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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部新版研究生学科目录的

调整和颁布，戏剧与影视专业学位发展

面临新挑战、新机遇，学科建设亟需寻找

恰当的培养路径、制定新的培养方案。

为推动新时代戏剧与影视学学位的高质

量发展，3月23日，由全国艺术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福建师范

大学承办的 2024 年全国戏剧与影视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工作会在福州

召开。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及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

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92家戏剧与影视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的近200位专

家参加会议。与会专家们围绕《“戏剧与

影视”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

程指南》的修订和编写意见积极建言献

策，并就戏剧与影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相关培养工作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

开幕式由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

长谢宗贵主持。福建师范大学校长王长

平代表学校对各位专家学者的莅临表示

欢迎，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为

新时代戏剧与影视专业学位的建设出谋

划策，为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指明新的方

向、注入新的动力。全国艺术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宋慧文，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戏剧与影视分委会召集人、北京电影

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特聘长江学

者王海洲分别致辞，希冀本次工作会的

召开，能够为戏剧与影视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学科建设与培养提供发展路径与未

来愿景。

开幕式后，会议分设两场主题论

坛。第一场由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指导委员会戏剧与影视分委会召集

人、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沈亮教

授主持。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戏剧与影视分委会委员、北

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胡智锋

率先发言。他认为，推动影视学科发展

旨在呼应国家战略、行业发展及学科发

展的需求。影视行业面向世界最大的难

度在于原创力、竞争力、传播力、影响力、

引领力的匮乏，坚持特色与高质量发展，

核心课程的设置需考虑到中国式的“思

政+人文+专业”的培养体系，秉持人文

性、实践性、开放性的基本理念和以知识

理论、社会实践、专业实践为主体的课堂

路径。

王海洲以《新时代戏剧与影视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使命与任务》为题发

言，他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艺工

作重要论述和教育部关于专业学位建设

相关的文件和政策进行详细阐述。他认

为，专业学位的培养要综合学生的理论

研究能力和实践创作能力，做到知行合

一、艺理兼通，争取涌出更多积极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与具有良好行为规范的领军

型人才。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戏剧与影视分委员会委员、南京

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晓以《艺术实践探索

与理论阐发：对戏剧与影视专业学位博

士生培养的一点思考》为题发言，展示国

外人才培养的调研经验，提出专业博士

应培养“创作型”高层次人才，并列举南

京大学的专业博士培养计划以供参考。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戏剧与影视分委员会委员、浙江

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范志

忠以《数智时代影视人才的培养》为题发

言，指出在人工智能助力媒介交融的时

代，技术和艺术不应该割裂，综合性大学

在新的一种语境下可能带来影视人才培

养的新优势。

主题论坛的第二部分由西北大学电

影学院院长张阿利主持。全国艺术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戏剧与影视

分委会召集人、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

主任沈亮以《开放性实践课程的实施和

探索》为题发言，围绕中期作品创作、艺

术考察、艺术实习和社会实践的四个开

放性实践课程进行阐述，将独特的上戏

经验毫无保留地进行了现场分享。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戏剧与影视分委员会委员、复旦

大学王宏图教授以《创意写作教学的坚

守与新变》为题发言。他基于复旦大学

MFA创意写作这十多年来的培养经验，

说明了写作专业的蓬勃发展的前景和潜

力，同时也指出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原

有的教学模式急需变化，思维模式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成为重中之重。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卫防

以《从创作到实践——关于影视学MFA

专业拓展的思考》为题，认为核心课程的

建设应该注重将老一辈电影人的创作经

验优势转化为现有专业硕士的创作资

源；此外，丰富创作之外的课程实践，将

影片修复、电影策展、排片管理等纳入教

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范畴。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

张宗伟以《“戏剧与影视”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的几点思考》为题发言，详细阐述

以人为中心孵化作品，探索艺术规律，一

个核心、两项能力、三类课程、四项要求、

五个标准的中国传媒大学专博改革建设

方案的基本思路。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学系主任邱

章红以《眼界境界：综合性大学影视专业

硕士培养定位》为题，回望综合性大学尤

其是北京大学主办影视MFA以来的经

验探索，对现阶段师生关系的转变和教

师队伍建设的痛点提出拷问。

本次活动共有四场分论坛。分论坛

一开展博士专业学位点建设研讨会，汇

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

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

院等 12 所设戏剧与影视专业博士点院

校的领导、嘉宾以及其他培养单位的嘉

宾，各自围绕论坛议题进行主题发言；分

论坛二、三、四分别就戏剧、电影、广播电

视（新媒体）三个领域的专业学位点建设

开展深度讨论。

闭幕式由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

授刘汉文担任主持人，各分论坛的总结

人依序发言点评。王海洲作为大会总结

人，对本次工作会的召开进行总结性发

言，认为与会专家的观点交流和思维碰

撞，为戏剧与影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

养提供了新锐创见与应对方案。

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前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

挑战。这次新版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和

颁布，为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学科完善研

究生培养的机制和体系，提高培养的质

量和效益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窗口。本次

会议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有计划、有

目的地加强各个学位点之间在教学、研

究、课程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广泛听取

了各个学位点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为完善戏剧与影视核心课程改革的设置

和建设，推进学科改革发展作出了贡献。

▶业内：

悬疑类电影市场前景被看好

伴随着国产电影的类型化进

程，悬疑元素逐渐成为一个吸引

观众进入影院的强有力的叙事法

宝。无论在以观赏性为核心诉求

的主流商业电影中，或是以艺术

表达为核心诉求的作者电影中，

悬疑元素都变成不少影片首选的

叙事策略之一。

从去年的电影市场来看，“罪

案悬疑”可以说是大行其道，深受

观众欢迎。2023年年度票房前十

加上每月票房冠军共有 15 部影

片。依照灯塔专业版和猫眼专业

版划分的题材类型，15 部电影中

含有“犯罪”或“悬疑”元素的影片

共有7部。

从春节档的《满江红》到贺岁

档的《三大队》，“犯罪悬疑”题材

电影在每个档期都有不俗的表

现。其中，《满江红》以 45.44亿元

成为 2023 年票房冠军，也位列中

国电影票房总榜第 6 位；《孤注一

掷》以 38.49亿元成为暑期档票房

冠军，且位列2023年度票房榜第3
名。

从月票房来看，“犯罪悬疑”

