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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影节“中国影视教育论坛”举办
回顾中国影视教育十年成就

动作片是香港电影的优势类

型，古天乐任总监制的制作班底将

动作片的剪辑融入机甲战斗，给观

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蓝

星球科幻电影周策展人马贺亮就认

为，《明日战记》的机甲物理对接过

程，以及机械的结合过程，在视觉上

非常可信，整体上又非常流畅，进行

打斗的时候，会让观众有一种观影

的“爽感”。他还说：“全世界的机甲

动作片，相比香港电影来说，动作都

是偏慢的，而香港动作片自身有着

多年积累出的优势，它会打得非常

非常快，让人目不暇接。”

机甲战斗是《明日战记》宣传的

着重点，能看出片方在这方面的自

信，马贺亮表示影片有着许多香港

类型片典型的特点，这也是受香港

电影独特的文化背景影响。“功夫片

的动作设计、警匪片的情节设置是

香港类型片的基础，我们也能在《明

日战记》中找到它们的影子。”

在购票网站和社交平台上，

也有观众将《明日战记》评价为

“注入科幻元素的香港动作片”。

林育智认为，“拳拳到铁”的《明日

战记》确实融合了香港电影的功

夫动作和警匪特色，这也是香港

电影人的专属优势，在他看来，香

港的电影人可以努力将更多科

学、科幻元素和警匪、动作类型相

结合，“这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之

一，也是继承与发展。”

本报讯 8 月 16 日上午，中国高

等院校影视学会 2022年北京国际电

影节特别专场——“中国影视教育论

坛”在雁栖湖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本

次论坛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

办，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秘书处、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A079）课题

组和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影视教学专

业委员会共同承办。论坛的主题为

“中国影视教育这十年”。

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总

编辑，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

会副秘书长边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戏剧与影视学科召集人、北京电影学

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胡智锋，教育部

戏剧与影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教授周星，北京电影学院视听传媒学

院院长程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

字艺术学院教授张歌东，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燕，北京师

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系

主任周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

术学院院长喻梅，中国传媒大学传媒

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国涛

参加论坛。论坛开幕式和主题论坛由

学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

院长王海洲主持。

边建在致辞中表示，北京国际电

影节以共享资源、共赢未来为主旨，汇

聚世界电影优秀成果，历经 12 年发

展，已成为首都重要的城市文化名

片。2022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为拓展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全国高校的

