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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3金鸡艺术电影展开幕式

日前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影

协分党组书记张宏；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

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中

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喇培康；中国影协分

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曹俊；北京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总务长董志勇；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马化祥；北京大学商

业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赵龙凯；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副院长李洋；导演麦丽丝等参加

活动。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会议中心主任

胡新龙主持。

董志勇在致辞中表示：“以本次活动

为契机，希望金鸡艺术电影展能够在北大

生根发芽，将更多的作品带进校园，北大

将一如既往地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为中

外电影文化的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

慧。”

曹俊表示：“希望通过这样小而精的

集中展映与北大青年师生们面对面交流，

共同欣赏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黄金

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

过去，乃在将来。’希望北大青年学子通过

本次影展活动，对生活有新思考，对人生

有新触动。”

本次金鸡艺术电影展旨在宣传中国

电影金鸡奖品牌文化，激励和推动优秀艺

术影片创作，致力于金鸡奖影片的传播

力、影响力的提升。与会电影人对本次金

鸡艺术影展及优秀影人佳作给予了高度

赞扬和评价。主办方为展映影片的主创

代表颁发了荣誉纪念杯。《冰下的鱼》的导

演张力代表参展影片创作人员发言，他认

为：“北大有精神，电影有传承。作为电影

人，我们要做理想信念的守望者，初心不

改，不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电影精品力作，无愧于时

代。”

本次金鸡艺术电影展于 4 月 26 日

至 5 月 6 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

堂举行。期间将展映《塔洛》《冰下的

鱼》《红花绿叶》《匹诺曹》《波斯语课》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6 部国内外电影，

这些影片均为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或

获奖作品。

电影展活动期间还设置了影片主创

的映后交流，有戴锦华、李洋等学者进行

电影导赏，以及“电影大师课”“学术论坛”

等环节。

参加展映活动的电影创作者和理论

研究者将与北京大学的师生就展映影片

展开对话，并对当下国内外影展和行业现

状等进行交流。

在北京大学迎来建校 125 周年之际,
中国电影金鸡奖首次走进北大校园，通过

联合展映部分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

片和最佳外语片，为广大师生带来更丰

富、更深刻的艺术体验，这也是一次推动

中国电影发展、传承电影文化的积极

探索。

（姬政鹏）

本报讯 由新浪娱乐主办的新浪

潮论坛在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期间举行。电影《人生大事》导演刘

江江、电影《回廊亭》导演来牧宽、电

影《兔子暴力》导演申瑜，一起畅聊

创作经验、分享心路历程。

理性看待不同声音

作为青年导演，“过五关斩六

将”带着作品进入市场，需要直面来

自真实市场的检验。随着电影市场

和电影宣发的变化，导演逐渐深入

宣发体系。他们从幕后走向台前，

与观众互动、向市场推介，同时也直

接面对各种不同的声音，有夸赞好

评，也有质疑、差评。对此，三位导

演看法相似，认为不同的声音对于

电影市场的繁荣是有益的，理性地

看待不同声音，从批评中汲取养分、

反哺作品是最重要的。

刘江江说，自己会天天刷手机，

会有哪些物料曝出来，观众如何评

价反馈，《人生大事》上映时也遇到

过一些批评剧本结构的差评，“好新

闻、坏新闻，总好过没新闻。既然你

决定从事直面观众的工作，就得

认。”来牧宽认为差评不是坏事，“从

评论中可以看到观众真实的反应，

不管是夸你还是骂你，会知道，哦，

这些人原来是这样解读的。”申瑜的

《兔子暴力》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在业界或者团队中，基本没有听到

过差评，反而是上了院线面对大众

的时候，突然知道还有铺天盖地另

外一种声音。”申瑜导演表示，专业

观众和普通观众喜好不同，不管是

好评还是差评，只要是认真聊电影

的，都是好的声音。

关于目前国内的“电影批评机

制”，来牧宽认为，场子热起来很重

要，如果没有人看、没有人关注，对

电影本身就是一种伤害。申瑜也认

为：“有人评论说明这个市场很活

跃。”

