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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永浩

跟随牧民追寻雪豹足迹

雪豹，大型猫科动物，有着“雪山

之王”的美誉，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由于生活在高原雪线附近，并擅长在

雪山岩石间隐藏，雪豹的踪迹极其难

以寻觅。以雪豹为主题拍摄一组完整

的图片，可谓是全世界野生动物摄影

师梦寐以求的理想。对于中国电影工

作者来说，能够创作一部以雪豹为主

题的作品，更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

事情。

《雪豹和她的朋友们》的成功，殊

为难得。我认为，这源于新时代以来

中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事实一再证明：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我们在拍摄和制作

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这一点，更为此

震撼。

在三江源几位牧民摄影师日常的

拍摄中，我们不仅看到大量雪豹资料，

也获得了其他动物的珍贵资料。于

是，我们萌生了一个念头，将这些资料

连缀成一部反映雪豹及其周边生态的

纪录电影。如果我们的努力得以成

功，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

以雪豹为主题的纪录影片。影片以青

海昂赛雪山之巅的一只母雪豹为核

心，通过三位当地牧民——次丁、达杰

和曲朋——跨越六年时间追踪拍摄雪

豹种群的故事，互文式展现了藏族牧

民家庭、雪豹家庭、藏狐家庭、藏棕熊

家庭、斑头雁家庭、牦牛家庭、旱獭家

庭的成长。于是，观众在大银幕上看

到了“雪豹的朋友们”：胖乎乎的鼠兔、

“鬼马精灵”的藏狐宝宝、喜爱拍照的

纵纹腹小鸮、“粗心大意”的斑头雁夫

妇……他们憨态可掬，惹人喜爱，同雪

豹一样，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银幕

角色。

《雪豹和她的朋友们》采用第三方

视点，以三位牧民摄影师的语气、活泼

的画风和诙谐的口吻将高原各种动物

种群的生存状态娓娓道来。同时，又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自然界食物链各

环节的生死存亡予以近距离观察。比

如，丧失捕猎能力的老年雄性雪豹有

可能殒命于风雪，幼小的牦牛必须在

族群的合力保护下才能免于豹口，等

等。通过《雪豹和她的朋友们》这部电

影，跟随着摄影师们的脚步，大家可以

沉浸式感受一场于高原之巅追寻雪豹

足迹的奇妙之旅，也可以欣赏到许多

中国影像史上极其罕见的雪豹镜头。

《雪豹和她的朋友们》上映后，电

影界、文艺评论界也对此给予了极高

的评价。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编辑支

菲娜认为，这部电影填补了中国乃至

全球雪豹题材纪录电影的空白。雪豹

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是高原生态系

统健康的重要指示物种，是名副其实

的“雪山之王”。它们离群索居、行踪

隐秘、警惕性高，即便当地的牧民也多

有毕生难窥其踪影者。因此，将其摄

入镜头并组成充足的素材，是极其考

验创作者耐性和技巧的。她甚至提出

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概念——“含豹

量”。她认为，从影片“含豹量”之高可

见其拍摄制作是无比艰辛的。长达六

年的创作过程，是对制作团队“匠人精

神”的一种锤炼，是团队对自然生态类

纪录电影创作的坚定信念使然。

开创自然纪录片先河

《雪豹和她的朋友们》是“牧民摄

影师成长计划”的全新探索。影片的

大多数镜头并非出自专业化摄影师，

而是由优秀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培训指

导缺乏经验的牧民摄影师，让他们在

高原上记录日常生产生活中人与动物

的和谐共处的生活。

这种“在地化”的尝试，开了自然

纪录片的先河。这不仅出于制片时间

和成本上的考量，更让牧民摄影师通

过摄影机传递自身生活信念，传达本

民族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

性格。这也使得影片具有了人与自然

融为一体的独特魅力。这种在地化的

影像记录，实践了创作者“用影像保护

自然”的理念，更让越来越多牧民拿起

相机，加入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的队

列中。

牧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令本片导

演奚志农深感震撼，他曾经讲过一个

令他感慨万千的故事。那是 2019 年，

他和几位牧民摄影师一如既往地在山

上寻觅雪豹的踪迹。尽管当时已是 7
月，但青海的山上依然会下雪。那天，

他们用来隐蔽的帐篷被积雪压塌了，

需要将积雪清理掉后重新支起帐篷。

在清理积雪时，几位牧民摄影师看到

一只小虫子，他们用双手轻轻地将小

虫子捧起来放到一边，以免这小小的

生命被积雪压到或是被人不小心踩

到。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让奚志

农十分感慨：“他们对生命的尊重渗透

在血脉里，这是我们很多人做不到

的。”

