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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
青年制片人培育计划优秀项目公布

本报讯 2019 中国电影基金会吴

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青年制片人

培育计划优秀项目公布。日前，中

国电影基金会根据终评评委经过多

方面权衡和考量所给出的意见，最

终选送 6 名青年制片人远赴戛纳学

习交流。

他们分别是：青年制片人贺斌

和项目《老枪》，青年制片人黄迅和

项目《少年的魔角》，青年制片人王

东辉和项目《如果爱情是圆的》，青

年制片人吴涛和项目《永恒碗》，青

年制片人杨菲菲和项目《兔子暴力》

以及青年制片人叶婷和项目《国王

的血》。6 位青年制片人及作品脱颖

而出，即将踏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

磨砺之旅。

对于青年制片人来说，戛纳国

际电影节能够提供更多的训练和增

加视野的机会，每一代电影人在戛

纳或者类似的国际电影节项目中，

都能看到参与其中的青年电影人有

飞跃的思想和进步。

本次终评评委焦雄屏、方励和

阎晓明分别从沟通能力，制片人的

综合素质，以及过往的实践经验，参

与国际电影节的目的和心态，对项

目从开发到发行的整体判断和把控

能力，实践经验等几个方面对制片

人进行评估。对于最终入围的 6 个

优秀青年制片人及其项目，终评评

委给出了中肯而客观的点评。

他们认为，《老枪》的剧本完整

有创意，项目类型独特，制片前期工

作准备充分，制片人思维清晰，经历

丰富多元，未来值得期待；《少年的

魔角》的制片人个人能力出众，逻辑

清楚，思路清晰，具备公关能力，适

合到国际上展长才；《如果爱情是圆

的》的制片人对类型电影有很强的

把控能力，也具备很强的国际资源

整合能力，此项目为合拍项目，已获

得比利时的一定支持，希冀在戛纳

能为项目获得更多资源；《永恒碗》

前期准备工作扎实，励志和体育题

材，具有娱乐和市场潜力，本人拥有

相当丰富的制片及项目运作基础，

积累了一定的国际制片经验，在戛

纳必有所获；《兔子暴力》的制片人

在制片领域从业多年，参与多个优

秀项目的制片工作，具有丰富的实

践经验，本项目具有强烈戏剧冲突、

浓烈的青春色彩和猛烈的时代感；

《国王的血》的制片人积累了扎实的

制片经验，具备出色的沟通能力，摄

制计划完整，有国际性的主创人员

护航，项目足够吸睛，能在国际上觅

得资源。 （赵丽）

进入 21 世纪以来，粤港澳的女电

影工作者呈献的一批女性题材的精

品力作，为华语电影做出了独特的贡

献。

为此，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与广州

图书馆联合举办了“粤港澳大湾区女性

电影巡展”活动，如此大规模的粤港澳

女性电影巡展活动，在内地和海外的文

化史上都是第一次。

研讨热点一：

粤港澳女性电影的独特视角

与家国情怀

本次巡展精心挑选了 6 部佳作

与观众见面：香港女导演张婉婷执

导的《宋氏三姐妹》、香港女导演许

鞍华执导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广

州女制片人张乃琼策划的《脱轨时

代》、深圳女导演李亚威执导的儿童

片《鹰笛·雪莲》、珠海女作家裴蓓编

剧的《天上人》、根据澳门知名女作

家廖子馨作品改编的《奥戈》。

这 6 部作品，有女性编导创作

的影片，也有男性导演拍摄的女性

题材影片。同样是刻画女性，男女

审美视角所展示的女性形象却有所

不同。

女作家高雅楠编剧的女性题材

电影《脱轨时代》，塑造了一位“80
后”白领女性形象，由张静初饰演，

深受观众喜爱。许鞍华执导的《天

水围的日夜》，展现香港底层小市民

生活，剧情仿佛平静如水，由各种琐

碎的生活片段构成，但勾画的中年

女工贵姐（鲍起静饰），具有女人特

有的人情味。在银幕上表现女性，

女性电影人特有的视角和感觉，完

全不同于男性电影人的旁观者角

度，她们将女性的主体意识带入角

色创作之中，破除男性视角下的女

性标签化、符号化，用更细腻的艺术

手法表现女性角色的境遇、心态、情

感与欲望。

女性群体常常被赋予一种文化

标志，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在社会

结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等多方面

的转变。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在

