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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电影《海东四少》观影会云南大理举行

本报讯 照明娱乐重磅新作《神偷

奶爸 4》近日宣布将登陆中国内地大

银幕。

小黄人和格鲁一家迎来“萌新”小

格鲁，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打破了

这份平静。全新反派的复仇，迫在眉

睫的危机，格鲁一家和小黄人们将怎

样化险为夷·格鲁一家这次又有什么

重大计划·敬请关注。

（杜思梦）

本报讯 五一劳动节期间，电影《特

技狂人》发布中国独家“致敬幕后英

雄”短片。当观众在大银幕看到一幕

幕令人心潮澎湃的特技动作大场面

时，时常会忘记幕后有一群默默付出

的群体——特技演员。在一次次的真

操实练和以身犯险后，他们为观众带

来了精彩非凡的特技表演。而电影

《特技狂人》正是导演大卫·雷奇“献给

特技演员的情书”。

电影《特技狂人》改编自1980年代

同名剧集，讲述特技演员寇特因意外

受伤停工一年后他收到了前女友裘蒂

导演新片的邀约，他本想在兼顾事业

的同时，再次赢回挚爱的芳心，却意外

发现自己已被卷入了一场邪恶的犯罪

计划之中 。影片将于5月17日登陆中

国内地大银幕。 （杜思梦）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

单元暨中国科学技术馆特效电影展

映及佳作评审活动，可以说是本届

北京电影节最具科艺融合概念的单

元。该科技单元以“新技术 新赛道”

为主题，设置“最佳科学传播、最佳

特效设计、最佳国产、最佳科学家精

神和最佳观众推荐影片”，共评选出

包括《蓝鲸：庞然大物归来》《奇妙的

化学之旅》《熊猫传奇——黑洞之

吻》《群星闪耀的夜空》等六部影

片。在当下科技革命不断深入推进

的时代，这一科技单元的设置，无疑

是对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力的当代

电影发展与电影产业建构的一种积

极回应。并且，作为“科学电影”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科普场馆特效

电影展映与评选活动，在科艺融合

的时代背景下，从知识生产的角度，

本着科学探索、科学发现与科学教

育、科学普及，以及弘扬科学精神，

传播科学思想，讲述新时代中国科

学家故事的宗旨，契合了科技革命

时代的发展脉搏，拓展了当代中国

电影的发展方向。

作为一类独特的片种，科学电影

在概念认知、类别范畴、创作取向，

以及思维与观念层面，如何有效驱

动科艺融合形态下电影产业的创新

性配置，如何在科学探索、科学教育

和科学普及等层面发挥其独特的社

会功能，恰恰是需要科技工作者和

电影工作者所共同面对和思考的

问题。

一个概念，

一类独特的片种

就概念本身而言，科普场馆特效

电影这一概念，在内涵所指层面，并

非仅仅指涉为电影中对技术特效的

运用，或者是以技术特效为主导的，

那种奇观化的电影视觉效果及其美

学的形式体系。事实上，与一般商

业院线的特效电影所不同，科普场

馆特效电影，虽然也同样蕴含数字

视效技术的概念和技术成分，但在

根本上，则属于“科学电影”的范

畴。这一范畴的界定，一方面是由

科普场馆特效电影所承载的科学探

索、科学普及，以及基于影像的科学

知识生产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另

一方面则与内容生产层面，科学工

作者运用影像，对运动变化的世界

进行科学考察、分析和科学记录等

不可分割。

事实上，“科学电影”作为一类独

特的片种，在世界电影的发展历史

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且始终是与科

学探索、科学考察与科学普及、教育

等密切相关。1947 年，在巴黎成立

的“国际科学电影联合会(I.S.F.A .)”，
旨在推动会员国之间，针对科学电

影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从而有效促

进科学探索、科学研究类影片与科

学教育和科学普及类影片，在信息

交流与协助摄制等层面的广泛交流

和合作。并且，每年度的联合会代

表大会期间，还会举办国际性科学

电影的展览，以促进创作者之间的

交流。与其他剧情片所不同的是，

科学电影的创作主体，一般是由科

学工作者和电影工作者共同组成，

所创作的内容主要涉及科学研究与

科学探索、科学知识传播与科学教

育和普及，以及科学家精神等等层

面。因此，究其实质，科学电影对于

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实际上是建

立在科学的知识生产层面的一类独

特片种。

在中国，科学电影则被命名为科

教片，也即是科学教育片。这一片

种的确立，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1952
年，当时的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基于

电影的社会化功能，决定成立教育

片组，在此基础上，1953 年 2 月,在上

海正式挂牌成立了中央文化部电影

局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之后又更

名为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1960 年 3 月，伴随着北京科学教育电

影制片厂以及农业部所属中国农业

科学电影制片厂的成立，标识着中

国科学教育片已逐步形成了符合当

时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规模。至

今，在每年一度的中国金鸡电影节

中，还有这一奖项的设置。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伴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以

