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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 日 ，电 影《孤 注 一 掷》曝 光

“ 诈 骗 销 冠 ”版 预 告 ，并 发 布 一 组 角 色 剧

照。影片取材自上万例真实诈骗案例，是揭

秘境外网络诈骗全产业链内幕的大银幕之

作，由宁浩监制、申奥导演，将于 8 月 11 日

全国上映。

该片每个角色和桥段都有许多真实案

件、真实人物的缩影。在影片筹备期，导演

申奥曾与大量警察进行交流，在采访调研

时，他曾遇到过一个刚刚处理完诈骗案件的

反诈警察，警察向导演介绍，仅一个月内就

有五位大学生因网诈而自杀。这些看似耸人

听闻却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就发生在我们

的生活中，愈发坚定了申奥拍摄这部电影的

决心。据警察介绍，很多人中招网诈骗局，

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的关系并不大。无

论是想挣钱的底层打工人，还是受过高等教

育的人，只要是人就会有人性弱点，而骗子

最擅长利用人性弱点来行骗。面对网诈骗

局，预防大于执法。骗子将老窝设在海外，

导致警察海外办案存在许多困难和挑战，想

要更有效遏制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加

强警惕、坚定信念，不被贪婪所诱骗。

《孤注一掷》背后所涵盖的网络诈骗现

实话题与生活息息相关，自定档以来就倍受

全网关注热议。在影片官方社交账号评论

区，有大量网友分享自己和身边人与网络诈

骗交手的经历，“暑假带着全家人去看”“这

部电影看完能醒脑”也是高频出现的评论内

容。与时下社会热点话题强相关也成为了

不少网友关注电影，期待电影的原因。

（影子）

本报讯 暑期档国产动画大片《长安三万

里》解锁“好评风暴”，有观众激动分享映后

感受“极致的中式浪漫”“令人心潮澎湃”“唐

诗视觉化呈现突破想象”。随着越来越多人

走进影院，影片豆瓣评分更是接连上涨至 8.2
分。

电影展现的唐朝风貌获赞无数，辽阔的

山河盛景令人流连忘返，想象力奇绝的“诗

中世界”更是让观众大呼“震撼”。影片中一

处处诗情画意的场景将中式浪漫推向极致，

不少观众表示“每一帧都想截图当壁纸”。

主创曾在采访中表示“电影希望传达出一种

东方的美”，影片中对唐诗的视觉化呈现不

仅彰显了东方审美的意蕴悠长，更体现出唐

诗中的磅礴想象，收获大众的一致认可：“用

动画表现唐诗之美、词韵之美”“极致浪漫的

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守正与创新”……

长安是许多唐朝诗人的理想之城，电影

中高适李白就是在追逐理想的路途中相遇。

二人虽然性格不同，却成为人生知己，用各

自的方式追逐胸中志向。不少观众认为，李

白和高适第一次分别时，年轻李白对高适高

呼的那句“高三十五，你心中的一团锦绣，终

有脱口而出的一日”，是这部电影除诗词外

最动人的一句台词。这句话给予青年高适勉

励，也给予银幕前的观众力量，得到广大网

友的转发分享。

电影同事收获不少孩子的喜爱，优美绚

丽的唐诗视觉化呈现、生动鲜活的诗人群

像，让孩子们在感到亲切之余又倍觉惊喜。

许多小朋友在观影后表示“唐诗有画面了”

