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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活动助力影人孵化，

发扬学术品位

第二十六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

委会执行副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对本届大

影节相关赛事、展映和学术活动进行

了全面介绍。

胡智锋表示，“第二十六届北京

大学生电影节助力青年影人孵化，为

中国电影输送新鲜血液。成功举办

第 20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原创影片

大赛、第 6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青年

剧本与创意大赛，截至目前，收到

4000 余部大学生原创影像作品与近

600部电影剧本。”

胡智锋同时介绍，第二十六届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充分发扬学术品

位、文化意识，举办“道路、经验与模

式——全球视野下的新中国电影七

十年”大型学术论坛，海内外近百位

专家学者共襄盛举；举办加勒比海

地区系列影展、蒙特利尔国际电影

节特别展映等多个海外影展，辐射

世界。

致敬新中国成立70年，

老中青电影人畅聊光影人生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

影节开幕式“致敬”主题单元，邀请了

表演艺术家陶玉玲、祝希娟，著名导演

翟俊杰、梁明，青年演员颜丹晨等共同

致敬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电影的蓬勃

发展，艺术家们畅聊自己从艺道路上

的点滴。

老艺术家们分享了《柳堡的故

事》、《红色娘子军》、《长征》等影片的

创作经历。

老艺术家一以贯之严肃认真的创

作态度感染着青年一代电影创作者。

青年演员颜丹晨以自己主演电影《李

保国》中的台词表达了她的创作态度，

“《李保国》中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老一辈艺术家们为我们树立了良

好的榜样，我们也会担负起自己的责

任，跑好我们‘这一棒’。”

开幕式最后，九位嘉宾上台共同

发布本届大影节“新时代、新青年、新

电影”的主题。

伴随着奥运冠军、北京师范大

学体育学院教师何可欣与学生演

唱的《我和我的祖国》，第二十六届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幕式圆满落

下帷幕。

开幕式结束后，开幕影片《拿摩一

等》的放映活动随即开始。映后，导演

阿年，编剧唐佩璐，演员徐才根、陶慧

敏、邱林、白雪、史可等现身与观众展

开交流。

本届大影节闭幕式将于 4 月 28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体育馆举

行，届时将揭晓国产影片竞赛单元所

有奖项。

（上接第1版）

本届“天坛奖”共收到来自85个国

家和地区的775部影片参与评选，从数

量上，较上届 659部有所增加，从国别

地区范围来看，较去年的 71个国家和

地区，今年也有所扩大。其中境内影

片 107 部、境外影片（含港澳台）668
部，且参评的影片类型丰富，风格多

元，质量上较往届有大幅提升。

经过层层筛选，共有来自 20个国

家和地区的 15部影片入围本届“天坛

奖”的最终评选，其中包括《幸运儿彼

尔》、《半世界》、《野梨树》等 12部境外

影片，以及《流浪地球》、《第十一回》等

3部境内影片。

综合来看，本届“天坛奖”入围影

片各有亮点，既有世界重量级导演的

最新作品，也有已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的新锐导演的惊喜之作，且包含多部

第一次亮相的首映影片。

《音乐家》成本届开幕影片

《宝莱坞零度之恋》为闭幕影片

开闭幕式影片一直是北影节开、

闭幕式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来受到

与会嘉宾的广泛关注。4月13日和20
日，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闭幕式

将在怀柔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举

行。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经过重重

筛选，在中外众多优秀影片中选定了

中哈首部合拍电影《音乐家》作为开幕

式影片。

电影《音乐家》讲述了苏联卫国战

争时期，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战

乱中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

贫困交加时得到了哈萨克斯坦人民的

无私救助，历经艰苦却不忘初心，以音

乐为武器，激励中哈人民抗击法西斯

的感人故事。从影片中观众可以感受

到中华儿女不屈不挠、心系祖国的精

神，更能感受到中哈两国人民深厚友

谊。

20 日的闭幕影片选定为由印度

演员沙鲁克·汗、萨尔曼·汗和安努

舒卡·莎玛联袂出演的《宝莱坞零度

之恋》。这是一部印度爱情喜剧，讲

述了印度“侏儒富二代”包瓦辛格与

身患小儿麻痹症的火箭设计师阿菲

娅的爱情故事。电影通过两人相恋、

分手、重逢的过程，探讨了爱的真

谛，充满人文主义色彩。同时也是对

近年国内市场上新出现的印度电影

热潮的呼应。

电影节展映12日“二次开票”