及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之后，中国

科教片已面临着剧情片的巨大冲

击，无论是整体产量、投融资状况，

还是在内容生产与制作品质层面，

甚至是观众定位层面，都与当下科

技革命的时代浪潮，剧烈变革的数

字技术发展，以及高度商业化的电

影市场机制、观众的审美接受与欣

赏期待，难以构成同步的发展关系。

一次观念的转换，

一种产业的创新性配置

中国科教片的存在现状，让我们

不得不去思考，如何解决与时代、与

观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科学

电影创作及其未来发展所面临着的

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当下数字媒介

与融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以往那些

过度聚焦于行业技术问题，并主要针

对不同行业已有的科研经验、科研成

果，进行具有实用性价值的总结和普

及教育的科教片，以及那些在科学普

及的层面，过度低幼化的科教片，如

何在科艺融合的的视域下，在观念的

认知层面，以及在基于差异性的文化

与受众定位等层面，进行思维的变革

与观念的迭代和提升，可以说是中国

科学电影未来的创作发展及其产业

建构的重要前提。

正是基于此，对于中国科学电影

的未来发展而言，首先，在观念认知

层面，当代科学电影的创作与表达，

不能仅仅囿于现有国产科教片的概

念和框架，而是要在知识生产的维

度，针对科学电影的文化定位与社会

功能，进行整体的构架与整体的规划

和思考。并且，将科学电影定位于知

识生产层面，也即意味着，科学电影

不仅具有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社

会职能，更具有基于科学探索、科学

研究的科学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

职能。

其次，在基于多极化世界的文化

差异性中，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一核心理念，中国科技电影既要以科

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在内容生产与

技术手段的运用层面，在不断吸收和

借鉴外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的

创新和探索。更要在文本内涵与价

值预设层面，始终彰显“天地与我并

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中国传统思想

智慧和文化理念，并以此确立起中国

科技电影自身的科学精神与文化身

份，以及审美与价值取向。

再者，在科艺融合的视域中，展

开科学电影的创作。科学与艺术作

为人类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两条重

要路径，在彼此的互为依存与互为建

构之中，在根本上形塑了不同民族和

不同文化的“观看之道”。由此也产

生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各自不同的

艺术形式。但是，正如哲学家科林伍

德所指出的：艺术“是一种认识活动；

它是有关个体的知识。相反地，科学

则是有关一般的知识；科学的工作是

要构造一般概念并解决它们之间的

关系”。因此，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科

技电影的创作始终需要面对和解决

的是，基于“个体的知识”的“艺术个

性”，与基于“一般的知识”的“科学一

般”间的关系问题。

最后，当代中国科技电影的创作

和发展，需要对目标观众进行重新的

定位。事实上，任何具有传播价值的

艺术门类，都要有明确的受众定位，

电影更是如此。电影社会学家伊恩·
贾维针对电影与社会的关系，曾经提

出四个重要命题，分别涉及电影的生

产、消费、功能与传播四个维度：一、

谁制作影片，怎样制作的，为什么制

作影片？二、谁看电影，怎么看电影，

为什么看电影？三、什么让人看到

了，怎样让人看到，为什么让人看

到？四、影片是如何受人评价的，被

谁评价的，为什么受到评价？ 某种意

义而言，伊恩·贾维的四个重要命题，

同样适用于科学电影。

一个倡议，

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作为本届中国科学技术馆特效

电影展映及佳作评审活动的评审专

家与评委会主席，面对当下科技革

命与技术创新所引发的产业变革的

历史机遇，在此发出如下倡议：将科

学电影的发展，纳入到整体电影产业

格局与规划之中，通过政策性资金扶

持与民营资本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在

中国科协与国家电影局的领导下，联

合国内科学界与艺术界，有志于从事

科技电影创作与科学普及、教育的优

秀科技工作者、电影创作者，建立起

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电影的

创作与发行机制，从而担负起推动中

国科技电影的创作和发展，推动科

艺融合形态下的科学探索与科学教

育和普及的历史重任。

可以说，科艺融合是人类文明必

然的发展趋势。正是在这样一种趋

势的引领下，如何在感性思维、理性

思维与计算思维的互为融合与转换

中，焕发出更具创新性，更具创造性

的艺术表达力，对于当代科学电影

的创作与表达而言，显然是极具挑

战性的。尤其是在当下数字技术时

代，这种挑战性不仅仅只是体现于

影像的可实现性及其技术手段的运

用层面，而是针对传统的电影本体

观念的挑战。从“拍”电影，到“做”

电影，直至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

影像生成，当代电影的发展在科技

革命时代，已然表现出更多的可能

性。并且，这种更多可能性也导致

电影产业的深度转型与产业格局的

重新架构。

就产业建构本身而言，回溯人类

文明的发展历史，进入工业革命时

代之后，几乎每一次科技革命与新

技术的突破、创新，都会引发相应的

产业变革，从而导致产业的深度转

型与生产力的大力提升。那么，在

当下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全面

渗透于艺术创作的时代，无论是虚拟

空间场景、数字化虚拟角色等在舞

台、装置与影像艺术中的运用，还是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文学文

本、动漫和视频等等，科技的发展不

断颠覆着传统艺术门类的创作方式

与表意和表达策略的同时，也在不断

僭越着传统艺术门类的边界，引发人

们对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进行重新

的审视和思考。正是基于此，当代科

技电影如何在科学探索、科学假设

与影像表意和影像叙事之间，寻找

到一条适合中国科技电影的发展之

路，全面提升中国科技电影的科技

含量与艺术水准，还需要在跨艺术

门类的融合之中，建构起更具民族

化的表达策略与话语体系。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

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报讯 由中奎河北电影有限公

司、大理沐夏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并获得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