与“关键合作者”相互成就

作为电影新锐导演，三位导演

也现场分享了与各自的关键领路

人、关键合作者的故事。

刘江江认为，电影是集体创作，

自己一路上碰到了很多“贵人”，从

制片人李欣然到监制韩延、演员朱

一龙等，“韩延导演在创作阶段是我

们的项目主心骨，对于个人来说也

是我的职业偶像和指路明灯。我们

合作是很舒服的，年龄相仿，经历也

有相似的地方，基本是情趣相投的，

从最早剧本结构怎么做到拍摄方案

等，都是很快达成一致。”

来牧宽曾导演网剧《唐人街探

案》，再到电影《回廊亭》，他与马珂、

陈思诚都有非常好的合作，“马珂是

一个话很少、有决断的资深制片人，

他就像一棵树，一个坐标，相信你，

帮助你；与陈思诚合作，双方互相激

励、互相碰撞。”来牧宽表示：“和你

的关键合作者互相信任、互相吸

引。相信你是好导演，相信监制是

好监制，制片人是好制片人，这种信

任感就能创作出好作品。”

申瑜导演谈到《兔子暴力》监制

方励、李玉时表示，方励会参与编剧

工作，会有很多想法和建议。李玉

像是朋友，会尊重导演的创作，帮助

自己在对谈中找到方向。

用好的故事被市场“看见”

电影市场一直在寻找新锐创作

者为其注入强劲活力，同时，青年创

作者与作品也需要“机会”与“被看

见”。一部电影从孵化到面向市场

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关于“电影

创作缘起和作品如何被看见、如何

打动投资人”的话题，三位导演分享

了各自的故事和经验，对于他们来

说，好的故事和剧本，是打动自己和

投资人的根本。

刘江江拿着《人生大事》的剧本

参加电影创投，与专业电影公司的

制片人建立了联系，一遍遍打磨剧

本，一次次讲故事，才促成了和现在

制片公司的合作。“最难的其实是敲

开大门，博得市场或者资本对你的

信赖。一个初生牛犊，没有什么成

功的案例，让大家肯跟你一起冒

险。青年导演能做的就是改好你的

剧本，讲好你的故事，一遍一遍磨。”

申瑜的导演处女作《兔子暴力》

创作缘于自己当时在北京上学时的

一个课堂作业，她分享道：“这个故

事一开始没有考虑市场、观众等因

素，单纯是因其人物强烈的内在冲

突和情绪的戏剧张力。后来在青葱

计划扶持下，这个故事得以拍成电

影，上了院线。”

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院线作品之

后，三位导演接下来还将以更多创

作和作品，继续接受市场和观众的

检验。

刘江江用“一个猴一个栓法”来

形容目前的创作，他透露正在筹备

现实主义题材的大众电影。来牧宽

透露下一个项目正在筹备期，“做电

影的过程就是用作品的方式看到自

己。上一次创作的时候，我可能认

识了自己的一部分，下一次创作的

时候可能又更深刻的认识了自己。

我尽力想下一部作品做一个不同的

类型，我想做一个喜剧。”申瑜则希

望选择和自己契合的项目：“很期待

和没有合作过的演员，产生不同的

化学反应。”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指导，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主办，中国

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中国电影

剪辑学会国际协作交流委员会、中国电影

剪辑学会短片短视频艺术委员会、中国传

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导演系、北京翰林院

国际影业、北京雷特世创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承办的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剪辑

的力量”论坛于北京翰林院国际影业制作

基地举办。

上午的论坛由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秘

书长张东辉主持，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办公室执行副主任、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国际电影节运行中心主任崔岩，以及中国

电影剪辑学会会长周新霞致辞；学会副会

长、常务理事、理事、会员以及业界代表等

参加了论坛，并通过中国电影剪辑学会视

频号、央视频、哔哩哔哩（B 站）进行了

直播。

崔岩在致辞中表示，因为剪辑的力

量，电影的语言才更加完善、电影的表达

才更富有魅力；并欢迎中国电影剪辑学会

继续以北京国际电影节为平台，打造“剪

辑的力量”的品牌。

周新霞在致辞中表示，广大剪辑师应

该“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充分发挥

电影剪辑工作在电影制作中的三度创作

功能，用新的理念不断推动中国电影的叙

事发展，用心讲好中国故事。”