通过《雪豹和她的朋友们》的拍

摄，我深刻意识到，这部电影是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样本。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

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

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

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

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

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建设生态

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最为基础的

条件，没有之一。

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像实践

建设美丽中国，中国电影工作者

责无旁贷，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在我

看来，这部电影之所以受到海内外观

众的青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世界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达成深刻共

识。纵观历史，人类已经经历了原始

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阶段，工

业文明时代虽然让人类积累了大量的

物质财富，但也使地球遭遇了前所未

有的生态危机。毫无疑问，面对危机，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建设生态文明、

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是人类唯一的

出路。

《雪豹和她的朋友们》体现了中国

青藏高原日益优化的自然生态与人文

生态，生动地传递了绿色发展理念。

高原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稍有破坏就

会伤害甚至摧毁雪豹的栖息地。数据

显示，近几年，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雪豹数量明显增加，影片中

雪豹种群的生机勃勃无疑为三江源自

然保护工作做出了最为直观的诠释。

影片中，尽管藏獒肩负着看守牦

牛驱赶雪豹的责任，但当雪豹捕食牧

民辛苦养大的牦牛时，牧民们却泰然

处之“随他去吧”。面对无力觅食的老

雪豹，牧民们施以救助手段并最终将

它放归自然。人与自然对话、交流和

共生的境界，在镜头下自然流露，旨在

让更多人参与到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

中来，折射出新时代的绿色发展理念。

《雪豹和她的朋友们》可以说是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影像实践。在

完成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中

国以全球 4%的湿地，满足了世界五分

之一人口对湿地生产、生活、生态和文

化等多种需求，为全球湿地保护和合

理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 71%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

效保护，大熊猫、藏羚羊等一批珍稀动

物“喜提降级”，云南野生亚洲象群在

沿途居民一路呵护下北移又南归，极

度濒危物种海南长臂猿喜添“新丁”。

所以，我们努力将我们对于中国生态

的自然观、系统观、发展观、长远观、人

类观的理解与思考，诉诸这部电影作

品中。

这部电影是个开始，让我们得以

总结一些工作经验和模式的同时，也

更深刻意识到理念的重要性：必须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系统治理生态

环境，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将眼

光放长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建设万物和

谐的美丽家园，方能拥抱美丽、光明的

未来。

（作者为《雪豹和她的朋友们》制片人）

电影电视是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重要阵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标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文

艺工作和电影事业，习近平总书记

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高度，就推进电影事业发展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作为厦门经

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领导者、拓荒

者、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

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文艺工作，还亲

自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在《厦门特区

文学报》连载。近年来，厦门牢记

殷切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

记在厦门工作期间创造的宝贵精

神财富，立足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

国际化优势，抓住中国电影“黄金

时代”的历史机遇，把影视产业作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发展，以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长期落户为重

要抓手，在推动电影节“专业化、国

际化、品牌化”提升的同时，全力打

造电影之城、影视之都，探索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以节促产、以节

促城”的发展新模式、新路径，努力

为新时代电影事业繁荣发展注入

新动能，为推动中国电影事业从

“高原”向“高峰”迈进贡献了特区

样本。

办好一个节，搞活一座城。“金

鸡奖”落户五年来，厦门坚持文化

事业与文化产业“双轮驱动”，践行

“全年金鸡、全城金鸡”理念。影视

文化产业营收年均增速超过 10%，

每年超过 100个剧组在厦拍摄，20
余部热播影片来厦路演、首映，100
多场影视文化活动在厦举办，6800
余场公益电影深入农村、社区、校

园放映。

全城金鸡：

创新集聚优质影视要素

通过发挥“金鸡奖”聚集行业

资源的优势，持续强化政策供给、

加强产业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服务能力，举全城之力为

产业聚集发展夯实基础。

（一）政策护航措施加力，在

“促”上下功夫。 厦门以举办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为契机，从规划、

政策、配套人才、金融等方面出台

了10余项措施，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升级，为影视产业提供全链条、全

方位政策支持，5 年来共兑现资金

超 6 亿元，惠及 1000 余家影视企

业。2023年修订出台《厦门市促进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和《厦门市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2024年出台《厦门

