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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百花 见郑州豫
新浪潮/产业论坛：

积极拥抱未来
共构大电影市场

本报讯（记者 王红 刘超峰）“后疫情”时代，电影产业发展面
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9月 25日，2020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主
题论坛之一——新浪潮/产业论坛启幕，来自国内电影产业不同
领域的领军人物齐聚，共同探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共构大电影
市场”。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
主任杨武军，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等嘉宾出
席论坛。郑州市副市长史占勇致辞。

2020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电影产业从“冰封”到重启回
暖。面对新形势，来自国内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不同领域的
领军人物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嘉宾们表示，电影产业发展虽然
面临诸多挑战，但也迎来诸多机遇。产业发展进程中，时代进
步、技术发展，媒介在不断共融，电影的传播方式和手段也在不
断发生着变化。纵观电影发展的百余年历程，是制作技术和传
播手段的不断变革，推动着电影向更高的目标和格局演变。

嘉宾们认为，当下，电影的传播手段正在发生着裂变，多种传
播方式给电影的创作带来冲击，也同时为创作制作带来更广阔的
想象和发展空间。事实上，每一次产业格局变革，在当下看或许是
某种阵痛，但用历史的观点看，积极面对变革，无不促成了产业发
展的更大可能性，并因此焕发出新的活力。面对新形势，电影产业
每一个从业者，都应积极拥抱未来，共构大电影市场。

新浪潮/产业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第二届中国动作影视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上，来自国内的武术专家和动作演员
进行深入交流。图为武术学校的学子表演少林功夫。 郑报全媒体记者 黄余洋 摄

9月25日下午，由2020年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执委会主办，登封市人民政府、郑
州电视台、郑州天地之中文化传播公司、深
圳大视界国际文化产业集团承办的“第二
届中国动作影视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在
天地之中、功夫之都”——登封举行，来自
中国著名的动作影视的专家、导演、制片人
和影星济济一堂，共襄中国动作影视盛举，
共话影视发展与创新。

功夫成为登封“名片”
中华武术出少林,少林武功自嵩山。

“第二届中国动作影视发展与创新高
峰论坛选择在登封举办，不仅体现了各位
影视人对登封的厚爱，更蕴含着一种独特
文化机缘。”登封市政府负责人在致辞中说。

“登封是少林武术的故乡，上世纪 80
年代一部《少林寺》电影让以少林寺为代表
的‘中国功夫’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名片之
一。”好莱坞资深武术指导、动作演员、世界
传统武术联合会中国区主席侯友胜因武术
了解了登封，因动作爱上了登封。

目前，登封围绕建设“嵩山文化带”、打
造“世界功夫之都”的目标先后组建了塔沟、
鹅坡、小龙三大武术集团，全市整合后共有
武术院校25所，在校学生约12.6万人，在全
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武术馆校、协会
等分支机构，为全球84个国家的282所孔
子学院输送了大量少林功夫教习人才。

动作“人才断代”现象逐渐浮现
随着电影的诞生，中国功夫打进了大

银幕。从此，一门新的电影种类——“功夫
电影”也就是中国动作电影诞生了。无数
的武术家和电影人为中国动作电影添砖加
瓦，终于使得中国动作电影成了世界电影
文化长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从李小龙到成龙、李连杰、甄子丹，他
们创造并推动了整个动作电影的发展，几
乎可以说每一个都占据着电影市场的重要
位置。只要他们一出手，基本就是大热门。”
著名武术家、动作片导演、演员、制片人马中
轩说，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却依旧承
担着华语动作电影的主力，新生人才断代

已成为目前市场不容乐观的事实。

动作让影视更精彩，培养高素质演员

势在必行。河南省武术队总教练、国家级教

练员聂建国认为，“武术发展要做到两个词，

‘国际化’和‘中国元素’。”功夫影视是武术

艺术的重要载体，然而目前多数武打演员的

武术功底和素质却不容乐观，武术影视的发

展，挖掘、培养一批高素质演员势在必行。

动作电影学院“打”出新的“功夫”
“好莱坞动作片的出现，离不开功夫(武

打)片的影响。而功夫电影的开创者李小龙
则将中国武术融入电影美学之中，他的出
现让英语字典中第一次出现了‘功夫’的英
文字样，中国功夫是动作电影的一大亮点。”
国家电影局原副局长、中影集团董事长杨
步亭认为，中国动作影视不但有优秀的文
化内涵，而且还有优美的武术动作，要运用
世界多元方法讲好中国故事。

