的优
点和长处表达了一个人类共同的愿景和希望，那就是惩恶
扬善和世界和平等普世价值的表达和宣扬。 

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进行维吾尔族影视文学作品
的设计和内容创作时应该参考和借鉴成功商业片的营销
模式，在创新内容和情节设计的基础上，丰富和拓展电影
主旨表达中的普世价值观的宣扬和高歌，以此获得广大受
众群体和社会公众的认可与情感共鸣，最终成功推动少数
民族影视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3.3  关注受众，在发掘新疆民族的资源中拓宽市
场 

成功的维吾尔族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一定是扎根于
基层，深入人民群众和深入基层生活的。在影视文学作品
的创作过程中，只有始终关注和强调作品受众的体验和感
受，才能真正创作出符合观众审美和接地气的维吾尔族影
视文学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以受众者为主体的

影视文学创作是关注群众的需求和实际生活经验创作出
大众喜闻乐见的影视文学作品，这绝不等于毫无底线的迎
合和逢迎。影视文学作品创作一旦出现无脑的迎合观众口
味和无下限的改编创作，就会丧失本身的艺术性和价值
观，成为低俗劣质的影视文学垃圾。这样的影视文学创作
和作品我们并不提倡，也希望广大文艺创作者能够避免出
现此类误区和极端情况。我们在从观众主体出发设计和开
展维吾尔族影视文学创作与开放中，也应该充分联系广大
维吾尔族劳动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生活经验和各类颇具
民族特色的民间故事、民族舞蹈、服饰、餐饮等多种文化
资源的开采与挖掘利用。在充分挖掘和利用维吾尔族民族
特色资源、联系生活和关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文艺工作
者才能创作出优秀长存的影视文学作品，不断拓宽此类少
数民族影视文学作品的市场范围和受众群体，从而促进维
吾尔族影视文学领域的完善与创新。 

3.4  多方协同，在建设多元主体的模式中发展影
视 

在推动维吾尔族影视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充
分重视多方主体协同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政府应
该给予此类少数民族影视文学发展充分的重视与强调，在
提供充足经费和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倡导维吾尔族影视文
学创作者进修培训、积极从外部引入和获取人才技术设备
等资源支持和帮助，不断促进维吾尔族影视文学的发展与
繁荣。其次，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摄制机构应该在少数民族
影视文学作品创作上不断加深研究和深入实践调查，在扎
实科学理论的功底上，深入基层和民众，广泛收集和挖掘
维吾尔族民族特色资源，推陈出新创作优秀高质量的维吾
尔族影视文学作品。 

4  结语 

本文研究者在分析以维吾尔族为例的少数民族影视
文学发展现状和存在不足为基础，包括针对少数民族影视
文学作品缺乏高质量内容创作和源头供应这一问题，如何
改善和创新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内容创新的问题等，并
在合理分析维吾尔族影视文学优势因素后进行了科学合
理的建议和对策内容探讨。在鼓励维吾尔族民族影视文学
的创作上，我们仍有很多工作和空间可以努力和创新。政
府应该加大对少数民族当地的文化事业的重视与经费投
入，开展和举办维吾尔族文化特色展会或是节日，在民族
优秀电影展览和设置奖项中鼓励更多慕名而来的文艺工
作者投入维吾尔族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内容的创新中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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