“原来唐诗这么优美、诗人这么生动”，父母

更是赞誉影片是“一场美育”，“从语文和历

史启蒙的角度看，这部片子简直是宝藏”。

沉浸于大银幕的除了孩子，还有无数青

年学生与成年观众，董宇辉动情评价“这是

拍给每一代中国人看的电影”。学生学诗

意，成年人感悟诗情。银幕前不少人听到

“轻舟已过万重山”时泪流不止，表示“长大

后终于读懂了李白的沧桑与豁达”，终于理

解诗中滋味。有网友评价：“教育完成了一

个闭环”“诗在当下，更在未来”。

诗魂生生不息，中华文化代代相传，有观

众听到片尾长卷中不同腔调的吟咏声后，动

容道“诗在，长安就在，精神在，中华就在”。

电影《长安三万里》由上海追光影业、北

京阿里巴巴影业、天津猫眼微影、中影股份

出品，谢君伟、邹靖执导。 （杜思梦）

《长安三万里》发布口碑特辑
心中锦绣终能脱口而出

《孤注一掷》发布“诈骗销冠”版预告

（上接第3版）

随着主打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动

画电影日益丰富，与之对应的产业链

也逐渐生成，创作与产业互相砥砺，呈

现生机勃勃的气象。

在市场洗礼和观众选择中，传统

文化题材的动画电影创作以公司为代

表，形成了“彩条屋模式”和“追光模

式”两种相对具有代表性的创作模式。

“彩条屋模式”主要通过依托神

话、传说建构庞大的宇宙观、世界观，

演绎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在创作风

格上追求国漫风、奇幻性与合家欢。

2015年 10月，光线传媒宣布成立彩条

屋影业时，当时发布的22部片单中，就

包含着后来的《大鱼海棠》《哪吒降世》

（《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

“追光模式”则以技术为核心，将

顶级的动画制作技术与国民熟悉的民

间神话传说相结合，在银幕上创作出

具有时代特色的古风奇观。追光动画

成立于 2013年 3月，首部作品是 2016

年元旦上映的《小门神》，此前，追光动

画推出过以《白蛇·缘起》和《白蛇2：青
蛇劫起》为代表,主要讲述《聊斋》《梁

祝》等故事的“新传说”系列和以《新神

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为代

表，糅合现代生活与神话故事的“新神

话”系列，此次的《长安三万里》则是追

光动画“新文化”系列的开篇之作。

于洲表示，“新文化”系列是以历史

中广为尊崇的闪光人物和经典作品为

创作对象，“希望能够用动画这样的形

式，很好地传承和表达中国的美学，这

种传承不是只停留在复制和再现上，而

是运用多种艺术技法，高度概括中国文

化的特点，包容性地体现中国之美。”

