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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赵丽

作为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重头戏，开

幕论坛聚焦的向来是当年电影行业最为重

要的话题。今年的开幕论坛以“光影连接世

界与中国”为主题，探讨中国在夯实电影强

国道路上，如何持续挖掘中国市场机遇，以

海纳百川之姿，夯实多元繁荣格局，带动国

际电影市场良性增长；如何持续应用科技创

新，呼应全球观影消费需求，实现电影工业

实力的多维度飞跃，互惠互利更多国际合作

伙伴；如何持续以文化自信为基底，挖掘更

多共通议题，开拓更多国际合作形式，连接

世界与中国，展现光影魅力。中国电影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上海电影（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儿；博纳影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冬；光线传媒董事长王

长田；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总经理刘昕；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中国导演黄建新、

韩延；《巨齿鲨2:深渊》导演本·维特利等中

外电影人为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影产业建言

献策。本论坛由《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

电影》杂志主编主持。

更贴近本土的国产电影更吸引观众

近年，中国电影市场展现出新的风貌

和新的活力，优秀的国产电影越来越受观

众的欢迎，有数据表明，从 2020 年至 2022
年，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保持在八成以

上。这在傅若清看来其中的原因之一是

现在的主流观众发生了变化，“从 2003 年

电影产业化开始到现在，主流观众已经增

长了 20 岁，那么主流观众的变化以及新

的主流观众进入以后，观众对共情共鸣需

求更大。”另一方面，好莱坞仍延续原来的

创作模式、原有的故事结构以及特效，在

创作层面并没有太大的提升；与此同时，

中国本土的制作在不断地提升，因此，现

在更贴近本土的国产影片优势明显，更能

吸引主流观众。

王长田表示，疫情三年对于中国电影

影响很大，因此现在我们更应该创作出更

好的作品培育观众。近年来，光线影业深

耕动画产业，创作生产出如《哪吒之魔童降

世》等口碑票房双丰收之作。他希望每年

能生产出三部动画电影，做出我们自己的

“漫威宇宙”系列，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观

众类型结构的改变，从而使得动画片在未

来能稳定的占到市场15%至20%的份额。

王健儿认为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更

能贴近生活、观照内心，他举例说，《爱情神

话》的烟火气以及影片塑造的独立女性的

形象就深受城市女性观众的喜爱。

“国产电影的进步有目共睹”，于冬表

示，现在中国电影又到了再次出发的关键

时刻。今年的春节档给了电影人很大的信

心，这也说明，观众还在，只要电影好，观众

会回来。他认为，讲故事的能力是中国电

影最有优势的传统叙事美学，因此，“我们

再在类型、美学等方面能够做得更扎实一

些，就能赢得观众。”

刘昕说，技术为内容服务，技术可以更

好地呈现内容，从而满足观众多元化的情

感需求。

以市场为基石，回归电影本体

在多屏竞争的时代，观众对于优质内

容的渴望始终未变。当前正是我国电影高

质量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各大电影

企业来说，后疫情时代，更重要的是比拼精

品和内功。

傅若清认为应该以市场为基石，稳步

成长，回归电影本体。他表示，第一就是从

供给侧着手，创作出更多更丰富的电影，另

一方面就是必须要尊重市场、尊重观众。

刘昕认为，核心就是通过创新驱动，创新的

目的最终还是要满足观众的需求。谈到高

质量发展，王长田呼吁分线发行，构建丰富

的发行体系。

王健儿认为电影高质量发展，要从长

远着眼，“要有创作生产大 IP 的能力”，此

外，“我们还希望尽快推动 IP和AI的结合，

加快智能化的转变，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

展做一些积极的努力。”

于冬表示，中国电影的发展，还是要回

到讲故事这个本体，“现在不是拼特效的时

代，应该靠讲故事塑造人物来推动内容创

作生产。”

创作不能孤芳自赏，

要让人有“够”的欲望

本届上海电影节上，韩延导演的新片

《我爱你！》作为电影节开幕影片受到很多

观众的好评。在谈到多元化创作时，韩延

介绍，“我新拍的老年题材《我爱你！》可能

是我在剧情这个领域里面的一次多样化的

探索。”其实在前几年，韩延肯定不会这么

认为，“之前，我觉得我拍了一个武侠片，下

次一定要拍一个科幻片，这才是多元化的

创作。”但是，经过这几年沉下心的思考，他

认为创作者应该在一个自己有经验的领域

里深耕，在这个领域里拓宽题材，做不同的

尝试。

谈到电影创作，黄建新认为不能孤芳

自赏，“觉得我很深刻、我很好。”而是应该

要做到“果树效应”——树上结的果子，只

要跳起来就能摘得到，而不是树特别高，看

一眼就知道“够不到”。所以，在他看来，

“应该跟观众保持一个良性的关系，要高于

生活，但是也要让观众有‘够’的欲望。”