近年来，北京国际电影节展影片

单不断丰富，多元的展映片目吸引了

大量观众，多次掀起“一票难求”的迷

影狂潮。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

展映已于4月6日开始预映。

4 月 1 日本届电影节展映首轮开

票五分钟内，多个场次被抢购一空。

4 月 12 日，“二次开票”将再次进

行。随着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影响

力逐渐增加，北京展映单元也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影片来此亮相。其中既包

括在“北京展映”平台举办全球首映或

国际首映的新片，如《少年们》、《武士

马拉松》等影片；也涵盖精心修复的经

典老片，如海外影片《2001太空漫游》、

《雨中曲》，以及由中国电影资料馆 4K
修复的经典国片《红高粱》、《那山那人

那狗》等，都将在北京展映单元与公众

见面。且多场展映将有影片主创与修

复技术人员到场与观众进行映后交

流。

为贯彻“一带一路”的宗旨，加强

丝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本届北京

展映专门设置了“一带一路单元”，放

映丝路沿线国家优秀影片的同时，还

将展映黎巴嫩导演娜丁·拉巴基的作

品《何以为家》、伊朗电影大师马基德·
马基迪的新作《云端之上》，届时两位

导演将现身放映现场与观众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著名女演员苏

菲·玛索也将带着她自导自演的作品

《米尔斯夫人》来京参加本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并与广大中国影迷见面。

不仅如此，本届北京展映单元还

推出了“大师班”系列活动。组委会邀

请了法国男演员帕斯卡尔·格雷戈里、

著名导演万玛才旦 、香港配乐大师胡

伟立、“第五代”女导演李少红、华语导

演蔡明亮等人在各自主题的“大师班”