基于此，当日下午，登封市人民政府、深
圳大视界国际文化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郑州电视台联合签订了《中原国际动作电影
学院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就这样，“中原国际
动作电影学院”承载着行业伟大使命和高度
的社会责任在登封少林寺应运而生。

“中原国际动作电影学院”目标在于
建立全球动作影视教学、生产与版权交易
全产业链总部基地，为全球动作影视从业
者提供产学研互动平台，研发和制定符合
新时期行业特色，并行之有效的以中华武
术为核心的影视动作特技训练和拍摄标
准。中国国际动作导演演员协会秘书长、
中国国际动作电影投资管理集团 CEO、
深圳大视界国际文化产业控股集团董事
长吴啸介绍说：“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把中
原国际动作电影学院打造成登封市影视
文化名片，全球首家动作电影学院。”

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第二届中
国动作影视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不但

“打”出了新的“功夫”，而且还将以动作电
影的力量聚集全球电影人，聚焦影视创新
驱动战略，关注文化创新体系建设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

动作让影视更精彩
——第二届中国动作影视发展与创新高峰论坛侧记

“我们的家园”纪录电影主题交流活动上，在电影专家畅谈环节，陈玲珍、竹内
亮、焦波等与嘉宾面对面交流。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9月25日下午，现实题材电影创作论坛在上街区举办。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摄

昨日下午，现实题材电影创作论坛在
上街区举行，来自学界、业界的嘉宾共聚
一堂，围绕现实题材电影创作交流观点、
碰撞思想。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前景广阔
知名导演、制片人张纪中认为，现实

主义题材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是因为其
与人们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人们从中
可以看到人在生命中的思想和感情。所
以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有着坚实的观众
基础，有广阔的前景。

“我历来拍戏遵循四个字——‘信念、
血性’。”张纪中说，“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国
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中国人更应该
保持自己的血性。”张纪中希望这些作品能
够在每一个观众心底划一道“浅浅的痕”，
一部部作品累积，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张纪中担任制片人的电视剧《英雄时
代》，讲的就是炎帝、黄帝、蚩尤的故事。“河南
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
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故事，都是我们创作的
好题材。”提到河南影视行业发展时，张纪中
表示，河南应加快影视发展步伐，号召大家
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写
出来，吸引更多的人来拍摄这些故事。

希望在郑拍摄聚焦豫剧的电影
豫籍导演、编剧韩万峰此次携自己执

导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天边加油站》回
到家乡。

“这部电影取材于一个英模加油站站
长的故事，我当时就想，主旋律的电影能
否不说教，拍得好看一些。今天放映的效
果让我特别感动，现场不少观众都流泪
了。”韩万峰说，电影中的加油站其实是为
了照顾附近村子 109户哈萨克族村民的
需求而设立的，一年都卖不了 100吨油，
如果从经济上考虑是亏本的，这就体现了
央企的担当。“影片体现了‘共同体’意识，
体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各美其美、和谐共处’的状态。”
作为在河南长大的导演和编剧，韩万

峰早期曾拍摄了取材河南豫菜文化的影
片《胡辣汤》《洛阳水席》《豫菜皇后》，他说
河南题材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乡愁。“后来
我一直不太敢拍河南题材的作品，主要怕
做不好。十年前我就写了一部反映豫剧
的作品，想理顺河南人与豫剧的关系，暂
定名为《戏》。”韩万峰说自己曾参观了位
于上街区的明清古村落方顶村，觉得很有
中原民居的特点，希望反映豫剧的这部作
品主场景能在上街拍摄。

方言是电影最真实的表达手段
国家一级导演、河南影视集团影视

部主任卢卫国讲述了在河南拍摄《不是
闹着玩的》《就是闹着玩的》等影片幕后
的故事。对于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中使用
方言，卢卫国说方言更真实、更鲜明、更
有个性，是电影最真实的表达手段，可以
强烈表现镜头无法展现的生活状态。他
说，多年来河南电影一直在坚守，作为河
南电影人，要加强学习，带着敬畏心继续
深耕电影创作，把河南的故事梳理好，努
力打造出河南电影的品牌，让大家来关
注河南的电影。