本届论坛紧密围绕“剪辑的力量”主

题展开，在“剪辑的力量之国际关注与思

考”环节邀请到第 95 届奥斯卡最佳剪辑

奖提名影片剪辑师埃迪·汉密尔顿、克尔·
尼尔森和特·维拉，以线上对谈的方式与

周新霞以及中青代剪辑师代表吕行、黄曾

鸿辰、李点石、张一博、朱利赟、周肖林等

展开交流，深入探讨了剪辑艺术对拍摄影

像的二次创作、在系列电影中的不断创

新、大型项目工作流程与团队协作等关键

问题，分享了各自在剪辑工作中的创作理

念和独特技巧。

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国际协作交流委

员会秘书长马瑞青主持了下午“剪辑的力

量之国内剪辑创作论坛”环节。其中“电

影单元”由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党支部书

记、副会长张建华，与2022年度各大电影

节剪辑奖提名剪辑师屠亦然、李点石、魏

永、李永一展开对话，分享在《独行月球》

《长津湖》《人生大事》《狙击手》等佳片佳

作中的剪辑创作经验。

“电视剧单元”由中国电影剪辑学会

副会长刘淼淼，与剪辑师曹伟杰、李点石、

史晓飞、张佳等，就《人世间》《风起陇西》

《狂飙》《天才基本法》等2022年度热播剧

的剪辑指导工作展开讨论。

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副会长周影在“网

络影视单元”中，与孔劲蕾、孙依群、战海

红、刘芳、朱建龙等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常务

理事、资深剪辑师们分别对网络影视新生

态分享了各自的专业洞察，强调剪辑思维

在不同视听语言表达中所应体现的特点。

为了更好地支持剪辑师们在数字化、

国际化环境中的创作与创新实践，中国电

影剪辑学会“剪辑未来创新空间”落户北

京翰林院国际影业。中国电影剪辑学会

会长周新霞、名誉会长杨幸媛在论坛上向

翰林院影业董事长林虹、总经理苏美芳

授牌。

林虹表示，希望翰林院影业旗下如影

视后期剪辑、特效制作、杜比白金混音、杜

比视界Baselight 调色等业务，能切实助力

广大剪辑师的创作、创新，并期待未来与

更多海内外优秀剪辑师展开交流、合作。

在本次论坛上，中国电影剪辑学会还

举办了“职业成就的力量”青年剪辑师致

敬老一辈剪辑师仪式，中国电影剪辑学会

还向祖述志、白质朴、周鼎文、杨幸媛等几

位与新中国电影共同成长起来的老一辈

剪辑师们授予了“终身成就荣誉”，与会的

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中青年剪辑师们回忆、

重温了剪辑行业前辈们从胶片到数字制

作，每一个在幕后默默耕耘、追逐梦想的

瞬间，纷纷表示将传承匠心、精益求精，以

赤诚之心、汇聚“剪辑的力量”。与会的剪

辑师们备受感动，纷纷上台与老一辈剪辑

师合影，以此让这一份感动定格。

（影子）

本报讯 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中国电影投融资峰会”日前在京

举办。本次峰会由北京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和保

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聚影

汇（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共同

承办，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唯一

指定金机构给予特别支持。

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副书记、

副台长、机关党委书记，第十三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韦小

玉，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北

京银行行长助理、公司业务总监戴

炜，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黄群飞，保利文化集团

常务副总经理，保利影业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卫强，博纳影业集团

行政总裁蒋德富，万达影视集团高

级总裁助理、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总经理尹香今，保利影业投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挺伟，壹同制作总