谈到创作的国际视野，本·维特利用制

作《巨齿鲨 2》的例子说明，在多国合作的

影片中，应该兼顾各国元素并将其巧妙融

合在电影创作中，“这就需要各方充分沟通

交流”，这样才能打造出一部好的具有国际

视野的电影。

谈及短视频等对电影的冲击，孟丹青

始终坚持“电影不可替代”，“人类的 DNA
自带群体社交属性的，只要有好的故事、好

的体验，观众就会回来的。”

本报讯 第 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

奖由主竞赛单元、亚洲新人单元、纪录片单

元、动画片单元和短片单元组成。近日，第

25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见面会

在沪举行，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动画片单

元、短片单元评委纷纷亮相。谈及即将开

始的评委工作，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

主席、波兰导演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表

示：“我们会认真讨论，达成共识，每个人的

意见都不会被忽视。”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

焦雄屏认为，短片创作者的初心和想象力

常常带给她无限惊喜，她期待在电影节的

评审工作中看到更多惊喜作品。

每年电影节金爵奖的评审标准一直是

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主竞赛单元评委、德国摄

影指导卢茨·赖特迈尔眼中，评判电影自己一

定要被电影故事打动；动画片单元评委黄家

康直言：“作品能用情感打动人最重要。”

▶ 主竞赛单元：

努力达成共识选出优秀作品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有 12 部优秀

作品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其中包含 9
部世界首映影片，2部亚洲首映和1部国际

首映影片，涵盖家庭伦理片、犯罪片、爱情

片、青春片等类型。在接到上海国际电影

节邀约时，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

主席、波兰导演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正在

洛杉矶参与奥斯卡角逐，他执导的《驴叫》

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在查看 6
月档期后，斯科利莫夫斯基欣然应允前来

上海国际电影节。

作为曾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屡获佳

绩的电影大师，斯科利莫夫斯基认为，虽然

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但评委们对于什么

是好的电影都有共识，优秀的电影和平庸

的电影肯定有区别 ，“我们允许不同的意

见产生，最终会达成一致意见 ，选出心目

中最好的影片。”

中国演员宋佳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

朋友，她主演的《萧红》《冰之下》《风平浪

静》曾分别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

竞赛单元，她还出任过亚洲新人单元评

委。宋佳谦虚地表示，一部电影的呈现要

靠许多幕后专业电影人的帮助，“好的表演

是具有诗意的，但表演是小小一部分，离不

开幕后各个领域专业优秀的人。”

作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女导演，文晏

是各大电影节的常客，三十而立的上海国

际电影节陪伴着她一路成长。“上海国际电

影节是世界电影人交流的窗口，虽然是电

影的竞赛，但艺术的本质不是竞争，是交流

沟通，无论是带作品参赛还是做评审，都是

努力表达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没有输赢，

只有共赢。”谈及金爵奖的评选标准，文晏

最看重“艺术性”，“我们将寻找影片独特的

叙事语言、动人的故事、动人的角色。”

因为摄影指导的身份，来自德国的评

委卢茨·赖特迈尔常常被认为更关注摄影

的呈现和构图，但赖特迈尔此时会“忘记”

自己的摄影身份，“我们都是职业的电影工

作者，观看、品鉴一部电影要看它是否有好

的故事，演员表现是否优秀，其次才看摄

影、构图。故事情节非常弱的话，不能构成

一部优秀的作品。”

导演、编剧张律以短片《11岁》开启了

他的导演生涯，其作品在过去20年间先后

入围过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

节。作为导演，他会关注电影空间的呈现

方式，但更看重电影的感染力，“空间对了，

人也是对的，流淌的情感也是对的，但最

重要的还是能不能打动我。”来自印度的导

演、演员兰迪塔·达斯是第一次来亚洲做评

委，她认为：“电影是真实生活的投射，它的

真谛是共通的，我们在评选中可以充分发

表个人意见，最终达成一致。”印度尼西亚

导演、编剧、制片人加林·努格罗擅长拍摄

传统文化题材，电影在他看来是一种对话，

把世界上发生的事呈现出来，跟大家一起

来分享，“以上海为背景的中国武术故事一

直被津津乐道，我也期待回到熟悉的上海

主题，做好自己的评委工作。”