市关于规范和优化影视剧组拍摄

服务的若干措施》，健全市区两级

拍摄协调服务机制，建立全市统一

的“一站式”协拍服务平台。政策

突出项目带动，着力扶大引强，重

点支持重大项目、鼓励影视精品和

培育产业生态，精品项目创作最高

奖励500万元；突出数字赋能，大力

支持数字和影视文化深度融合发

展，对数字影视按投入成本最高给

予1000万元补贴；突出产业链全覆

盖，政策从创作、拍摄、制作、宣发

等全链条给予支持，从技术、服务、

人才等全要素给予保障，同时涵盖

首映、节展等活动和全周期一站式

专业服务。

（二）全年影棚全域影城，在

“实”上做文章。厦门已建成集美

集影视产业园区、厦门影视拍摄基

地、理源·未来电影世界等 20个专

业影视产业园区或基地，形成相对

完整的影视摄制配套供应链，构建

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影视摄制

服务体系，实现全域影视拍摄环境

的迭代升级。厦门影视拍摄基地

占地约 5.5 万平方米，拥有福建省

首个高标准摄影棚群；福建单体规

模最大、全流程使用虚拟拍摄技术

的 XR 数字影棚，厦门火炬元宇宙

（XR）公共技术服务平台2024年初

揭牌运营。

（三）培育人才优化服务，在

“效”上见行动。厦门建立起多层

次影视人才培养体系，努力汇聚院

校、行业、企业等优质资源，积极培

育编剧、出品人等影视制作人才及

策划、美术、特效、摄像、剪辑等影

视专业人才。厦门大学电影学院、

厦门理工学院影视传播学院以及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影视职业技能

专业等一批影视高等教育项目陆

续成立。

活力金鸡：

创新释放产业发展动能

“金鸡奖”落户这五年，厦门紧

盯“以节促产”，创新激活“金鸡”招

牌，打造出“影视+”全产业链条的

产业蓝海。

（一）“影视＋市场”扩大金鸡

机遇。首创“金鸡电影市场”，构建

“产业交易”体系。仅2023年，就有

126 个影视文化产业项目落地厦

门，涉及影视制作、文旅融合、影视

科技、产业基金等多个业态。近 5
年来，厦门影视文化企业、机构数

量年均增长 10.2%,营业收入年均

增长超过 10%，2023年已达 2286.6
亿元，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超