光线传媒也在传统文化题材动画

领域持续发力。据光线传媒的2023年
第一季财报显示，《哪吒之魔童闹海》

《西游记之大圣闹天宫》《姜子牙2》《大

鱼海棠 2》《朔风》《最后的魁拔》《八仙

过大海》《大理寺日志》《相思》《小倩》

《凤凰》《红孩儿》《二郎神》等反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

中。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小倩》

目前在制作中，预计将于明年上映，而

光线“中国神话宇宙”的第一部作品则

计划于后年上映。

此外，还有不少制片企业选择深

耕传统文化题材动画电影创作。在上

影集团的片单规划中，水墨动画《斑羚

飞渡》《燃比娃》预计年内制作完成、动

画短片集《中国奇谭》第二季及《小妖

怪的夏天》大电影也已启动。在北京

精彩的规划中，将国粹中的醒狮文化

融入少年追梦故事的《雄狮少年 2》也

会在2024年与观众见面。

在可预见的未来，产业完善和技

术进步将为传统文化题材的动画电影

创作带来足够“底气”，也期待中国电

影人心中的那团锦绣，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助力下，尽早迎来脱口而出的

一日。

产业完善和技术进步为创作“托底”
十余部“中国风”动画电影即将面世

本报讯 近日，开心麻花奇幻喜剧《超能一家

人》在北京举行“笑是超能力”首映礼。影片导

演宋阳，主演艾伦、沈腾、陶慧、张琪、韩彦博、白

丽娜齐聚，与现场的观众共享欢乐。

首映礼后，“笑”和“快乐”是观众提及最多

的词汇，也是观影现场大家最为直观的感受。

电影中，艾伦与拥有超能力但不靠谱的家人们

“相爱相杀”，合力对抗有“钞能力”的大反派，全

程笑料满满。有观众感叹，“笑得直拍大腿，一

整个看嗨了”；还有观众表示，“能和身边的人一

起同频大笑，真的太开心了”。

观影过程笑声不断，映后互动时也是笑点

满满，宋阳、艾伦、沈腾现场还原了片中马丽魏

翔的“译制腔彩蛋”，满满的“东北大碴子味”配

上译制腔，逗得全场观众捧腹大笑，喜剧人精彩

的表现力让人惊喜。当被问到“做喜剧是否影

响颜值”，艾伦暖心回复，“让大家开心就是我

们保持帅的资本”。一旁的沈腾幽默发言，“好

像确实很难找到像我们五官这么周正的人去

演喜剧”，出其不意的“抛梗”让全场观众欢笑

不停。大家还现场揭秘了许多幕后趣事，也分

享了“开心麻花一家人”的珍贵回忆，现场气氛

欢乐又温暖。有观众表示，电影不仅好笑，还感

受到了导演的用心，“充满童话感的视觉风格，

想象力十足”，更忍不住向朋友“安利”，“放心

冲，快乐就完了”。

该片将于7月21日全国上映。

（赵丽 李霆钧）

开心麻花电影《超能一家人》首映获赞

本报讯 7月14日，为期6天的

“第四届江苏青年电影编剧集训

营”在苏州落下帷幕。本届集训营

由江苏省电影局主办，江苏省电影

创作中心、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承

办，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支持。

来自全省的 50位青年编剧与“大

咖”面对面交流学习，创作出了一

系列优秀选题策划案，顺利结业。

7月9日，“第四届江苏青年电

影编剧集训营”在苏州启动，50位

江苏籍或在江苏高校就读的青年

电影编剧齐聚于此，他们大多是

90后、00后，风华正茂的他们因电

影相会、因剧本结缘，在这6天里，

一同成长进步。

集训期间，10余位业界“大咖”

面对面分享经验应邀而来，中宣部

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中宣部电

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师范

大学、上海戏剧学院的专家学者，

以及青年电影人先后为集训营的

学员们授课，与学员们深入交流。

课程包括课堂授课、学员沙

龙、现场教学、分组讨论四种形

式。课堂授课内容涵盖广阔，“推

进文化自信自强，勾画新时代画

卷”带领学员们学习了党的文艺政

策；“讴歌英雄，讲好中国故事”聚

焦如何在新时代环境下讲好中国

故事；“一部剧本的起点”阐述了电

影剧本创作的逻辑；“电影强国建

设评价体系与中国电影‘走出去’

