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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表达与时代精神”青年电影人论坛举办

本报讯 近日，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第二届中国影

都发展论坛——“数字赋能、影向未来”在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论坛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电影局）指

导，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办，北京国际

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北京市怀柔区文化

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共同承办。论坛聚焦怀

柔科学城统领“1+3”融合发展、“数字影都”

建设、科技影视融合等话题，进行有深度、

有温度的演讲与跨界碰撞。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

宁，怀柔区委书记、怀柔科学城党工委书

记郭延红，怀柔区委副书记、区长、怀柔科

学城党工委副书记于庆丰，怀柔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彭丽霞，怀柔区政协主席刘久刚

以及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政务服务局、市

广电局等部门和怀柔区相关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

论坛围绕“数字赋能 影向未来”为主

题，以主题演讲及高端对话形式进行，重

点围绕“数字化带给影视产业的革命性变

革”、“电影产业数字化的思路”、“科学顾

问与科幻电影——中国影都的新方向”、

“打造中国科幻电影更加开阔的产业前

景”四大主题展开。据主办方介绍，中国

影都发展论坛将以打造国内顶级影视行

业论坛风向标为方向，为影视行业高质量

发展不断提出“怀柔举措”、发出“影都之

声”。主动融入电影节、打造影视金品牌，

怀柔区将以影都发展论坛为契机，构建起

相互协作、跨界融合、畅通要素的创新朋

友圈，打造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桥头堡”和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影都品牌。

论坛上，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副书

记、副台长、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副秘书长韦小玉以及怀柔区委副书

记、区长、怀柔科学城党工委副书记于庆

丰在致辞中对文化强国建设、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数字化发展趋势、怀柔“1+3”融合

发展新格局等方面为中国影都建设提出

了希望和寄语。

与此同时，来自数字界、经济界与艺

术界的专家学者、企业高管、知名人士在

论坛期间尽显“科技范儿”、“文化范儿”。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任月；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

研究院研究员韩立岩；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科影融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博导，中国科学院大学教

授，《中国国家天文》杂志执行总编苟利

军；电影《独行月球》科学顾问、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科学与影视融合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王姝在主题演讲环节，分别围绕数字

带给影视产业的革命性变革、电影产业数

字化的思路、科影融合等行业热点问题，

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与思考。

在高端对话环节，理论和实践相互激

荡、共进前行。数字赋能、影向未来，数字

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为影都的建设按下

“加速键”，为影视产业的发展筑牢“数字基

石”。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扈耀之，中国电

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刘春，德勤中国副

主席施能自，新丽传媒高级副总裁兼新丽

电影总裁李宁，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讲武生，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王志诚分别围绕

“产学研合力共谋，数字赋能共创电影产业

新未来”，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共同探讨电影产业的新未来与格局。

论坛现场，北京市首个集成市区两

级事项的政务服务站——怀柔国际影视

摄制服务中心政务服务站将正式挂牌运

行，这为全市深入推进“两区”建设、深化

“放管服”改革提出了新的“怀柔方案”、

“影都举措”。政务服务站将实现“市区

事项集成化、人员配置专业化、影视场景

个性化”的建设目标，61 个市区级事项实

现集成受理，7 个办事窗口实现“一窗通

办”。怀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文促

中心打造了全国首个基于区块链应用的

影视全栈式一体化线上服务平台，对高

频事项、潮汐事项、跨部门联办事项等不

同业务流程进行场景再造，新增 106个政

务区块链应用场景。用户可以通过微信

搜索“怀柔政务”小程序，进入服务平台在

线办理“我要拍电影”、“我要拍电视剧”

相关业务，将为办事企业提供一站式、管

家式的全流程服务。同时，中国影都“六

享”服务包正式发布，更多的境内外影视

项目将享受到审批、摄制、政策、活动、人

才、生活六个方面的发展红利和服务优

势，中国影都将成为国内、国际影视人、影

视圈干事创业的热土。

论坛上，怀柔区文促中心与北京电视

艺术家协会、北京电影家协会别签署了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国际合拍新趋

势、影视内容创作、版权保护及科技影视

融合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助力中国（怀

柔）影视产业示范区建设。同时，北京栖

金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玄禹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北京星尊盛旻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等 20 余家企业也在论坛现场集中签约