中分享创作经验，与观众进行深度交

流，进一步服务影人，造福影迷，推动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

春之颂——电影交响音乐会

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一

年一度的“春之颂——电影交响音乐

会”将于4月14日19:30在中山公园音

乐堂举行（现已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售

票平台开票）。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立足家

国时代情怀和电影经典巡礼，此次电影

交响音乐会将有数十部中外电影经典音

乐佳作荟萃呈现，共分为三个篇章。

第一篇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

典电影音乐，如《开国大典》、《建国大

业》等爱国电影主题曲，以及《小花》等

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面貌的影片主

题曲。

第二篇章是家喻户晓的国外优秀

电影音乐，如令人感动的影片《简爱》、

《飘》中荡气回肠的音乐旋律，史诗巨

作《角斗士》中恢弘大气的音乐以及

《我心永恒》等传唱不衰的经典曲目。

第三篇章集中展现近些年来屡创

票房奇迹，并赢得各界好评的优秀国

产电影的电影音乐，从《宝莲灯》的动

画奇境，到《山楂树之恋》的至纯至真，

再到《邪不压正》的正义慷慨，都体现

着中国独有的风范与人类情怀。

本届电影交响音乐会指挥由著名

青年指挥家孙莹担纲，由国家级专业

乐团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担任整场

音乐会演出，致力于向广大海内外电

影音乐爱好者奉献一台具有时代性、

艺术性、专业性和国际性的别开生面

的电影交响音乐会。

本届电影交响音乐会将于 4月 17
日晚在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播出。

助力未来，北京国际青少年

科学影像展评展映

北京国际电影节是一个世界级的

电影舞台，在这里影像的魅力被充分

展现。为了将北影节的影响力逐步扩

展到青少年人群中，第九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首次与北京市科协联手，将“北

京国际青少年科学影像展评展映活

动”纳入北影节相关活动体系。

通过展示青少年科学影视作品，

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电影产业前沿科

技，深入感受影视作品的科学魅力及

艺术美感，以中国风范和首都情怀展

现青少年精神风貌和文化自信。

此次活动共收到141部报名作品，

包括：科学纪录片 73 部，科学微电影

48部，科普动画 20部。其中预计邀请

40部作品来京参展，同时邀请美国，俄

罗斯以及港澳等地区师生及嘉宾参加

活动，活动总人数共计约 160人，全部

作品均由中小学生自行创作并完成。

活动形象大使由著名魔术师李宁

担任，并邀请业内著名科学家、导演对

青少年的作品进行指导，并开展科学

影像沙龙、分享会、工作坊等活动，让

青少年在北京科学中心上一节生动有

趣而意义非凡的“科学课”、“艺术课”、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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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提问老艺术家

本报讯（记者 林莉丽）回顾新

中国电影七十年来所走过的光辉道

路，总结新中国电影所取得的历史经

验，发掘不同时期新中国电影的创

新模式，明确新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

方向……4月8日，第二十六届北京大

学生电影节学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

京师学堂开讲，论坛以“道路、经验与

模式——全球视野下的新中国电影七

十年”为主题，5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

堂展开交流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副校

长郝芳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院长胡智锋代表主办方致辞。北

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进行论坛

主旨发言。

黄会林结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

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在“中国电影国际

传播调查研究”8年来的阶段性成果，

总结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成绩和经

验。黄会林提出，独树一帜的本土特

征和人文气息，是中国电影国际传播

的立身之本。未来，中国电影需要积

极迎接海外发行规则的竞争和挑战，

“酒香也怕巷子深。未来，中国电影在

宣发层面需要不断地细化，把中国电

影的传播真正纳入到国际不同文化的

价值体系之中，以便为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主流文化所接受。”

美学、道路与国家形象

论坛主题发言分为两部分进行，

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电影的美学、道路

探索、类型与传统和国家形象等议题

展开论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路春艳

担任主题发言第一单元学术主持。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磊磊选

择了极具学术担当和学术勇气的话题

——“中国电影学派的美学取向”。贾

磊磊从内涵、外延两方面探讨了中国

电影学派的美学构建，他认为中国电

影学派的时代建构要为中国电影的研

究范式提供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学术路

径。“在传统的按照不同年代、社会政

治形态、不同导演代际划分的历史分

期基础上，提供按照电影艺术自身的

美学特质和文化精神来统揽中国电影

历史的分析模式，着力建构中国电影

不同历史时期共同存在的一个美学品

质统一体、思想境界统一体、文化精神

统一体、价值取向统一体。”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结合近年来现

实主义电影创作集体突围的创作现

状，系统回顾了从“批判现实主义、革

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

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到主流现实

主义”的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发展轨迹，

分析了70年中国电影和现实主义传统

一路同行的时代原因和思想基础。尹

鸿认为，当下的中国电影呈现现实主

义创作多样化的创作态势，包括以《我

不是药神》为代表的主流现实主义，以

《地久天长》、《江湖儿女》为代表的边

缘现实主义，以《无名之辈》为代表的

荒诞现实主义和以《一出好戏》为代表

的现实寓言。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研

究员饶曙光从守正创新、通变集成的

视角观照七十年中国电影的历史和美

学。饶曙光认为，七十年中国电影固

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也有历史形

成的阶段性特征。他借用库恩《科学

革命的结构》中的范式概念，对七十年

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与美学进行了总

结和描述，即新中国电影范式：历史建

构及其经验；新时期电影范式：创新与

现代化；新世纪电影范式：改革与高速

度发展；新生代电影范式：建设电影强

国。四个范式分别对应守正、创新、通

变、集成的时代特征。饶曙光强调要

坚持历史的、美学的、人民的、艺术的

评价体系和标准，在守正的基础上创

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坚持守正；在通变

的基础上集成，通过集成实现通变，实

现可持续繁荣发展，实现从电影大国

走向强国。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丁亚平探

讨了新中国七十年创作“元类型”与现

代中国传统的命题。丁亚平认为，作

为中国电影背后最重要的能量，作为

电影背后纵深宏大的历史思维，现代

中国传统是中国电影回答时代之问的

基础。“现代中国传统在70年中国电影

里形成了什么样的价值结构呢？在我

看来，至少有三种主要价值的结合体，

包括影像心灵的社会价值，影像青春

的革命价值，影像中国的通感价值。”