委宣传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大理

罗荃半岛旅游区、大理海东开发管理

委员会、大理洱海管理局等单位支持

的公益电影《海东四少》，日前在云南

大理与观众见面。

该片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北京市石景

山区影视家协会、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优秀中青年第十期编剧导演研修班指

导创作，由来自大理海东镇的四位本

土青年出演，用真情实感记录他们对

家乡故土的热爱，保护洱海，守护苍

山，做新时代的励志青年。

大理州特殊教育学校50名残障同

学和大理州、市宣传、文化和旅游、广

播电视、教育体育、文联、残联等部门

代表，海东镇干部群众，支持配合拍摄

电影的相关企业代表集中观看了影

片。大理州有关负责人和来自北京、

河北、云南的电影界专家参加观影仪

式并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文创中心主任尹

成奎，河北省影视家协会艺委会主

任汪帆对电影《海东四少》给予充分

肯定。尹成奎说，中共云南省委宣

传部、电影家协会和大理州对电影

拍摄高度重视，全力支持帮助了影

片拍摄，加上剧组的努力付出，才有

今天电影对观众的成功呈现，可以

说“苍山洱海，风月无边；海东四少，

大爱无疆”。汪帆表示，这部影片是

宣传大理的优秀影片，在震撼的苍

山洱海美丽画面里，表现了一个残

障青年励志的主题，反映了大理的

人情美和自然美。

《海东四少》已于2023年在第五届

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获“最佳创投项

目奖”，同时在第三届亚洲国际青年电

影节金兰奖荣获“最佳民族影片”“最

佳电影歌曲”，片中扮演男、女主角的

演员张朝坤、阿丽玛分别荣获“最佳男

主角”“最佳女主角”提名，导演高峰荣

获最佳导演提名。

（支乡）

本报讯 近日，由广东省电影局主

办，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广东省电影行

业协会共同协办，南方都市报社、广东

南都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广

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在广州太古

仓电影库举办。本次活动推介的电影

是由李蔚然编剧并执导，张家鲁监制，

张宇担任总制片人，张子枫、胡先煦领

衔主演的爱情电影《穿过月亮的旅

行》。

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改编自著

名作家迟子建的中篇小说《踏着月光

的行板》。影片以上世纪 90年代为背

景，讲述了一对异地打工的新婚夫妻，

在临时的假期中想要给对方制造惊

喜，双向奔赴的甜蜜爱情故事。

在现场，张子枫告诉观众，她在阅

读原著时对几个描述词印象深刻：嘈

杂、琐碎、亲切、温存。在她看来，故事

描述的人生百态是特别接地气的，但

是在接地气的同时，故事本身又越来

越浪漫。

影片笑中带泪，幽默又不失温

情。林秀珊（张子枫饰）和王锐（胡先

煦饰）这对小夫妻新婚燕尔却因工作

分隔两地，只能在假期时化身为“纯爱

战士”，乘坐好几个小时的绿皮慢车去

见对方一面。一次突如其来的假期

中，两人不约而同地想给对方一个惊

喜，满怀着期待踏上了相向而行的列

车，在经历一系列奔波和挫折后终于

相聚。

《穿过月亮的旅行》作为今年五

一档唯一的爱情电影，在故事上也有

独特的表达：在那个车马很慢的年

代，爱情不会轻易被距离打败，即使

相隔千里，相爱能赢万难。它不仅是

林秀珊和王锐之间的故事，也是那个

年代无数异地恋情侣的缩影，同时也

投射出当今时代下许多异地情侣用

心经营情感、以爱战胜距离的决心与

坚守。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与广东

渊源颇深。电影中，小两口分别在广

州和深圳打工。在戏外，该片是广东

省重点影片项目库扶持作品，由中共

惠州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惠州友光

影业有限公司领衔出品，而且影片在

拍摄过程中也在广东惠州、佛山等多

地取景。例如，小两口在假期入住的

旅馆取景于惠州的当地旅馆，而电影

中让人印象深刻的那段车站重逢戏，

正是在佛山三水的旧火车站拍摄

而成。

在场景画面的设置中，不光还原

了上世纪 90年代的感觉，也强化了广

东的地域感，再搭配影片中时不时出

现的“广普”，让这部电影在原本的呈

现上增加了更多岭南味道，显得更加

真实接地气。

（余晓宇 林经武）

《穿过月亮的旅行》亮相广东电影推介会

《特技狂人》发布中国独家“致敬幕后英雄”短片

《神偷奶爸4》确认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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