落户中国影都。

（影子）

本报讯 8 月 16 日，由中央戏剧学院

承办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

强国论坛——“‘高峰’电影作品的探

究、追求和打造”在京举行。

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

长，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

秘书长李小明；导演、编剧、监制黄建

新；演员、导演章子怡；导演郑大圣；演

员刘昊然；编剧、导演束焕；编剧兰晓

龙；《当代电影》杂志社长兼主编皇甫宜

川；《电影艺术》主编谭政等参加论坛。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主持论坛。

李小明在致辞中表示，文化是民族

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代文艺成就

最主要看作品，只有把美的价值注入美

的艺术之中作品才有灵魂，思想和艺术

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传世久远。我

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人民立

场、坚持弘扬正道、守正创新、讲好中国

故事，拍摄出更多不负使命、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电影作品。

在论坛讨论环节，各位电影从业者

及专家学者，共同围绕“高峰”电影创

作、中国影响走向世界、中国“高峰”电

影评价等热点话题进行探讨，希冀为促

进新时代文艺的多维发展指引路径，提

供智慧力量。

郝戎首先阐明“高峰”电影需具

备 高 尚 的 思 想 境 界 ，前 沿 的 时 代 意

识，丰富的民族图景，至美的艺术追

求。本场论坛主题中的“探究、追求

和打造”恰与中央戏剧学院校训“求

真、创造、至美”相对应。他说：“求真

即求得真是，我们要探究‘如何界定

高峰’；创造即发明真义，我们要追求

‘高峰’；至美即玉汝于成，我们将发

问‘如何打造高峰’。一部中国电影

史就是中国电影人追求‘高峰’的历

程，‘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只有心怀

‘高峰’，我们中国电影才能够在‘高

原’基础上迎来更多‘高峰’。”

黄建新认为，一个能够被称为“高

峰”的作品一定要有巨大的碰撞，碰撞

可以来源于世界、来源于历史、也可以

来源于心灵。同时，“高峰”是需要攀爬

的。团队有好的故事、人民情怀、艺术

想象，放得开的思维与不拘一格的精

神，才有可能一点一点往上爬。电影人

就需要这样的精神，集合所有力量，勇

攀高峰。这是整个电影界的责任，也是

机遇。

章子怡以表演艺术为切入视角，强

调了专业的能力和坚定的心智在当前

创作环境中的重要性。她表示，让观

众念念不忘、有感同身受情绪的表演

会接近于“高峰”表演。但这不是一个

人的能量可以达到的，而需要集体的

能量进行创作。作为演员，她阐释了

“心流状态”的重要性，心无杂念，全力

以赴地进入角色，才会创作出意想不

到的人物状态。

郑大圣结合多年创作经验，提出

“高峰”电影创作一定要落地。作品应

既能接触到放之四海皆通的人类情感，

同时也能展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想情

感。他表示，“时间”是检验一个作品是

不是能被称为“高峰”作品的关键要

素。“高峰”与否从来不能是自我命名

的，它要与时代协行、与时俱进，是创作

跟时代相互选择的结果。

作为青年演员代表，刘昊然认为

“高峰”电影的表演是能够经受得住时

间考验的表演，能够永久、持续地停留

在观众的记忆中。而对于青年力量在

“高峰”电影创作中的作用，他结合《建

军大业》中的粟裕、《1921》中的刘仁静

等曾参演过的角色，提出青年演员应具

有无所畏惧的精神、充沛的探索欲和好

奇心。

束焕深入剧作领域，认为“高峰”编

剧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精确的类型

感、精巧的编剧技术和价值观。“高峰”

电影创作需要数量的积累，需要广大的

年轻电影人将自己的激情和创造力投

身于创作中，唯有强大坚实的基础才能

支撑真正的“高峰”。他谈及短内容的

发展并不意味着冲击喜剧电影，反则能

够促使喜剧创作更加纯粹，更加注重人

物的立体度，使作品更具备故事的整体

性和作品感。

兰晓龙多年深耕军事题材作品创

作，分享了自己在创作中的心得体会。

关于“高峰”电影的定义，他首先认为电

影是社会学，是“文化”，也就是文化解

于人。真正的把文明化解在其中的就

是“高峰”电影。同时，“高峰”电影需要

商业属性的流通和加成，但更重要的是

能够抓住观众的印象，以及能够经受住

时间的考验。

皇甫宜川站在学术前沿，总结“高

峰”电影创作现状。他认为，探讨“高

峰”电影需要回望过去具有充分表现力

的作品，这样的表现力不仅具体体现在

作品问世当年超脱于同时期电影的艺

术前沿性、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以及作

品中传达反映人类情感和精神世界的

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发展和变

迁，它们愈发表现出艺术和人的价值，

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艺术珍品和文化

记忆，甚至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谭政从学理视角切入，眺望中国

“高峰”电影创作道路，提出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是评价“高峰”电影

的三个维度。同时，“高峰”作品一定呈

现经典的艺术形象，体现出人性的美好

和思考的深度。为了完成电影“金字

塔”的伫立，我们要将地基做得扎实，解

决现阶段中国电影行业内存在的问题，

方能迎来塔尖碰撞的机会。

本场论坛尾声，郝戎总结道，贯穿

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一部又一部“高峰”