影响力，提升北京国际电影节学术含

量，与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友好协商达

成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决定未来

五年在主题专题论坛、高校展映、宣传

报道、资源共享等领域开展深度合

作。并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促进北京国

际电影节与中国高校影视学会间平等

互利、优势互补、相互支撑、长期合作、

共同发展。

张国涛在发言中表示，2022 年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与中国高校

影视学会达成合作，举办主题专题论

坛、高校展映、宣传报道、资源共享

等，是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不断拓展社

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高层次社会合

作水平的一次尝试，体现了中国高校

影视学会来自高校、源于高校的特

点，充分发挥了学会的学术优势，也

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增添了来自高校

的声音、来自学术的力量。

在主题论坛环节，胡智锋发表了

题目为《这十年：新时代中国戏剧与影

视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主题演讲。他

表示，中国的戏剧影视学首先要建立

中国特色，要有自己的自主性和主体

性。中国有如此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积

淀，有庞大的影视事业和行业，完全有

能力构建基于中国影视实践的中国主

体性的、自主的戏剧影视学科的知识

体系。

周星的发言主题为“影视审美教

育对高校影视的强化刻不容缓”。他

认为，只有为掌控影视传播能力的人

培养出好的审美素养，才能更广阔地

服务于社会。影视教育既要适应高科

技时代影像发展需要，更要给予高科

技教育后面人性和中国价值观审美表

现的教育，要立足影视适应年轻人的

心理创作的需求，更要强化中国文化

价值观和传统审美品质教育的重

要性。

中国影视产业过去 20年中飞速

发展，包括电影、广播、电视、网络视听

以及动画、数字艺术等，“中国影视教

育论坛”的圆桌论坛环节，相应邀请到

中国影视教育领域中电影教育、电视

教育、网络视听教育、播音主持教育、

动画教育、数字媒体教育行业的院长、

学科带头人、专业负责人，就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专业发展等问题，作了

深入具体的梳理和研讨。

王海洲依据自己的教学经验，从

四个方面分享了自己对影视教育的观

点。首先，影视教育要夯实人文基础，

在日常教学中让学生对中国传统、中

国哲学、人类文明中优秀层面的知识

进行深刻地把握。其次，影视教育要

开拓社会视野，要求学生认识生活、了

解生活，通过各种各样有意义的社会

实践活动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社

会，进行艺术表达。再次，影视教育要

跟踪前沿技术。数码技术日新月异改

变了电影和影像的生成方式，学生如

果用原有的方式，不跟随时代、不跟随

技术前沿发展难以完成任务。最后，

影视教育要创新艺术表达。艺术生命

力是要创新的，电影学院在研究生层

面专门形成了教学工程“拔尖人才实

验班”，让学生在掌握了电影基本技能

的情况下自主发挥潜力，在电影语言

方面为中国电影的升级换代提供更多

的新鲜力量。

程樯将人才培养分为三个阶段：

生源、培养过程、毕业后的初创阶段。

他认为，当下信息碎片化的时代，知识

获取的途径变得极其丰富，但是碎片

化获取信息会对一个学科的认知产生

偏差和误解，如果孩子们在学习过程

中把碎片化的知识获取作为主流获取

知识的来源，其对知识真实性和有效

性筛选能力的缺乏，会使对学生的培

养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人才培养的过

程中完整知识体系的建立不可替代。

张歌东梳理了中国动画教育事

业近十年的变化，并表示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张歌东认为，一方面，传

统文化滋养了动画，另一方面，动画教

育中又凸显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

响力。

周雯分享了自己在教学中的两

点启示：第一，高端人才必须同时具备

专业能力和人文素养；第二，高端人才

需要长时间的教育与培养。她表示，

数字媒体是艺术与技术的融合，希望

在教育事业中让较多的学生拥有跨学

科学习的能力、更加国际化的视野和

更深厚的文化素养。

张燕介绍了关于港澳地区电影

教育的情况。在香港回归 25周年这

一富有纪念意义的年份，我们更应该

认识到香港电影教育将是未来非常重

要的命题。学者们应该把香港本土的

优势与内地的教育学科的经验融合，

立足香港、面向内地、面向全球的电影

发展，推动香港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

重镇、发挥香港电影原有的优势。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北京国际电影节·
第 29 届大学生电影节启动仪式举

办，现场揭晓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第

29届大学生电影34部“光影青春”优

秀国产影片入选结果，电影《邓小平

小道》等34部优秀国产影片入选“光

影青春”优秀国产影片。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迄今已经步

入了第 29 个年头。29 年来，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大学生电影节以北京

为中心，辐射全国，已成为一张具有

重要品牌影响力的文化名片。自

1993年第一届大学生电影节开办以

来，大影节始终坚持以“青春激情、学

术品位、文化意识”为宗旨，以“大学

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拍、大学生

评”为特色，电影《邓小平小道》入选

“光影青春”优秀国产影片，充分说明

该片深得大学生青睐，有利于后续在

大学校园宣传推广。

截至8月中旬，全国各地70多万

观众走进电影院观看该片，一致认为

影片拍得很真实、很感人、很有年代

质感。 （花花）

本报讯 日前，电影《深海》发布

“粒子水墨”特辑，首曝影片从 0 到 1
的美学研发历程。在美国、日本均拥

有独特动画长板的情况下，《深海》尝

试为中国动画探索全新方向：将中国

水墨“三维化”。据悉，由于风格无从

参考，仅让影片第一张概念图“动起

来”即耗时两年。导演田晓鹏以“永

远要做创新的事”为创作首要理念，

作为其七年筹制的又一现象级力作。

此番特辑首度揭露导演田晓鹏

的创作理念——创新。他坦言“如

果没有创新二字，我可能不会做电

影”，这种孤注一掷的艺术追求也接

连在其作品中得到印证：2015年，电

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横空出世，

以“成人向动画”的题材创新，打破

了国产动画“低幼劣质”的刻板印

象，拉开了“国漫崛起”的序幕；而时

隔 7 年推出的全新力作《深海》提出

了更高挑战——在美国、日本动画

占据全球主流的困境下，尝试探索

独属于中国的三维动画形式。

可以看出，《深海》是一部兼具

“东方大美”与“世界眼光”的创新影

片。其一，视效技术上的创新：影片

开创了“粒子水墨”这一独属于中国

的全新三维动画形式，赋予了中国水

墨画全新生命力。其二，色彩美学的

创新：影片一反大众对深海的“幽暗”

认知，而是以融合上百种色彩的水墨

国画作为美术概念，前所未见的视觉

奇观更令网友直呼“惊艳”。 （花花）

动画电影《深海》发布“粒子水墨”特辑

《邓小平小道》
入选第29届大影节优秀国产影片

《明日战记》票房突破5亿元
暑期档国产科幻片市场占比约四成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截至8月23日，2022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85亿元，是中国电影

市场自疫情以来，暑期档的最佳市场成绩。在今年暑期，国产科幻片迎来

久违的爆发，《外太空的莫扎特》、《独行月球》、《明日战记》三部风格各异的

国产科幻片接连上映，在暑期贡献票房超35亿元，占比约40%。

《外太空的莫扎特》将科幻与父子温情相结合，《独行月球》在喜剧中加

入了科幻元素，《明日战记》则更加“直给”，通过“硬核”机甲战斗，吸引了不

少观众。该片于8月5日上映，三天票房超2亿元，市场走势平稳。该片票

房在8月22日突破5亿元，是8月市场上仅次于《独行月球》的“二号种子”。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与影视融合专委会常务副主任林育智表示，国