▶ 短片单元：

期待看到无限惊喜和潜力

对年轻电影人而言，短片是他们进入电

影行业的“敲门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短片

单元入围影片共有19部，包括真人短片和动

画短片。担任本届电影节金爵奖短片单元评

委会主席的焦雄屏，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广

华语电影，全力扶持青年电影创作者，青年电

影人在她的帮助下屡获国际影展大奖。

“真正创作的人，在他拍短片和最早拍

处女作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创作的一

些方向和将来的潜力。短片没有那么多商

业元素和市场环境的干扰，他的潜力和创

作方向是无限的。”焦雄屏说，“19 部短片

单看简介就充满了期待，包含各种想象力、

各种不同地区的多元文化，希望能在这里

挖掘出耳目一新的电影方向。”互联网时

代，AI 技术不断发展，短片拍摄门槛也开

始降低，更多的人可以参与电影创作，但焦

雄屏仍坚持说：“短片可以看到创作者的初

心、原发力、想象力，学生的创作可以带来

无法想象的惊喜，希望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能看到这样的惊喜。”

中国青年导演、编剧张大磊在短片领

域暂获颇丰，他曾在 2021 年凭借《下午过

去了一半》获得第7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短

片银熊奖。在他看来，无论是长片还是短

片，只是形式和传播方式的不同，创作拍摄

是一样的。“所谓门槛降低，是创作者表达

方式更丰富、更多元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

创作的初心。”

▶ 动画单元：

情感能不能打动人最重要

在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动画单元评委会

主席、日本动画制作人真木太郎看来，电影

节最重要的使命是“发现”，“发现新的创意

人员、新的导演、新的技术，我们也将用这样

的眼光对我们的作品进行评选。”上海是中

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也是中国动画电影的

发祥地，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动画电影人。

真木太郎常年从事动画制作，他对于优秀的

动画电影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就我目

前从事动画制作的经验来说，我们应该每次

都有新的进步，创作时能够不被过去的经验

所束缚，能够不断地尝试新的作品。”

动画单元评委、中国香港导演黄家康

执导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白蛇 2：青
蛇劫起》曾收获不俗票房和口碑，他也认为

“故事离不开情感，情感打动大家最重

要”。“比如国外评委可能对中国文化不了

解，但这不是门槛，不应该有地域性区别。

我们要用普通观众的标准看待作品，用共

同的情感语言去考虑，评判作品最重要的

就是情感能不能打动人。”

从大热的《大圣归来》到《大鱼海棠》，再

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神话题材占

据中国动画片市场半壁江山，但随着观众审

美口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观众希望看不到

不一样的题材。“艺术源于生活，未来一定会

有更多不同的题材出来，我相信我自己的创

作也将更加多元 。”黄家康说。

英国动画师、导演保罗·威廉姆斯同时

担任金爵奖短片单元和动画片单元评委，

他在谈到好电影的创作时，特别提及了“好

创意”，“希望把好的创意带给观众，产生一

种连接作用，这种连接作用可以影响几个

人、甚至更多人，总而言之要产生一种共

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共鸣，用我们的电影

主题去打动观众。”

（李佳蕾）

本报讯 6 月 10 日，作为上

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之一，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主

办的“2023中国影视之夜”在上

海国际传媒港CMG融媒影城举

行。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嘉鸣，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

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

成员范昀等参加活动，并共同为

CMG融媒影城启幕。

“2023 中国影视之夜”以

“光影世界·中国故事”为主

题，围绕中国原创优秀影视作

品打造系列活动，向新时代中

国影视人致敬。首度设立“中

国影视之夜·CMG 年度推荐荣

誉”，向观众推介一批高质量

影视精品力作，鼓励中国影视

人用光影塑造鲜活的人物形

象，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中国影视之夜·CMG
年度推荐”共进行“年度推荐

作品”“年度推荐男女演员”