的现实思考”从传播角度，阐述了

中国电影的创作方向；“中国主流

电影创作的‘新涵意’”解构了当下

的创作；“像角色那样生活：影视剧

本中的人物塑造方法”以当下热播

的影视剧为参照，教授应该如何创

作出合格的“角色”；“电影的伦理

叙事”与“类型电影的道德叙事”两

门课程，分析了电影剧本创作中的

伦理与道德规范。

《透明侠侣》导演、编剧 章笛

沙等，通过“关于电影故事及编剧

快速入门”“运用生活素材的成败

得失”两场绘声绘色的课程沙龙，

分享了他们的实践经验。更有多

场小组讨论，让学员们各抒己见。

青年编剧的学习可不仅仅停

留在课堂里、纸面上。集训期间，

他们还参加了中国电影资料馆江

南分馆的主题展映，从经典电影中

欣赏电影创作的技法；走进电影频

道节目中心苏州制作基地，了解电

影制作全过程。

本次参与“第四届江苏青年电

影编剧集训营”的 50位青年编剧，

根据自身积淀，再结合集训掌握的

内容，围绕领航、有痕、望月三个主

题，擘画出他们心中的选题策划

案。经专家两轮盲审，最终评三等

奖5名，二等奖4名，一等奖1名。

获一等奖的是《断舍离》（冯雷

铮）。获二等奖的有《生生不息》

（王雪纯）、《南迁》（艾志杰）、《长路

未尽》（王雨鉴）、《手机课》（王郁

池）。三等奖的有《月光宝藏》（何

子璐）、《同步中断·痕》（江浩强）、

《心痕》（葛浩）、《50，60，70》（宋苏

霖）、《消失的月亮》（杨舒婷）。

南京艺术学院教师耿坤现场

点评了获奖作品。一等奖《断舍

离》讲述了一位教授在退休时不断

地清理着自己身边“财产”的故事，

这其中既有物质财产，也有学术资

源，而她最想“清理”掉的是她的丈

夫。 耿坤认为，影片叙事清新别

具一格，用轻喜剧的方式，在展现

断舍离亦即重新建立的过程中，蕴

含对成功与死亡的哲思。

而二等奖获得者的选材都颇

具特色，充满人文关怀。《手机课》

聚焦老年题材；《生生不息》聚焦人

体捐献题材；《长路未尽》建构了一

老一少的人物关系，笔触温情；《南

迁》则回到战时现场，呈现个体命

运与家国情怀。

三等奖获得者中，《消失的月

亮》充满奇幻的儿童想象，折射出

人们对美满生活的无限向往；《50，
60，70》的生活细节真实可感，书写

了逆境中人物的相互治愈共同成

长；《心痕》的人物关系独特且具有

时代风貌，脱离了俗套与说教；《同

步中断·痕》的虚拟与现实，提供了

更为丰富的视觉表达空间；《月光

宝藏》叙事清晰完整，带领观众重

寻亲情的价值、体会世间的美好。

“在苏州的这一周里，各位老

师极其认真地教授让我真切感受

到，我需要学习和走的路还有很

远。”获奖学员江浩强回忆起这几

日发生的点滴，讲述了自己的成

长。他表示，从 2016年踏入戏剧

影视学的学习开始，电影就和他的

生活结下不解之缘。他希望在不

久的未来，可以通过自己的笔触书

写一段段传奇的故事，写出真正的

中国故事。

早在首届江苏青年电影编剧

集训营之时，张印蓉就担任起了集

训营的班主任，她说，这是一段珍

贵且值得回味的难忘经历。

张印蓉回忆，2020年夏末，集

训营更将编剧写作课搬到了运河

旁、园林里，围绕“江南文化”等主

题创作出的电影剧本大纲将独具

魅力的江苏故事落于纸面，可谓硕

果累累。2021年初秋，学员们的

平均年龄更年轻化，创作热情极

高，学员们提交的选题策划案，为

江苏电影储备了一批优质的题材。

到了 2022年底，连续举办三

届的青年编剧集训营，被纳入江苏

电影“十四五”行动计划及全省电

影工作要点，助力青年编剧们进一

步提高站位、拓宽视野、强化担当、

提升本领，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的作品。

而本次“第四届江苏青年电影

编剧集训营”，学员们对创作主题

的阐释角度更加多元化，多题材类

型的选择都彰显了视野的开阔

性。同时，学员们都勇气可嘉，在

尊重历史及创作规律的前提下，以

新视角进行了解读传统与经典的

尝试。真正践行了本届集训营“善

用传统文化题材的创作宝库，挖掘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富矿，敏锐把握

现实题材创作重点”的写作导向，

未来可期。

师生真切的感悟，也对承办方

继续办好青年电影编剧集训营、培

养优秀编剧人才队伍增强了信心

和动力。江苏省电影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后，将继续发挥好省电

影创作中心作为编剧“娘家”的作

用，支持青年编剧人才挑大梁、当

主角，不断夯实电影创作的“蓄水

池”“储备库”。

（郑文静 王子扬 李艺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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