制片人钱重远，周泰律师事务所权

益合伙人邱琳，北京师范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维

才，中国电影基金会电影投融资发

展专项基金总监、聚影汇创始人朱

玉卿，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特级航天员刘伯明等参加峰会。

共话电影投融资

韦小玉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电

影产业与金融企业和投资企业的深

度融合，是助力中国电影从电影大

国迈向电影强国的重要举措。中国

电影投融资峰会在打造电影界与金

融、投资领域交流合作新平台方面

具有丰富经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相关部署，特别是北京市“文

化创新与金融创新融合发展”新思

路的具体措施。

张丕民希望电影工作者能多出

好创意、好影片，赢得观众，做大市

场，提振金融投资界对电影产业的

发展信心。

戴炜也表示，北京银行将持续

加大对电影产业支持力度，深化金

融与电影产业融合创新，坚持首善

标准，高质量服务电影产业发展。

聚焦高质量发展

与会嘉宾就如何借力投融资，

实现电影的高质量发展与电影强国

建设，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电影应

有贡献等话题进行了集中讨论。黄

群飞谈到，在电影强国建设中，电影

投融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华

夏电影公司作为国有企业，要在高

质量发展电影强国之路上起到引导

性作用，公司未来将转变投资模式，

从参与民营企业影片、大力支持民

营企业后期制作缺乏资金的影片、

以参投形式改成主投主控等，彰显

国有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李挺伟分享了保利影业对于未

来中国电影的思考和布局。他认

为，电影高质量发展有“三高”：高

端、高质、高品。高端即电影科技高

端创新，高质指高质量电影放映，高

品则是高品质内容输出，科技创新、

电影放映、内容供给三者融合在一起

形成对高质量的支撑。蒋德富对电

影投融资的变化与挑战感触颇深。

“山河海系列”“中国骄傲三部曲”等

均得到了投资商的大力支持和青睐，

但拍摄《长津湖》时，受疫情影响资本

离场，电影融资面临巨大挑战，投资

者和创作者应该是共融的、诚信的，

而不是简单的“割草圈钱”。

尹香今表示，今年春节档再次

印证了好的电影就是高质量的电

影，不同类型影片如何在不同档期

获得较好票房是影视投资和创作首

先考虑的问题。近年来，万达基于

对于行业的长期看好，在院线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也

为影视创作提供了诸多前端数据支

持，未来将在稳健中求创新，以内容

驱动，抓住年轻观众。

钱重远认为，电影项目最吸引

投资的关键要素是核心团队和影片

类型，但最根本的是好的故事和剧

本，在实际融资时，要尽可能解决投

资方的疑惑，盘子为什么会这么

大？成本能不能再控制？坦诚相

待、合理合规。

邱琳表示，电影行业具有天然

的注意力资源获取优势，最核心的

价值依赖是内容价值、票房收入和

想象空间，更需要版权评估、版权质

押、版权交易所等高融通性市场体

系搭建，打开更广阔的融资渠道。

饶曙光最后总结道，电影是高

投入、高风险、高产出行业，需要资

本的支持，更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

但最重要的是电影人要做好电影专

业的事情。电影工作者要苦练内

功，提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能力，这是电影发展的立身之本。

《中国电影投融资发展报告

（2022）》发布

《中国电影投融资发展报告

（2022）》在本次峰会上隆重发布。

朱玉卿代表编委会对报告进行了解

读，他表示，2022年的电影投融资呈

现出五个主要特征：一是电影复苏

进程受挫，产能遭遇挑战；二是资本

市场下行，影视企业承压；三是私募

融资数量下降，大额投资日趋偏少；

四是中小企业持续活跃，融资轮次

偏向早期；五是大幅转向金融机构，

融资条件愈发严格。

活动现场，韦小玉、张丕民、饶

曙光、戴炜、黄群飞、李卫强、宋维才

及论坛嘉宾等共同启动该报告的首

发仪式。同时，还启动了《中国电影

投融资报告（2023）》的编撰工作，持

续关注电影投融资领域的最新动向

和趋势，为电影行业的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贡献学界力量。

重点影片发布签约

在峰会现场，保利影业副总经

理陈科发布了保利影业片单计划视

频。在众多嘉宾的见证下，保利影

业与《告白50年》《北斗》《太空骑士》

《澳门行动》《K165中国救援》《家园

行动》《你就在我身边》的主要出品

方进行了合作签约。曾获得奥斯卡

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的青年女导

演刘雨霖推介了新片《告白 50年》，

另外四部重要影片《太空骑士》《澳

门行动》《K165》《家园行动》的主创

均到场对影片进行了推介和发布。

《大突围》《曾经炽热的我们》

《家有儿女之神犬当家》《关索岭》等

片也进行了推介。张家口清河影视

基地董事长陈茂岳也现场邀请业界

同行莅临体验丰富的军事影视拍摄

资源。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

所举办题为“拉丁美洲电影与中国经验”