“年度推荐导演”“年度推荐科

技创新作品”等 9 项荣誉推

荐。本届影视之夜还首次设

立“年度推荐国际传播作品”，

鼓励用影视作品向世界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电

影《流浪地球 2》《满江红》和电

视剧《人世间》《风起陇西》《县

委大院》等作品在当晚获多项

荣誉推荐。

新片推荐环节中，动画 IP
《原神》、电影《以父亲之名》以

及电视剧《城中之城》荣获推

荐。其中总台出品的电视剧

《城中之城》讲述了两代金融

人直面金融风暴、在职业底线

与金钱利益之间不断抉择取

舍的故事。作为国产动漫原

创 IP 出海的代表，《原神》从中

国山水、传统民俗、民乐戏曲

等方面汲取灵感，联合全球知

名动画团队精心打造，让全球

观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优质原

创 IP 内容。

（姬政鹏）

本报讯 6月 9日，第二十五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数字影视

体验展——超感试验场”活动在

普陀区普熙金融广场·PUSH艺

术中心启动。本次活动由上海

市电影局、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

府主办，上海影视节中心、上海

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

电影局局长高韵斐，上海市普陀

区委书记姜冬冬，上海市普陀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东昌，上

海市普陀区副区长王珏等参加

活动。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

了全面线下回归。“数字影视体

验展——超感试验场”活动作为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全新首创板

块，通过 VR、AR 等前沿视听技

术，为参观者提供别样的互动体

验，感受形式上的融会贯通、视

听上的虚实联动。360 影院全

景观影、立式交互体验、虚拟现

实（VR）戏剧、扩展现实（XR）装

置……超30部数字影视作品同

时亮相，一场沉浸未来光影世界

的奇妙之旅就此开启。

伴随未来列车“正式发车”，

为期 10 天的“数字影视体验展

——超感试验场”活动正式开

启。活动预约火爆，“一个半小

时都不够玩！”。众多市民当天

在现场与数字影视零距离。无

论是内容丰富的数字影视项目，

还是热闹的影视文创展示点，好

玩、好看、好逛的体验触手可得。

在普熙金融广场·PUSH 艺

术中心里，“数字影视体验展”包

括360影院全景观影、立式交互

体验、虚拟现实（VR）戏剧、扩展

现实（XR）装置等不同内容。其

中，在展馆入口 A 区设备展，设

备搭配文字介绍，展现了VR 产

业的变化和发展，最新款设备让

懂行的观众爱不释手；另一侧，

《流浪地球》里的机器人MOSS、
《终结者》里阿诺·施瓦辛格的半

身像则瞬间将人们带入了光影

的未来世界。

展厅内，有的观众站上立体

的“VR 跑步机”，握着手柄感受

“荒漠打靶”的紧张与刺激；有的

坐在充满科技感的座椅上左右

摇晃，进入《无主之城》的穿越世

界；还有的钻进圆形星球的 360
全景影院，在懒人沙发上感受

《22.7°C》的空间。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 H 区交

互体验，你可以在《回击》中来一

次酣畅淋漓的“出击”，也可以躺

着操控《火箭升空》，还可以潜入

深海跟《水母》一起创作属于自

己的音乐。

“很轻松有趣，宇宙仿佛近

在眼前。”体验《火箭升空》项目

的一位观众不禁感叹；而体验

《超级捣蛋》的观众则玩得不亦

乐乎，期待这样的项目能推出家

庭版，“我家也有类似的 XR 设

备，但这个的玩法更逼真了”。

还有观众希望能把所有项目都

“打一遍卡”，“真的一个也不容

错过！”

PUSH 艺术中心外的普熙

金融广场上的“影视 IP 展”，观

众也熙熙攘攘：限量的飞行器主

题票根大受欢迎，盲盒徽章、书

签、海报、冰箱贴等小物件也颇

为抢手。恒星引力、万代南梦

宫、锦鲤拿趣、华策影视等不同

机构带来了丰富的影视剧衍生

品，恒星引力更是将《苍兰诀》中

的“司命殿”搬来了现场。此外，

“半马苏河”特色旅游线路、文旅

资源、文创产品等也引得参观者

纷纷驻足。“2023年上海最佳影

视取景地”评选活动评出的上海

环球港、M50 创意园等 30 个影

视作品取景地，通过摄影作品的

方式，在现场组合成主题展区，

形成开放的公共艺术线路，让参

观者一步一景，处处都有新发

现。 （李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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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爵开幕论坛举行

以市场为基石，讲好中国故事

金爵奖评委：
达成共识选出好作品，情感打动人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