社会中的角色产生变化，地位大提

升，视野更开阔。粤港澳女性电影

人除了关注女性本身，还有母性视

角下的多种题材，包括家国情怀题

材，甚至是男性题材。

张婉婷的《宋氏三姐妹》（张曼

玉、邬君梅、杨紫琼主演），以宋查理

的家族故事为主轴，用感性、细腻、

委婉的特殊处理方式，将宋庆龄、宋

美龄、宋蔼玲三姐妹不同的人生轨

迹融入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的历史

洪流之中。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

与夜》《桃姐》（叶德娴主演）对于“身

有所处，心无所依”的家的追寻，是

现代香港市民生活题材电影中不可

多得的人文电影，但她执导的《明月

几时有》却是另一类题材风格：以抗

日战争为大背景，通过抗日女战士

方姑（周迅饰）在香港营救文化人的

战斗故事，抒发爱国大情怀。香港

电影一直以来被诟病缺乏情怀，受

限于喜剧、功夫、警匪等几个类型，

但以上这些女性视角下的家国情

怀、打破了这种论断。

研讨热点二：

新时期粤港澳女性电影人的

成长

这次巡展活动形式多样，除了

影片展映，还组织了与观众直接对

话的映后交流，以及专业性的学术

研讨活动。

有趣的是，在多次的交流中，当

观众问及女性电影人在工作中是否

受到因性别而带来困扰或受到歧视

时，所有的回答都是“没有”。纵观

中国电影诞生百年历史，从表面看

来，始终是男性占据中心位置。女

性电影人不约而同的答案，显示出

开放的社会大环境，给了女性电影

工作者自由的创作环境，女性在电

影产业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

《脱轨时代》的总策划、出品人

张乃琼和《奥戈》制片人王雁，都说

拍电影压力很大。当观众问“你们

总是这样说，是否说明女性电影人

的抗压能力比较小？”时，王雁反倒

笑着说：“这恰恰是我们抗压能力比

男性强的原因。”她说，女性习惯用

话语来疏解压力，反倒是闷声不响

的男人们，容易有因压力积压而爆

发的情况。

参加本次巡展的某些文艺片，

票房成绩不理想。如《奥戈》讲述澳

门土生族群在回归祖国前后，对于

“我是谁，我来自哪儿”的迷惘，这一

世界性的心灵追问，使该片入围了

“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却未能在中国电影市场打响。

曾经与张艺谋、姜文、吴宇森等大导

演的新片一同被选送到威尼斯国际

电影节的《天上人》，因不是商业电

影，在院线评估中不被看好，放弃了

宣发。时隔多年，《奥戈》制片人王

雁、《天上人》编剧裴蓓再次回顾这

两部片子制作过程的艰辛与遗憾

时，都十分坦然，并与观众一起重新

审视片子存在的问题。

本次巡展是广东省电影行业协

会迎接新中国建国 70 周年、澳门回

归祖国 20 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发

起并主持本次活动的该协会副秘书

长刘海玲教授说：“巡展活动的主题

是‘回顾与展望’，很有意义，它体现

了电影人的坚持与进步，观众的理

性与审美觉醒，南派电影一定能继

续为中国电影争光添彩!” （岳颖）

本报讯 为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给参加2018“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

产论坛的青年代表回信精神，紧密对

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走出

去”战略，展示长沙媒体艺术与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成果，加强长沙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由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巴哈

马联邦驻中国大使馆、牙买加驻中国

大使馆、巴巴多斯驻中国大使馆和中

共长沙市委宣传部主办，长沙市文化

旅游广电局、长沙市电影业协会承办

的2019“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

坛暨长沙媒体艺术节·“加勒比电影

展”日前在长沙举行。

4月 1日，“加勒比电影展”在长沙

正式拉开帷幕。长沙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陈中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