内机甲电影其实一直都有，只不过票房都不大理想，有的甚至没有走上院

线。《明日战记》证明了中国电影制作技术足以支撑这一类重视效题材，这

无疑会鼓励和促进更多类似题材的创作。他还说：“《明日战记》让我们在

《流浪地球》、《独行月球》之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中国电影距离科幻电

影领域的百花齐放也越来越近。”

2020年8月，国家电影局、中国

科协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

的若干意见》，提出将科幻电影打造

成为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和新动能，把创作优秀电影作为中

心环节，推动我国由电影大国向电

影强国迈进。

在政策支持下，科幻电影创作

也迎来黄金机遇期，在科幻影片接

连涌现的背后，国产电影制作水平

也不断提升、丰富和细化。《刺杀小

说家》首次大规模使用虚拟拍摄技

术，《白蛇传·情》借助数字化视效技

术搭建出了逼真的虚拟场景，《明日

战记》则体现了中国的科幻动作片

也可以拍得细致入微。

刚刚闭幕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也特别设置了科技单元，有

关科幻电影的主题更频频出现于相

关论坛上。电影从业者、文学创作

者、科技工作者等纷纷为中国科幻

电影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就

表示，近年来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

制作水平、制作能力、制作规模都有

所提升，特别是头部电影应用新技

术的能力、工业化的水平提升明显。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电

影技术质量检测所）总工程师刘达

认为，国产电影拍摄制作水平、视听

品质、科技含量、国际传播力影响力

世界领先是建成电影强国的重要科

技内涵。他说：“基于信息视听技术

的高新技术格式电影生产能力要足

够强劲，要努力满足人民对高品质

影片的需求。”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表示，国产科幻电影应该多样

化、多元化，需要有更多创意和想

象力的软科幻电影去满足观众的

想象力消费，也需要有硬科幻来推

动中国电影工业化体系的进一步

完善。

他说：“中国电影的创作生产及

特效水平目前能基本满足中国科幻

电影创作、制作的要求，但距世界顶

尖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既要认识

到差距，也不能妄自菲薄，向前看、

拼命追赶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和未

来。相信中国电影人能够尽快的克

服短板，充分实现创意力和想象力，

在科幻电影创作和生产方面给我们

带来更多的惊喜，让观众有更多的

获得感。”

耗资4.5亿港币，前后7年制作

完成，《明日战记》可能是香港制作

规模巨大、技术难度最高的一部电

影。影片导演吴炫辉是特效师出

身，据他介绍，《明日战记》的特效镜

头数量在亚洲同类型片中首屈一

指，“片中空战和车上大战两场戏加

起来已经超过 800 多个镜头，整个

影片特效制作用了五年，我们努力

拍好，不会让观众称这部戏为‘伪好

莱坞’。”

《明日战记》启动于五年前，那

时中国科幻电影发展还比较薄弱，

影片数量少，从业者们的科幻概念

也并不明晰，前期筹备、中期拍摄、

后期制作，故事、剧本、概念设计、置

景道具、动画预演，都没有直接的参

照物。一切都要从零做起，如果某

个步骤出问题，就会牵一发而动

全身。

影片的创作者们用时间和精

力，努力弥补着与好莱坞一流科幻

片的“门槛差距”。吴炫辉说：“我们

拍古装片轻车熟路，但做科幻片，资

料储备并不多，而且大多是来自于

国外，古天乐希望能用自己的想法、

出发点和技术去做。我们在过程中

也经历和克服了很多困难和挑战。”

仅仅机械的前期准备，就花掉

3 年时间。一顶机甲兵佩戴的头

盔，200 多个零件，需要先画图，再

拆解每个零件，然后把每个零件从

零开始打磨成型，直至完成整套机

甲。在后期特效方面，全片 90%由

特效完成，包含超过1700个特效镜

头。在影片上映后的路演中，古天

乐也谈到了影片制作的不易：“片中

一个360度、时长48秒的镜头，每秒

需要花费 12天，48秒用了 576天才

完成。”。

《明日战记》片中视效由中国

特效团队全力制作，主要部分是

由古天乐的“天下一 ONECOOL”

特效公司制作，另外，特效公司

MOREVFX 也负责了片中七八十

个视效镜头。李帅是 MOREVFX
的特效总监，在他看来，国内目前

在视效技术方面已经比较接近好

莱坞，“差距肯定是有的，但国内

团队成长特别快，正在飞速拉近

这个距离。近几年，国内很多导

演开始借助视效去表达自己的一

些想法，尝试不同类型片子，这才

有了国产科幻电影的发展。”

◎“将科幻元素和动作类型相结合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之一”

◎用时间和精力让“中国科幻”比肩好莱坞

◎中国的科幻动作片也可以拍得细致入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