作品巍然伫立。“高峰”命题看似高不可

攀，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筚路蓝

缕，终将努力。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

国际电影节组委会联合主办，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承办的北京国际电影

节·第29届大学生电影节青年电影人论坛

“青春表达与时代精神”在怀柔雁栖湖国际

会议中心举办。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北

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李小明，北

京国际电影节·第29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

会执行副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院长肖向荣，青年电影人文牧野、

姚婷婷、余曦、李亘、陈剑莹等参加了活动。

李小明在致辞中指出，北京大学生电

影节自1993年创办以来，秉承“青春激情、

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宗旨，伴随中国电

影的发展而茁壮成长。他也提出，在从电

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进程中，繁荣中国

电影产业，需要“青春血液”的不断涌入；讲

好中国故事，需要汇聚青春力量，用年轻化

的方式传递时代精神。

肖向荣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新世纪以

来，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大学生

电影节也始终保持着对当下电影行业的高

度关注。本次论坛聚焦当下中国电影产业

的热点话题，展现中国新生代青年影人的新

锐创作视角与青春风采，开拓反映时代、拥

抱时代的艺术创作新思路，在交流碰撞中为

中国电影的未来与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与无

限能量。

在论坛圆桌讨论环节，青年电影导演、

编剧和中青年学者们共同围绕“青春表达

和时代精神”这一主题进行积极探讨，展现

新时代中国青年电影人的创作活力和时代

担当，以期促进新时代中国电影的蓬勃

发展。

青年导演文牧野表示，在《我不是药

神》与《奇迹·笨小孩》的创作过程中，主创

团队都进行了田野调查，去寻找符合人物

的时代气质，尽量做到让人物更加立体鲜

活，让创作的种子发芽、成长。而在现实题

材的电影创作过程中，要找准电影的落点

相对有一定难度，商业化、类型化与现实题

材之间大多时候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有

限的空间里寻找平衡，需要具体题材具体

分析。

青年导演姚婷婷以自己创作《我们的

新生活》的经历，深情回忆了创作过程中调

动儿童演员感情进行“青春表达”的故事，

表示在拍摄中儿童演员们会投入自己非常

真挚的感情。姚婷婷提到，这两年她在持

续拓宽自己的创作边界，对于社会问题的

表达也在持续关注。

青年编剧余曦分享了创作电影《1921》
的剧作经验，表示面对这部重大历史题材

电影，在剧本创作阶段他怀着做学术研究

般的严谨态度阅读了大量文献，就像是以

电影创作的方式完成了一篇论文。电影创

作时虚构的情节要符合角色的性格和历史

的环境，所谓历史与想象的平衡点就在于

观众看完电影后看不到创作者设计的

痕迹。

青年导演李亘分享了自己的第一部电

影长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的创作

经历。在他看来，想象力、生活积累、艺术

技巧、个性和真情实感是电影创作中不可

或缺的元素。他希望未来在创作时能做一

个诚实的人，作为观众，看自己想看的电

影；作为创作者，诚实表达自己、拍自己想

拍的故事。

青年导演陈剑莹表示，国外求学的经

历让她明白，在新时代蓬勃发展的全球化

背景下，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人类最根本

的需求也是共通的。期望自己可以拍出紧

跟时代脚步、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进行真

诚的创作与表达。同时希望未来中国的新

主流电影不只在中国成为主流，人类共通

的情感表达也可以走出去，成为世界的

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杨乘虎指出，“新主流电影”关注与书写了我

们当下真切感受到的现实生活。新时代中

国的新主流电影围绕着三个维度进行展开：

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精神以及中国人民为了

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力量。新主流电影在今

天的成功，恰恰代表了中国电影终于找到了

与世界电影并行发展交相辉映的发展路径。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

媒系主任陈刚认为，近些年电影创作人才

来源更加多元化，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丰富

的创作视角和美学观念。新生代电影创

作者们呈现出了三个明显的变化：越来越

多的青年电影人具有自觉的类型意识；影

片题材的选择也更加多样化，尤其重视对

于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的关照；青年导演

们积极探索电影工业化生产流程的迭代

升级和科技自主创新，促进电影文化、艺

术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中国电影

的原创力。

（影子）

第二届中国影都发展论坛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