电影行业已成为拉动长沙文化消费

的强劲动力、展示星城文明形象的靓

丽名片、实施文化惠民的品牌工程。

目前，全市共有 118 家影院，银幕 877
块，总座位 12.58 万个。2018 年全市

观影人次 2420 万，放映场次 134 万，

商业影院总票房 8 亿元，同比增长

13.8%。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驻华大使西丹

辛格为活动致辞。他认为，这次活动

的电影讲述了家乡的多元文化，讲述

了共同构成当地现代社会非洲、印度、

欧洲和中国不同群体的故事。

牙买加电影导演丹妮尔·罗素介

绍了加勒比地区电影行业的基本情

况。她表示，加勒比地区是多元文化

的大熔炉，景色优美。90年代起，许多

电影到加勒比拍摄制作，这为加勒比

电影业的发展构建了持续的良好生

态。欣欣向荣的加勒比电影行业也诞

生了许多著名影片如伊德瑞斯·艾尔

巴导演的《亚迪》，和迪士尼出品的“加

勒比海盗”等。

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

和国驻华大使西丹辛格、巴哈马联邦

驻华大使罗伯特·匡特、牙买加驻华大

使丘伟基和巴巴多斯驻华大使杰克

曼，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赵柏林、长沙市文旅广局局长杨长江

和长沙市电影业协会会长林云等参加

开幕式，并与现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青年代表、中国青年代表、创意城市

代表、中国青年志愿者等近300名观众

共同观看了主题影片《寻找罗定朝：从

哈莱姆到中国》。

《寻找罗定朝：从哈莱姆到中国》

是由牙买加导演 Jeanette Kong 执导的

纪录片，讲述了一段家族成员在九十

一年的别离之后跨国寻根的故事。

“加勒比电影展”活动共持续5天，

其中 4月 2日至 5日分别在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长沙学院

的室内剧场或会议室播放加勒比相关

国家的 4 部电影作品。影片包括《坚

强-特多的中国故事》、《姨妈》、《水》和

《寻找罗定朝：从哈莱姆到中国》。所

有展出影片全部为交流公益性质，不

对外公开，也不收取任何观影费用，只

在内部放映，做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

使用。

“加勒比电影展”活动充分促进了

长沙与加勒比地区之间的电影文化交

流互动，搭建起电影文化碰撞平台和

机制，相信通过此次跨文化的交流实

践，必将为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国家文

化的互交互鉴搭建了一条崭新的桥

梁。

（长沙市委宣传部电影电视剧管理处供稿）

本报讯 由上海杰燕文化艺术传

播有限公司主办的《艺术家任何时候，

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幸福——致敬电

影大师赵丹诞辰 104周年经典影片展

映》将于5月24日在上海影城举行。

影展拟聘请原中影集团董事长韩

三平担任艺术总监；拟聘请原解放军

艺术学院副院长禹文淮担任顾问。此

届影展得到原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副市长、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

原中央电视台制片人、电视剧《赵丹》

总制片人李清水，上影演员剧团团长

佟瑞欣的特别祝贺。

电视剧《赵丹》总导演翟俊杰，上

海电影集团公司创作策划部主任郑向

虹，《赵丹》剧组演员陈海燕、马冠英等

届时将亮相活动。影展仪式上《赵丹》

剧组演员将演绎剧中片段，并将放映

赵丹的经典电影代表作《烈火中永

生》。

主办方表示，举办《致敬电影大

师赵丹诞辰 104 周年经典影片展映》

是对这位中国电影百年史上耀世辉

煌的电影艺术家的缅怀。赵丹不仅

为中国电影留下了一世经典，如《海

魂》、《林则徐》、《烈火中永生》等影

片，他衷告所有电影工作者的人生诤

言：“艺术家在任何时候，要给人以

真、以美、以幸福”，为人要真，从艺要

专，作品要美，也是中国电影人的宝

贵财富。

（马里）

本报讯 4月 12日，由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新闻出版

广电局、天山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

电影《远去的牧歌》正式在国内上映，

该片主要展现了改革开放 40年来，以

哈萨克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的巨大

生活变迁，同时还如画卷般将新疆阿

勒泰、木垒县等地的壮丽景色搬上大

银幕。

影片 4 月 8 日亮相第九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后，获得业内众多“大咖”一

致好评和观众的强烈推荐。翟建新、

饶曙光、哈那提别克·朱马拜等业界专

家在观看影片后纷纷给予好评，称赞

“这是一部中国电影所需要影片”。

《远去的牧歌》片中不仅展现了祖

国西域的大美风光，还将镜头直接对

准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变迁，尤其是游

牧转场等镜头启用了30万牲畜在草场

迁徙，令人叹为观止。著名导演、中国

环境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翟建新观影

后说，在追求商业化、感官刺激、视听

效果的大环境下，《远去的牧歌》主创

能有这么淳朴的创作动机，这么诚实

的创作态度，同时满怀虔诚地对自然

的礼赞，可以看出创作者非常不容

易。他们有艰苦卓绝的诚心，这也让

我们非常感动。

影片在宏大的背景之下，为了准

确拿捏游牧民族细腻的情感变化，在

男女主角方面均由非职业演员“本色

出演”。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

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

为，影片的景观极富感染力和冲击

力，观众可以感受到影片表达的独特

情绪。并表示这是一部非常丰富，值

得回味的电影，也是一部值得用心感

受的电影。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一部

“培根铸魂、温润心灵的作品”，是中

国电影所需要的。

一直关注游牧民族题材电影的哈

萨克族著名作家哈那提别克·朱马拜

认为，《远去的牧歌》与以往此类题材

电影有显著的区别，以改革开放 40年

以来的变化和发展为主题，将牧民由

原始的转场生活到牧民定居的现代生

活的历史过渡表现出来，同时又将牧

民心中对传统文化和新文化冲突的纠

结展现，并在故事最后以巧妙的结尾

告诉人们，“传统文化一定要传承和发

扬光大”这样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主题

上实现了跨越和创新。 （张荣辉）

《远去的牧歌》公映获影视界专家“点赞”

2019“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
暨长沙媒体艺术节·“加勒比电影展”活动举行

艺术家任何时候，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幸福
——致敬电影大师赵丹诞辰104周年经典影片展映将于5月举行

2019粤港澳大湾区
女性电影巡展广州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