的第46期影视大讲堂。本期大讲堂从当

代哥伦比亚小说《回望》说起，邀请中国社

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哈佛燕京学者魏然担

任主讲，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秦

喜清、孙萌，助理研究员刘斐进行了对谈，

影视所全体研究人员以及中国艺术研究

院研究生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社会科

学院的在读硕/博士生共60余人与会。大

讲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赵卫防主持。

魏然通过对西语小说新作《回望》的

讲解和分析。据他介绍，《回望》讲述了哥

伦比亚艺术家福斯托·卡夫雷拉与塞尔希

奥·卡夫雷拉的真实生活经验，其中包含

了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为展示

20世纪左翼文艺联动的全球史脉络提供

了重要的素材，也为思考拉丁美洲电影内

部的中国经验提供了一种路径。

魏然认为，《回望》提供了一条补全历

史全景的线索，可以从中勾勒出一条被忽

视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左翼文艺实验相互

嵌套的历史脉络。“在全球疫情和俄乌危

机后，旧有霸权体系的危机充分展露，阿

根廷与巴西等国领导人的来华访问均流

露了一种呼唤新全球南方文化共同体的

诉求。而审思携带中国经验的拉美电影

与文学书写，将给构想一种和新的国际主

义叙事带来启示。”他说。

在秦喜清看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

改革的推进，商业化发展成为中国电影的

关键词，好莱坞受到更多关注，在这个过

程中，拉美电影渐渐被遗忘。目前中国年

轻学者开始重新关注拉美，这是回到一个

更均衡的、更全面的全球视野，走出以欧

美电影为中心的世界电影图景。她认为

魏然所提出的新全球南方文化共同体的

愿景，为思考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

参考。

在大讲堂上，孙萌认为，中国电影界

对拉美电影的经验吸收不够。她表示，拉

美电影注重吸收和借鉴文学、诗歌以及绘

画等本土艺术，注重在民族文化中寻找自

己的根和创作的灵感源泉，在内容和主题

表达上凸显追求自由的精神，在讲述个人

经验故事的同时也包含了对整个集体经

验的讲述，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

力。她建议中国电影吸收拉美经验，通过

有内在更新，获得更强的艺术生命力。

刘斐表示，魏然不仅梳理了大写的

60 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地区电影人跨

界或跨境交流的史实，其中穿透新自由主

义兴起、延伸至当下的讨论突出了历史的

不平等，有助于在被各种民粹主义、战争

和人为灾难充斥的今天重新确立历史的

坐标。

赵卫防也认为，在中国愈来愈深入世

界的语境下，对拉丁美洲的关注还将引申

出对新国际主义、全球文艺的跨文化性等

深刻命题的思考。拉丁美洲的文学、戏剧

与电影，是世界艺术的重要构成，而拉丁

美洲艺术中的中国经验，也需要中国学者

重点关注和深入研究。“涉及到拉丁美洲

国家特别是哥伦比亚的文学、戏剧和电影

的状况以及与中国的互动，会让我们回望

这条被忽略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左翼文

艺实验相互嵌套的历史脉络，为构想一种

新全球南方文化共同体和新的国际主义

趋势带来启示。”

（姬政鹏）

2023金鸡艺术电影展在京举行 中国电影投融资峰会在京举行

聚焦电影投融资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浪潮论坛对话青年导演

用“好故事、好心态”打磨作品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第46期影视大讲堂

聚焦拉丁美洲电影与中国经验

第十三届北影节“剪辑的力量”论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