题材电影也占尽优势。去年每月

的票房冠军分别为《满江红》《流

浪地球2》《保你平安》《灌篮高手》

《人生路不熟》《消失的她》《八角

笼中》《孤注一掷》《第八个嫌疑

人》《坚如磐石》《拯救嫌疑人》《三

大队》。在 2023 年的 12 个月中，

“犯罪悬疑”类型的影片共有 7 次

成为单月票房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收效

良好的“犯罪悬疑”题材影片在内

容上也呈现出共性，即融入社会

议题。暑期档的《孤注一掷》和

《消失的她》分别因为与“诈骗”和

“恋爱脑”这两个在社交平台上极

具讨论度的议题而“出圈”。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现在国

产悬疑类型片逐渐成熟，市场前

景普遍看好，有望成为又一个票

房爆发点。

▶观众：

最看中故事逻辑

自电影诞生以来，悬疑电影

一直是市场的宠儿和主力军。

观众对悬疑电影的热爱从来

不减，因为悬疑电影不仅能满足

观众对社会、人性、人生的种种好

奇心。

而且，对于观众来说，悬疑电

影更像是一种智力游戏，观众会

下意识地跟电影互动，猜中了有

猜中了的窃喜，猜不中有猜不中

的惊喜，可以说，悬疑电影有天然

的游戏感，是观众的“心头好”。

悬疑罪案类型电影中，故事

内核是观众最为看中和在意的地

方。观众周先生表示：“这类题材

最重要的就是逻辑，如果连逻辑

都不通，其他就没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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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小说IP改编受追捧

近年来，改编热门小说也成

为悬疑电影的一大热点。在即将

面世的悬疑罪案作品中，就有《江

南：在爱开始的地方等你》《绑架

游戏》等多部影片改编自热门

小说。

《江南：在爱开始的地方等

你》根据小说《月落姑苏》改编，历

经5年创作，讲述了男女主长达20
年的爱情长跑，剧情跌宕起伏，感

人至深。

由张哲导演，彭昱畅、胡冰卿

主演的电影《绑架游戏》日前正式

公布将于 12 月 23 日全国上映。

该片改编自东野奎吾同名小说。

作为畅销推理小说名家，东

野圭吾的作品已被多次改编成影

视作品，《绑架游戏》也是其有口

皆碑的热门 IP之一。原著被书迷

们称之为“构思精巧、峰回路转，

值得细腻玩味的神作”，推理译者

牧久音更是赞誉其为：“东野圭吾

风格的集大成者，有着不亚于《恶

意》的恶意，与不亚于《嫌疑人X 的

献身》。”据悉，该片除了彭昱畅以

外，还有胡冰卿和姚橹的加入，导

演张哲擅长风格化视觉影像和凌

厉动作场面，他们将一同诠释东

野圭吾这部手法新奇且布局精巧

的惊艳之作。

由陈思诚执导、编剧，刘昊然

领衔主演的《解密》则是由麦家的

同名小说改编，讲述数学天才容

金珍，因为非凡的才华被招募至

秘密单位701，破解密码“紫密”的

故事。该片将于今年上映。《解

密》是陈思诚在 2018 年就开始筹

备的项目，当时他曾表示：“我想

拍一部关于数学和密码的电影，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

材。”陈思诚还透露，《解密》将会

是一个系列，每部都会有不同的

主角和故事。

《平原上的火焰》改编自双雪

涛的同名小说，由张骥导演、刁亦

男监制，周冬雨和刘昊然主演。

影片虽然没有着重展现上一辈的

情感纠葛，却通过一系列细节，展

现一代人爱情的深情与无奈。

《天才游戏》改编自小说《天

才刘全龙》，影片集“悬疑”“惊悚”

元素为一体，讲述身份迥异、命运

殊途的刘全龙和陈伦，在因缘际

会下开启了一场关于人生交换的

冒险之旅。

众所周知，悬疑小说在改编

成影视作品过程中，既要考虑原

著文字营造出的想象空间，又要

考虑视觉效果呈现的直观感受，

难度可见一斑。那么，如何成功

地将小说在改编成影视作品？

对此，导演蔡骏表示：“悬疑类型

下面有很多子类型，推理类、侦

探类、惊悚类等等都包括在内，

改编时要找准作品的定位。”编

辑宋方金表示，创作者在创作悬

疑电影时，首先是要提炼出有价

值的主题，给社会以启迪；另外

一点要做到固守城池、立足悬

疑，把设局、推理、反转、揭秘做

扎实，而不是非常廉价的玄虚和

神秘主义。

《消失的她》的导演崔睿表

示，“创作悬疑剧的过程，也是一

个在跟观众赛跑，斗智斗勇的过

程。”当然，悬疑片不能为反转而

反转，这样观众会看得很累又不

能融入其中。崔睿认为，“好的悬

疑故事的核心一定是人物。悬疑

片其实在反转的是人内心的变

化，所以一切悬疑点的反转都是

围绕着人物的心境来做的。”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