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从小切口切

入“新中国七十年电影中的国家理论

和国家形象”，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巨大

成功和影响造就了美国当代文化的观

点在中国同样适用。陈犀禾认为，十

七年中国电影有两个基本类型：革命

战争电影和革命建设电影。革命战争

题材分为正规战争、人民战争、敌后战

争、地下斗争四部分，建设题材也分为

工业战线、农业战线、城市改造、妇女

和少数民族等等。前者表现新中国成

立以前，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前赴后

继，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故事。后者是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

创业，排除万难，万众一心，建设新中

国的故事。“电影的核心主题是围绕新

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而展开的，

塑造人物形象，最终是为了塑造新的

国家形象。”

历史、未来与发展途径

主题发言第二单元围绕中国电影

中的中国故事、历史与未来、发展途径

等问题展开，复旦大学教授孟建担任

第二单元学术主持。

北京电影学院钟大丰教授以谢晋

电影、第四代导演和第五代导演代表

作为例强调了情感叙事在与观众沟通

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用以情动人的方

式讲述一个符合中国人心理情感规律

的故事，在各个时代都有很多有意思

的例子。电影首先是一个以情动人的

艺术媒介，中国电影要从大走向强，从

中国走向世界，靠什么？不是靠多激

进的理念，越理念化越会遭到自我保

护机制的反省，相反变成情感化的交

流，可能会对作品的传播有更大的影

响力。”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以《乌鸦与

麻雀》、《今天我休息》、《我不是药神》

三部电影为例，剖析“中国想象的建

构：历史与未来”。张颐武认为，“中国

一定要成为和好莱坞一样的世界性电

影中心，中国民族电影要脱民族性，发

展成全球性的电影是任何一个跟中国

电影相关的，包括产业相关、政策相

关、理论相关等等关联环节的共同的

信念。中国民族电影经过 70年发展，

创造了一个社会和国家对话的有趣的

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展开的活力其实

是有希望传到世界性空间里的。”

台湾艺术大学廖金凤教授强调了

电影评论体系的重要性，并高度评价

了当下电影评论在独立性、专业化和

时效性方面的成绩。作为在海外生活

和工作的电影研究者，东京大学韩燕

丽教授非常看重祖国电影在海外的影

响力和吸引力。这个魅力到底应该来

自何方？韩燕丽认为，“有容乃大，兼

容并包”，要在丰富化上下功夫，打造

有魅力的文化大国。

文化、产业与全球化

上午的主题论坛结束后，以“走向

新时代的中国电影：文化自信、产业升

级与多元格局”和“聚焦中国新主流电

影：全球视野、国族认同与类型拓展”

为主题的两个分论坛下午在京师学堂

同时开讲。专家学者就中国电影中的

中国文化和电影产业，中国电影的全

球化道路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并

进行自由讨论和总结。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

国电影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和发展，业

已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在新时代，中

国电影承担着传播中国故事、弘扬中

国精神的重要使命，是中国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语境下

回顾这七十年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

明确未来中国电影走向全球化的发展

方向是产业发展和艺术探索的当务之

急。第二十六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充

分发挥学术品味、文化意识，特别策划

“道路、经验与模式——全球视野下的

新中国电影七十年”学术论坛，旨在站

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在纵向的历史发

展和横向国际区域比较中探寻新中国

电影独特的发展道路、经验和模式，从

而为新时代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提

供更有分量的学术理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