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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举办“金鸡·鼓浪屿论坛”。中共福

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中国影

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参

加论坛并致辞。中宣部电影局副局

长、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主

任秦振贵，福建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省电影局局长许守尧，厦门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吴子东，中央民族歌舞

团党委书记张庆安，文化和旅游部国

际交流与合作局一级巡视员李少平，

中国影协副主席尹鸿、傅若清、张冀，

中国影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刘

冰，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

任宋智勤，阿里影业总裁李捷，猫眼娱

乐首席执行官郑志昊，万达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祉希，制片

人、导演方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副教授梁君健，阿里影业灯塔研究

院院长牧晨，编剧、导演董润年，演员

岳红、马丽等参加论坛。

论坛以“汇聚改革力量 绘就时代

光影”为主题。讨论中，各位嘉宾通过

主题分享、鼓浪屿发布、圆桌对话等环

节为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

策。大家认为，新时代新征程，广大电

影工作者应坚守人民立场，提高观察

人民、阅读生活的能力，同人民一道感

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

人民放歌。

论坛现场还发布了《2014—2024
中国电影十年艺术发展报告》《2024
中国电影投融资报告》和《2024 中国

电影观众变化趋势报告》，为中国电影

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坚守人民立场

以精品书写新时代的文化气质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十周年。今年 7月，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也为文艺

工作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工作指明

了方向。

论坛上，张彦谈到了新时代对中

国电影的呼唤。他表示，新时代呼唤

中国电影把握历史方位，热忱描绘民

族复兴的恢弘气象，新时代呼唤中国

电影坚守人民立场，在书写人民史诗

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新时代呼唤中

国电影坚持守正创新，矢志不移攀登

艺术高峰。

“站位新时代，我们要以大历史观、

大时代观审视中国电影，自觉肩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

主题，增强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情感和体

悟，增强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

历史进程的在场感，从时代之变、中国

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

用光影艺术打造传世之作，弘扬中国精

神、凝聚奋进力量，全方位、全景式展现

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邓光辉认为，在深化文化体制机

制改革、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

电影想要更好地发挥建设现代文明的

重要作用，第一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持续深化改革；第二要助力文化强国

建设，不断繁荣创作；第三要建设现代

文明形态、发挥精神力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正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市场竞

争加剧、技术创新迭代、观众的需求变

化，这些都在考验着电影工作者的智

慧、勇气与创新能力。我们必须高扬

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增强文化自信，

加快适应信息技术发展新形势，培育

电影创作人才队伍，激发全行业创新

创造活力，以改革创新精神持续推动

电影高质量发展。”

聚焦“时代使命”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电影篇章

今年鼓浪屿论坛的主题聚焦“时

代使命”，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和实

践经验，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电影篇章”进行了分享和

交流。

中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影

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在发言中表

示，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在他看来，如何更好满足观众需

求，是电影人要答好的“人民之问”。“电

影从业者们要继续矢志不渝，积极面对

新竞争格局，通过思考与探索来应变、

求变，观众心目中对电影‘独一无二’的

期待仍在等待着被回应、被激活。我们

应当坚信，电影仍为时代所召唤，为人

民所期待，唯有凝心聚力、笃行不怠，方

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阿里影业总裁李捷从“引进来”和

“走出去”两个角度探讨了阿里影业的

发展趋势。他认为 2024中国电影市

场整体呈现出“国产片主导、引进片锦

上添花”的双重变奏，而中国电影人也

在积极向全世界呈现中华传统文化和

东方审美，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喜欢

多元化、国际化的电影内容，不少‘从

金鸡出发’的进口影片也在国内市场

收获了突破性的表现。未来，阿里影

业将继续用丰富的海内外作品满足中

国观众多元化的需求，也会持续助力

中国电影‘走出去’，希望通过我们全

体电影人的努力，让电影成为世界文

化交流的共同语言，也让灿烂的中华

文化在全世界生根发芽。”

猫眼娱乐首席执行官郑志昊从内

容、观众、用户关注和科技四个层面对

中国电影产业进行了分析，他总结出

了“性时比”和“影院属性”两个关键

词。“‘性时比’是单位时间里电影带给

观众的价值。今天的观众希望在两个

小时里面看到更多的内容，他们期待

更好的观影体验，需要更紧密的价值

产出，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期待的影片

才能有好的口碑。‘影院属性’是观众

离开影院时获得的增量体验。电影需

要提供给观众无以替代的视听体验、

丰富的情绪价值和情节内容，让他们

从多样化的娱乐和媒介选择中‘回归

影院’，这也是时代和观众对电影创作

和宣发提出的要求。”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裁陈祉希分享了未来万达电影的创

新与变革计划。她结合“花花世界”