“现实题材电影的外延、内涵都很广
阔，是生活的反映，也是人生的隐喻。”中
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贾磊磊说，“人们
之所以对现实题材电影感兴趣，主要是因
为其与人们的生活关联性强。”他认为，中
原文化具有特别强的生长性和延展性，和
电影艺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

论坛现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
学院原党委书记侯光明从电影的诞生、
中国电影的发展等方面给现场的影迷送
来了满满的“干货”。他认为，现实题材
电影要遵循两个关键，即尊重观众和敬
畏市场。同时，他也寄语青年导演多学
习、敢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电影
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武建玲

关注现实生活 讲好中国故事
——现实题材电影创作论坛侧记

真实的力量，是纪录电影的魅力和灵
魂。9月25日，在金鸡百花电影节主体
活动之一——“我们的家园”纪录电影主
题交流活动中，知名纪录电影创作人以及
业内专家汇聚一堂，共同探寻纪录电影的
文化底蕴和时代意义。

纪录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纪录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疫情对电

影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中国电影人前
进的脚步从未停歇，广大观众对电影的热

情也从未消退。”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喇培康表示，自 7月 20日电影市场重启，
至8月 31日暑期档落幕，共有122部影片
在中国内地大银幕上争奇斗艳，一个多月
的时间共有 1.03亿人次的中国观众走进
电影院。电影行业目前已经全面复工，正
逐渐回归正常的运行轨道。

喇培康说：“当下，优质影片仍然是市
场复苏的最大推动力，据不完全统计，今
年中国电影市场仍有将近 300部新片等
待上映，《我和我的家乡》《夺冠》《姜子牙》

《急先锋》等多部年度重量级国产大片宣
布入驻国庆档，市场或将在国庆档期间迎
来新的观影热潮，我们对中国电影发展的
广阔前景充满信心。”

“电影是内容为王的精神文化产品，
讲好中国故事是关键。”喇培康坦言，经过
长期积累，纪录电影以其独特的思想性和
艺术性、感染力和震撼力，再加上互联网
和新媒体的驱动，迎来了自己快速发展的
时代。此次“我们的家园”纪录电影主题
交流活动，邀请业内专家参与交流研讨，
旨在夯实我国纪录电影发展的基础，助推
我国纪录电影不断繁荣进步。

在平凡中探寻非凡在平凡中探寻非凡
“纪录电影在当今世界担当着一个非常

重要的使命，就是给生活在困顿中的人们不
断带来惊喜、带来清醒、带来共振。”北京电
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认为，纪
录片是留存这个世界真相最直观、最生动的
形式，纪录影像更适合作为一种交流的载
体，因为真实的影像变得更加鲜活可信。

胡智锋说：“相对而言，纪录电影和故事
电影不同，纪录电影更多的是提供给人们最
真实的存在。今天，在中原文化的发祥地、
在中华文化最深厚的宝藏中探讨纪录电影，
就是要赋予纪录电影更深厚的文化底蕴，就
是要展现‘平凡中的非凡、非凡中的平凡’。”

真实的力量是真实的力量是““刚需刚需””
真实是当下社会的刚需。纪录片正

在或已经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认识
外部生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

日籍纪录片导演竹内亮今年因制作
《南京抗疫现场》和《好久不见，武汉》两部
纪录片而被中日两国观众所熟知。在他
看来，自己在南京、武汉拍片的初衷，就是
想通过镜头记录真实的城市，客观的中
国，用影像把坚持的精神传递给全世界。
因为纪录电影对于历史的客观记录，那种
在场、亲临的力量是不言而喻的，真实始
终是纪录片最大的魅力。

身为CNEX创始人兼执行长，陈玲珍
不仅是制作了近70部纪录片和10多部剧
情片的电影制作人，亦是奥斯卡纪录片单
元评委。关于纪录片，她认为，纪录片就
像国家的相册，不管当时是穷是富，高矮
胖瘦，多少年以后你再回望时，很多东西
是会一起浮现的。