过5%。正午阳光、中影集团、华策

影视、倍视、火焰山等行业龙头企

业纷纷落地厦门，陈道明、朱一龙、

张颂文、袁和平等知名影人在厦设

立近 200家工作室，中国文化产业

投资基金二期等国家级母基金及

影视文化类投资基金也纷纷相约

鹭岛。

（二）“影视＋文旅”形成联动

效应。影视 IP赋能，融入娱乐旅游

观光等业态。厦门先行先试推出

“追热剧·游厦门”影视旅游线路系

列产品，将在厦门取景拍摄的影视

剧串联起来，包装 35 个影视打卡

点、60多条“金鸡”影视主题旅游线

路、300 多款“金鸡”特色酒店服

务。印有陈道明、张艺谋等36位德

艺双馨优秀电影人手模和签名的

金鸡百花星光海岸成为深受市民

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点，每月吸引

人流超过 10万人次。华强方特主

题乐园、《小城春秋》影视小镇等影

视文旅项目，备受游客欢迎。

（三）“影视+消费”升级消费市

场。挖掘服务需求，做足影视消费

市场。厦门全域获中广联合会授

予“全国影视指定拍摄景地”，正持

续打造厦漳泉“1小时拍摄圈”。仅

厦门市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就累计

受理来厦拍摄报备剧组 360个，累

计带动消费超 16亿元。每年金鸡

电影节期间住宿餐饮、旅游零售等

经济贡献增长率约20%。2023年，

全市总票房达 4.3 亿元、1016 万人

次观影，人均观影1.9部，人均票房

持续全省领先。

（四）“影视＋教育”壮大“文艺

后备军”。通过金鸡创投大会、青

年导演论坛、演员论坛、新动力电

影之夜等多项活动，帮助电影新人

完成电影梦想。2020 年起创新举

办金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短片

季，开展短片评选推优，推优作品

不仅得到了产业推介，主创人员还

进入金鸡青年导演训练营，与知名

导演、制片人等行业前辈面对面交

流学习。

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开展

电影进社区“温馨家园”活动，累计

放映超 10 万场次，观众达 2000 万

人次。发动国贸集团等参与“光明

影院”公益观影活动，关注特殊人

群的观影需求；开展学生影视教

育，保障全市中小学生每人每年观

看 10部电影。每年暑期开展儿童

电影季活动，精选多部海内外优秀

儿童影片，配套电影研学、光影魔

术秀等儿童美育系列活动，提高学

生电影艺术鉴赏力。

乐享金鸡：

创新品牌深化影城深度融合

厦门借由自身地理优势和“闽

派影视”底蕴，创新挖掘、充分释放

“金鸡”品牌效应，举办贯穿全年覆

盖全域的影视活动，推动节城双向

赋能、影城深度融合。

（一）“金鸡+厦门”品牌促双向

赋能。整合打造金鸡影展品牌，每

年展映国际影片新片占比高达

80%，中国内地首映率超过90%，同

时关注中小成本制作和艺术电影，

在国内各大影展中独树一帜，既符

合金鸡奖作为行业标杆的自身定

位，也契合厦门开放包容的城市形

象。五年来，展映来自全球60多个

国家和地区 167部影片，“电影+厦
门”的话题度与星光度相映成辉，

厦门城市形象美誉度因金鸡品牌

活动不断出“新”而持续出“圈”、出

“海”。

“金鸡”效应加持，影视产业链

日益成熟。厦门出品电影、电视剧

数量均占福建省 60%以上。根据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发布的

《2022 年中国电影投融资报告》数

据，2019年至 2022年度，从电影备

案企业数量、票房前50影片出品企

业注册地来看，厦门排名不断攀

升，2022年均已迈入全国前五。电

视剧《山海情》《绝密使命》等获得

“五个一工程”奖，电影《中国乒乓

之绝地反击》获第36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四项提名。2023 年暑期档热

映的电影《消失的她》《我爱你！》

《长安三万里》，国庆档口碑第一的

《志愿军：雄兵出击》均有厦企

参与。

（二）“国家电影名片”助电影

城市氛围提升。厦门坚持文化惠

民，每年策划“全年金鸡、全城金

鸡”系列活动20余场。引进国际和

港澳台地区优秀电影近 200部，展

映国产经典电影 200余部，覆盖全

市影院、农村社区、企业等，持续营

造市民群众有感的城市电影文化

氛围。电影节策划贯穿全年、覆盖

全域，已经成为“市民的节日”。

（三）“华语圈”影视搭桥深化

两岸融合发展。厦门是众多台湾

影视从业者登陆的第一站。依托

金鸡奖在华语电影圈的虹吸效应，

以影视文化搭桥，在厦门打造辐射

两岸的“金鸡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

短片季”品牌，短片季已成功举办

四届，共有超过 3500 位来自内地

（大陆）、港澳台地区及海外优秀华

语青年影像创作者参加。2023 年

共征集短片作品1232部，其中台湾

作品165部，同比增18%；举办金鸡

电影市场台湾电影专场交流会，红

杉娱乐、有戏娱乐、良人行影业等

15 家台湾地区主流影视企业组团

来厦交流并发布最新项目。

影视业具有高科技、高融合、

高附加值、产业链绵长和带动性强

等特性。厦门市立足区位优势，把

电影作为城市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打造“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和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引擎，借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长期落户的契

机，大力发展电影事业和产业，探

索建设“全域影城”，进一步提升了

厦门城市功能品位和国内外影响

力，影与城相辅相成。从大力扶持

影视精品创作，到金鸡影展、公益

放映、“全年金鸡、全城金鸡”、影视

文旅……电影已经成为厦门这座

城市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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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雪豹和她的朋友们》制片手记

历时六年精心打磨的纪录电影《雪豹和她的

朋友们》问世一年来，受到广大观众的持续关注和

热情讨论，海外观众特别是海外媒体朋友对此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这部影片所表达的审美观照与

社会价值，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唤起了海内外

朋友们珍视与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英国专业摄

影师协会主席缇姆·弗莱奇对制作方在电影中秉

持的生态文明理念和保护自然环境的热情充满

敬意。

保加利亚《24小时报》记者帕夫莱塔·戴维多

娃说：“这部影片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

丽，也让我更加关注野生动物的保护问题。我特

别喜欢影片中的雪豹和牦牛，它们可爱又天真，我

从动物身上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同时，这部影

片提示人们关注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应

该共同努力，为这些生灵创造一个更好的家园。”

智利普雷森萨通讯社导演阿尼巴尔·费雷斯

说：“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着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

全球性挑战。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的义务，

我们需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为地球的

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些真诚的赞誉和期许，都让我们感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