“时光青春跃幕计划”等案例，表示希

望能在为观众们带来最前沿光影体验

的同时，也帮助创作者更好地进行艺

术表达。陈祉希说，面向未来，万达电

影将打造新生力量创作空间、优质电

影展映空间、理想生活触达空间“三位

一体”的超级娱乐空间，满足年轻观众

对待新生事物的专注与热爱。

制片人、导演方励结合《里斯本丸

沉没》的创作历程，分享了电影人的情

怀与感悟、责任与担当。“生命太短，要

做比自己活得更久的电影”。他说：

“电影多唯美，它能把我们经历的喜怒

哀乐、情怀、梦想、憧憬、焦虑，以及时

代的烙印留给孩子们，期待电影活得

比我们的生命更久。”

“数读”产业迭代

为中国电影发展提供参考

今年的“鼓浪屿发布”带来了三

份报告。涵盖了中国电影的艺术发

展、投融资情况以及观众变化趋势等

内容，为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参考。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

学教授尹鸿发布了《2014-2024中国

电影十年艺术发展报告》，报告从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创新、类型电影的融合突

破、中小成本电影的百花齐放等方面

来概括中国电影的十年艺术发展

之路。

尹鸿总结了中国电影十年发展

的总体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

电影的叙事核心，不断提升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文化自信和文

化自觉，不断完善现代电影美学形态

和电影工业体系，形成了主旋律和多

样化协作的艺术探索繁荣局面。”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文创

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发布了

《2024 中国电影投融资报告》，从电

影市场及项目投融资概况、电影市场

主体分析、中国电影企业ESG披露情

况、电影产业挑战与改革展望等角度

进行数据分析。

“在这样的历史走向中，我们可

以发现，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创作规

律、拥抱技术、拥抱变革是电影产业

未来发展的核心路径。”他呼吁行业

应该尊重市场创作规律、拥抱技术变

革，携手并肩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继续一起努力。

阿里影业灯塔研究院院长牧晨

发布了《2024中国电影观众变化趋势

报告》，报告从电影观众对内容的需

求与偏好、电影观众的消费与行为习

惯、行业专家市场回顾及展望等方面

展示了 2024电影市场及观众变化。

牧晨表示，观众提前购票时，票价是

其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而当观众临

时购票时，影片口碑、类型、故事题材

的重要性要更强于票价，“观众的类

型选择可能有其周期性变化，但电影

依然需要依靠故事品质赢得观众。”

分享创作经验

用真情实感呈现时代变迁

在圆桌对话环节，张冀、岳红、

马丽、董润年就当下“时代与人民”