陈玲珍说：“好的纪录电影，当它在大
银幕上呈现时，可以带给观众心理上的‘化
学变化’，人们会被影像带入纪录电影中呈
现的世界，沉浸其中，内心为之产生的情感
波动甚至可能远胜于实际生活中自己的日
常体验。能凭借好的纪录电影带给普通大
众他们一生永远不会去的地方，让他们听
到一些永远不会遇到的人的故事，这就是
纪录电影的力量。在当下，在今天，中国的
影响力在不断提升，能把纪录电影故事讲
好，就会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就会传递出
更多的中国声音。”

本报记者 王红

用光影记录“平凡中的非凡，非凡中的平凡”
——“我们的家园”纪录电影主题交流活动侧记

业界大咖展望电影前景
作为金鸡百花奖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浪潮/产业论坛也备

受关注。连日来，来自电影界的大咖们聚会绿城郑州各抒己见，就我国
电影的发展以及未来走势展开探讨，对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市场何去何
从发表真知灼见，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给予恰当定位。9月 25
日，在本次《共构大电影市场》的新浪潮/产业论坛中，饶曙光、胡智锋
和刘嘉等电影大咖敞开心扉，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

新电影市场与“共同体美学”
随着 7月 20日中国电影市场按下重启键，中国电影又恢复了令

人欣喜的“热闹”局面。这几天，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更是
成了大忙人。9月 25日，饶曙光第一个亮相，发言题目是新电影市场
与“共同体美学”。他用事实和理论基础提出：中国电影的整体利益
观、共同利益观和平衡利益观，借助高科技“技术赋能”，放大中国电
影自身发展要求“升级换代”的内生动力，构建一个全新的大电影市
场，力求通过合作达到和谐，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在谈到国内电影多样化发展问题时，饶曙光认为，电影是一个风
险很高的产业，当一种类型的电影卖座时，资本往往扎堆投向这种类
型的影片，也造成了同一类型电影一段时期集中涌现的现象。回顾
近十年，国内电影产业的发展已经摆脱了大片依赖症。最近几年电
影市场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中小成本的电影、一批中青年导演的
电影作品不断赢得市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电影孕育而生。在饶曙光看来，进入
2018年后，网络电影也进入调整期，既有主管部门加强了管理等外
因，亦有电影发展规律等内因。“野蛮生长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进行调
整，应该创造更多的、优质的网络电影，同时网络电影创作者也应扎
根生活，有情怀、有担当。”饶曙光说道。

在饶曙光看来，传统的金鸡奖的生命力依然旺盛，而如何将它与
不断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相结合，就是摆在这项有着近30多年历史
的电影奖项所面临的一道时代课题。金鸡奖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应
该积极适应不断变化的电影格局，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树立起一面专
业性的旗帜。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有“三思”
当众多电影人为中国电影市场一片叫好时，在《共构大电影市

场》论坛会上，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独辟蹊径，认
为中国电影产业不可盲目自信，而是要冷静“三思”，他所指的“三思”
就是：电影产业问题、艺术生产问题和人才培养问题。

中国电影必须充分吸收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保持对经典
的尊重，有效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型发展、现代化转化；必须自觉与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样才能从传统、从当下获得灵感，寻
找到富有生活质感、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中国故事。

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走向，胡智锋认为：中国电影应该是大国电
影，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气派。要走中国特色的一条道路，也就是根据
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现实条件、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打
造中国特色的电影工业体系，特别是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把中华文化
放在里面，这样我们才有文化支撑，才有底气。

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电影市场喜人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全世界饱受困

扰。世界和中国电影市场同样遭遇重创，给电影业市场造成前所未
有的冲击。25日，资深电影市场研究专家、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电影产业调查报告》团队首席专家刘嘉对中国电影充满渴望，
期待中国电影为这个世界、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做更大的产业贡
献、文化贡献、社会贡献和艺术贡献。

刘嘉认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应该有更大的文化贡献。我们这么大的
国家，十几亿人，中华民族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未来，都需要一个强
大的精神支撑，需要我们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观众的热情和电影从业者的坚守，是电影产业不断前进的最大
动力。刘嘉表示，电影行业与资本市场正在逐步恢复信心，影院停业
之前，市场积累了大量优质影片静候放映市场的“开闸”，只要满足对

“好内容”的观影需求，配合政策支持，只要卫生、环保条件予以达标，
观众回流的速度将大大提升。

本报记者 刘超峰 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