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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要闻·广告

5 月 11 日，“艺术电影展·2023 春

华夏繁主题展映”在京启动。本次影

展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

研究中心）在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管委会办公室的资助下举办 。

展映活动中，《脐带》《宇宙探索

编辑部》《柳青》《世间有她》《白塔之

光》《洋子的困惑》《白蛇传·情》《追

光万里》《梅艳芳》《永安镇故事集》等

10 部优秀国产艺术影片将会在北

京、上海、广州、成都、厦门等 5 个城

市放映 500 场，并在各地举办 20 场映

后交流活动和 5 场国产艺术电影专

题研讨会。影展将持续至五月底。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

研究中心）馆长（主任）、全国艺术电

影放映联盟总负责人孙向辉，国家电

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委会办公室

主任杨武军，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

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

鸿，导演、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

“青葱计划”发起人李少红，知名演

员、坏兔子影业创始人、电影《脐带》

监制姚晨，编剧康春雷共同启动展

映。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

研究中心）副馆长（副主任）林思玮在

启动仪式上致辞，他希望这些优秀的

国产艺术影片能够满足观众日益多

元化的观影需求，希望通过丰富多彩

的活动为中国电影市场增添活力。

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融媒体中心主任、《当代电影》杂志社

长兼主编皇甫宜川主持。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

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左衡和全国艺

术电影放映联盟选片人王笑楠通过

三个主题对十部参展影片进行了推

荐。“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单元

紧扣艺术电影的终极关怀，包含影片

《脐带》和《宇宙探索编辑部》；“我们

是世界”单元聚焦艺术电影与社会人

生，包含影片《柳青》《世间有她》《白

塔之光》和《洋子的困惑》；“我们的

梦、镜、灯”单元展现艺术电影的语言

和历史，包含影片《白蛇传·情》《追光

万里》《梅艳芳》《永安镇故事集》。左

衡表示：“希望这样的分组能帮助观

众意识到这些影片在内容和形式方

面所呈现出的视野、系统和结构。”

当日还举办了主题为“促进艺术

影片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场专题研讨

会，各位电影从业者、创作者、专家学

者等齐聚一堂，结合各自的实践和研

究经验对国产艺术电影发展进行了

探讨和交流。与会专家认为，推动艺

术影片高质量发展，需要扶持青年导

演，培养电影创作新生力量，为电影

市场输送更多人才；电影创作者也要

更多关注现实，让作品在观众中产生

共情共振。此外，社会各界应共同努

力，营造促进艺术电影更好发展的良

好生态。

5月 11日，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促进艺

术影片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

研究中心）馆长（主任）、全国艺术电影

放映联盟总负责人孙向辉，中国电影

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教授尹鸿，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

长、“青葱计划”发起人李少红导演，知

名演员、坏兔子影业创始人、电影《脐

带》监制姚晨，编剧康春雷，中影股份

制片分公司副经理陶鹃瑜，导演、编剧

田波，导演、编剧、演员李珏，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

研究员左衡等电影人齐聚一堂，结合

各自的实践和研究经验对国产艺术电

影发展进行了探讨和交流。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融媒体中心主任、《当代

电影》杂志社长兼主编皇甫宜川主持

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推动艺术影片高质

量发展，需要扶持青年导演，培养电影

创作新生力量；电影创作者也要更多关

注现实，让作品在观众中产生共情共

振。此外，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为艺

术电影的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生态。

专线发行盘活市场存量

艺术电影更需精准触达

近年来，随着银幕数量的不断攀

升和电影市场的逐渐成熟，艺术电影

也从过去单一的小规模影展放映，发

展成为全线放映、专线上映、影展展映

相结合的立体化发行渠道。截至2023
年5月，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已经走过

了整整80个月的发展历程。在这6年

多的时间里，全国艺联加盟影院从启

动时的 100 家发展到 2885 家，覆盖全

国330个城市中的3473块银幕。

“电影行业的市场‘蛋糕’做大了，

为艺术电影留出了更多空间”，尹鸿表

示，“原来艺术电影能有二三十万票

房，就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近些

年艺术电影票房过亿的例子其实也有

不少。”在他看来，放映艺术电影的银

幕数量增加了，喜欢艺术电影的观众

规模也扩大了，稳步扩大的市场空间

为国产艺术电影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

基础。

市场空间更大了，也对艺术电影

的“细分”和“触达”提出了更加精细化

的要求。左衡认为，艺术电影的宣发，

每一部都应该量身定做，这样才能够

把理想的观众给“带”出来。“《柳青》我

是在资料馆附近的影城看的，那场只

有五六个观众，但这五六个观众都是

看完字幕才走，观影的过程当中还有

人发出了啜泣的声音，非常打动我，我

相信还有很多这样的观众，需要我们

用心去发现和寻找。”