“角色和共鸣的关系”等议题进行了

讨论，面对时代的变迁与人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需求，嘉宾们结合自身

创作和工作经历，从不同的角度畅

谈心声。

谈及作品中对时代感的把握，张

冀认为电影人永远不能站在岸边看变

化，而是要在变化中迎接变化。董润

年认为面对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创作

者需要用心去感受生活的同时，深入

网络、考察观众的真实心理。关于角

色的塑造，演员岳红与马丽从两个方

向给出了回答。岳红认为演员要观察

生活、坚持二创、海纳百川、不断学习，

从而让人物有血有肉。马丽认为演员

需要扎根生活，需要让观众产生共鸣、

看到真实，呼吁电影创作者们多拍具

有社会正能量的电影。

论坛上，与会嘉宾深入探讨了如

何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塑造更加立体、

真实的角色；结合现状和趋势，肯定了

关注时代与人民对当下创作的必要意

义，以及通过角色塑造引发观众共鸣

的重要性。

本报讯 11月16日，导演陈凯歌与

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在金鸡电影市

场板块展开艺术对谈。两人就电影艺

术的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交流，为观

众带来一场关于电影艺术、技术创新

以及文化交融的思想碰撞。

谈到创作心得时，陈凯歌认为，20
世纪90年代是全球性电影创作的黄金

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注重人物

描写与刻画的优秀作品，如《阿甘正

传》《肖申克的救赎》等。他表示，这一

时期的导演大多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文

学的强烈影响，使得文学的种子在他

们的电影作品中生根发芽。泽米吉斯

坦言，自己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一直

想要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也将观众

的审美需求放置在最关键的位置。

对此，陈凯歌表达了一致的看法，

他认为，电影创作者需要保持孩子般

的好奇心，不断探索和尝试不同的题

材和风格，以寻找自己真正该走的道

路。他们鼓励年轻电影人抓住电影节

展的众多机遇，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

的作品。

针对科学技术在电影创作中的运

用与变革的关键议题，泽米吉斯从技

术创新的角度出发，论证电影特效如

何切实增强叙事。泽米吉斯导演的经

典电影《阿甘正传》获得了第67届奥斯

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影片、最佳

男主角等重要奖项，同时也受到了最

佳视效奖的表彰。回顾《阿甘正传》等

作品对电影特效技术的运用经验时，

泽米吉斯强调了技术创新在电影叙事

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电影是一种依靠

技术的艺术形式，技术的发展使得电

影人能够更好地呈现他们的想象。

陈凯歌也分享了他对技术革新的

理解。在他看来，尽管技术发展为电

影带来了新的可能，但电影创作的核

心始终是人，艺术创作的核心也仍然

是人的情感和故事。技术手段应服务

于艺术创作，而非主导。电影创作者

必须了解观众，需要不断创新叙事手

法和表现形式以适应观众的变化和新

的需求，这才是成功的关键。

“电影是操控时间的媒介，”泽米

吉斯说，“技术创新让我们能够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讲述故事。”他也对陈凯歌

的观点感到认同，表示随着技术的进

步，电影人有了更多工具来强化演员

的表演，但对这些工具的使用需要非

常谨慎和小心。两位导演同时都对电

影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尽

管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新的观影方

式，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核心

价值和魅力不会改变，同时经得起时

间的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金鸡国际影

展期间，泽米吉斯导演的新作《此心安

处》举行了中国首映礼。影片中所传

达的深刻情感在引发观众共鸣的同

时，也展示了泽米吉斯对电影技术的

独到理解和运用。《此心安处》的首映，

是泽米吉斯艺术探索的新成果展示，

也是金鸡国际影展为影迷带来的特别

礼物。

（姬政鹏）

本报讯 日前，电影《此心安处》在

金鸡国际影展举行中国首映。导演罗

伯特·泽米吉斯偕夫人莱斯利·泽米吉

斯亮相红毯，并与影迷观众共同观

影。映后互动环节，泽米吉斯导演就

影片制作与创作初衷等话题，真诚回

答媒体与影迷观众提问。在场观众表

示“导演此次的创作手法令人眼前一

亮”“是一部温暖且深刻的佳片”，为影

片送上好评。

《此心安处》由奥斯卡获奖团队制

作，改编自广受好评的理查德·麦圭尔

同名漫画《HERE》，由罗伯特·泽米吉

斯执导，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保

罗·贝坦尼、凯利·蕾莉、米歇尔·道克

瑞主演。这是一部关于百年间多个家

庭分别住进了同一间房子后发生的一

系列关于爱、失落、欢笑和泪水的

故事。

电影《此心安处》是汤姆·汉克斯

与罗宾·怀特30年后再度合作，影片中

二人以理查德与玛格丽特的身份相伴

相守，此次的银幕相聚，也令现场的影

迷观众感叹“情怀满分”。在被现场观

众问到“此次与两位老搭档合作有何

感受”时，泽米吉斯回答道：“看到两位

合作伙伴脸上都有了岁月的痕迹，某

种程度上感觉到还是比较亲切的，并

且因为大家都彼此非常熟悉，也非常

了解，所以在创作过程中更加地愉悦，

更加地纯粹。”

映后互动环节，郭子健表示：“我

觉得整部戏非常特别，之前没有办法

想象在整一部电影以一个沉浸式的视

角贯穿始终，而且还呈现得这么完美，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让我激动得哭出来

了，是我感受过所有的镜头运动中最

神奇的一次。”罗伯特·泽米吉斯对此

表示十分感谢，并回应道：“我希望自

己对这个故事或影片的呈现，能够让

观众用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观影方

式来观看，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电影

本身最有趣的地方。”

（姬政鹏）

汇聚改革力量 绘就时代光影
——“金鸡·鼓浪屿论坛”建言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罗伯特·泽米吉斯暖愈新作中国首映

《此心安处》亮相金鸡国际影展

探索电影艺术与技术融合

金鸡电影学堂：
陈凯歌对谈泽米吉斯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罗伯特·泽米吉斯偕夫人莱斯利·泽米吉斯亮相红毯

导演陈凯歌（右一）与罗伯特·泽米吉斯（右二）对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