孙向辉回应到，艺联在发行与《柳

青》同样题材的人物传记片《掬水月在

手》时，片方和艺联调动所有热爱中国

古诗词、上过叶嘉莹老师的课、看过小

说的观众观看，在2020年疫情严重、影

院停影 150多天的情况下，做到了 790
万元的票房。

但是她也特别提到，目前全国艺

联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片源问题，没有

足够的优秀影片，“他们选择投到大

线，希望获得较高排片和较高收益，不

愿意在艺联放映，这其实是一个特别

错误的观念，现在大家都在谈供给侧

改革，其实就是要求经济结构中所有

要素的适配性，也就是适销对路，而艺

术电影现在的状态就是适销不对路。”

孙向辉希望对观众有独特要求的影片

来艺联放映，和艺联加盟的影院、观众

形成一种长久的共情。

多方合力

发掘艺术电影新人

在电影产业中，艺术电影一直扮

演着“探索先锋”的角色。艺术电影中

的创新与探索能够推动商业电影的创

作提升，艺术影片的创作也能为电影

行业保存和培养新生力量。研讨中，

对于艺术电影新人的培养和发掘也成

为各位与会嘉宾关注的焦点。

李少红是“青葱计划”的发起人，8
年来“青葱”的成绩单亮眼，先后有 30
多位青年导演获电影主管部门的百万

扶植金，20 多部的电影长片处女作拍

摄完成，6部实现院线公映，3部在网络

公映，其中不少在国内外电影节上斩

获奖项。

在青年导演的选拔中，李少红树

立了原创性、艺术水准和专业技术能

力三个标准，其中原创性最被看重，

“艺术电影在很大的程度上担负着电

影的发展需求和创新需求。从这个角

度上来讲，原创性是最重要的。我们

在选择剧本和导演时，会着重观察剧

本在思想追求和艺术创造方面是否具

有原创性。”李少红说。

姚晨的坏兔子影业先后出品过

《送我上青云》《脐带》两部艺术影片，

姚晨也两次以监制身份与新导演合

作。她坦言，电影生态环境的持续改

善发展离不开新生力量的成长，“发现

了优秀的‘苗’，给它培土浇水，让它生

长发芽，这是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一

环。”

前不久，中影股份宣布将发起“中

影青年电影人计划”首期投资，计划在

未来三年内（2023年-2025年）投资 30
至 50部青年电影人的原创电影作品。

研讨会上，陶鹃瑜对青年电影人的原

创作品寄予厚望，也透露了中影的选

片标准：“我们对于好电影评判标准是

希望它在艺术上有比较好的水准，在

思想表达上有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体

验，从创作方法上能够创新，并能够跟

观众取得最大程度的共鸣，获得观众

的认可。”

了解观众真诚合作

青年创作者分享创作心得

在研讨中，多位青年创作者也分

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

田波是电影《柳青》的编剧和导

演，他坦言创作者在投身创作的同时，

也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观众和市场：

“让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情怀、我们的

艺术、我们的独特故事走进更广大的

普通观众，让他们也能够看到。”

由李珏编剧、导演的首部影片《洋

子的困惑》即将在本次展映中和第一

批观众见面，她认为选择好创作的合

作伙伴对青年电影人来说很重要。《洋

子的困惑》剧组中的各个部门工作人

员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在 35 岁左右，

“我们能够相互理解，我觉得他们注入

了很多对于艺术的新鲜想法，帮助我

很顺利地完成了我的处女作，我在拍

摄过程中也得到了学习和提高。”

康春雷是《永安镇故事集》的编

剧，他现场分享了和导演魏书钧的合

作。他建议创作者要坦诚面对内心的

想法以及合作伙伴的意见，把创作放

到个人前面，“秉持着求同存异的原则

来进行创作，是我们达成的最大默

契。”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艺术电影展·2023春华夏繁主题展映”
在京启动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尹鸿、姚晨、李少红等为
艺术电影高质量发展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