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知

2022年

11月

13
星期日

责编/朱子渝
美编/陈聪荣

A03

星
期
刊

XIAMEN
DAILY
WEEKLY

城
事 相

关

在主旨发言环节，中影股份
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表示，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格式电
影系统——中影CINITY以高新
电影技术引领电影业进入观影新
时代，技术世界领先。CINITY高
新技术格式电影系统于2019年
推出，是我国自有品牌，具有核心
的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电影行
业取得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傅若清介绍，我国在全球率先
开展高新技术格式电影项目，通过

放映端的技术突破，逐步将相关技
术和工艺向电影的摄制端扩展，构
建并形成一条高新技术格式电影
的完整产业链。他认为，全链条数
字化浪潮将给导演带来更广阔的
创作空间，关键技术的新突破，将
从拍摄、后期制作到发行和放映给
电影带来新机遇，让电影创作人的
创意创新在更高水平展现，给观众
带来更好观影感受和体验，数字电
影质量飞跃也将促进市场终端的
价值升级。

本报讯（记者 房舒）昨日上午，
金鸡电影论坛·儿童电影百年论坛在
厦举办。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
工作委员会会长郑虎主持论坛。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导演尹
力，中国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曹俊，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名誉会长侯
克明、会长黄军，北京电影学院中国
动画研究院副院长曹小卉，以及华强
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丁亮等，以“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为主题，围绕中国儿童电影百年的创
作与发展，展开深度探讨。

要有娱乐观赏性
也要坚持教育意义

从1922年第一部儿童电影诞生
到如今，中国的儿童电影已经走过了
百年历史。在这100年的时间里，中
国儿童电影从蹒跚学步，到走向成
熟。其间，有艰辛的发展历程，也有辉
煌的成绩。

曹俊致辞时表示，中国儿童电影
是中国电影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其独特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
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儿童的良好形
象。

侯克明在论坛上表示，作为电影
工作者，需要思考的是，中国的儿童
电影“要如何在市场化中更好地生存
下去，赢得更多观众。”对此，侯克明
认为，儿童电影不仅要有娱乐观赏
性，亦要坚持它在儿童教育中的意
义。

要放下身段
用儿童的思维去拍摄

“回眸过往，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判
断当下、展望未来。”尹力表示，站在百
年坐标上探讨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
守正创新很重要。

黄军表示，从2000年到2019年，
我国共拍摄制作成了900多部儿童电
影，平均一年40多部。“其实数量并不
少。”黄军说，但其中又有多少最终能
走进大众视线，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黄军表示，是否可以让其中的优秀作
品以“进校园”的方式，更多地走进大
众视线，是他与一些儿童电影从业者
的思考。“让孩子们能看到对他们心智
有极大帮助的电影，反过来也能推动
中国儿童电影越来越好。”

曹小卉则表示，现下许多儿童电影
或家庭故事影片，更多的是以成人的视
角来呈现，而非儿童的视角。他认为，
当今时代下的中国儿童电影应该要拍
些什么，以什么角度去拍，值得探讨。

“要放下身段，有儿童的思维，”北京电
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方刚亮说。

丁亮表示，对儿童电影的理解应
该有这个时代的特点。丁亮认为，未
来儿童电影创作更进一步的创新，可
以放在对成人童心的挖掘上。“在我的
理解中，《星球大战》的观影人群虽大
多是成年人，但内核还是个儿童故
事，”丁亮说，这是有待挖掘的一个市
场，进一步扩展的思路下，每个人心里
都有个“儿童”。

童心未泯：
拍好儿童电影的钥匙

金鸡电影论坛·儿童电影百年论坛昨举行

尹力认为，主流电影的创作
要把塑造人物作为作品的重中之
重。不管选择什么样的题材，都
应在人物上发力，拍出高质量的
电影。

徐展雄认为，年轻创作者的方
向应该回到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本
身，不要刻意去迎合市场，此外，市
场的细分带来了创作精细化，创作
应该从人物的精细化先行。

管虎从个人电影的创作习惯
阐明好电影一定是立足于人物塑
造，人物先立住应该是导演需要
坚持的，从人物到整体宏观叙事，
如果人物虚化，那么整体也就

“虚”了。
宁浩回忆和黄建新、管虎一

起创作《我和我的祖国》时，不约
而同地说要把视角聚焦到普通人
和日常生活，这样会显得更生动。

在圆桌对话环节，黄建新、尹
力、管虎、宁浩、徐展雄、张吃鱼等
六位不同类型、不同年龄的导演，
结合各自创作经历，分享自己的
思考。

电影艺术的发展离不开资本
助力，资本与电影创作如何相向
相生是备受导演关注的话题。

黄建新认为，中国电影前景
一片看好，资本扮演重要角色。
资本与电影创作者都应该积极在
细分电影市场即分众电影领域中
找到发力点。不同受众喜欢的电
影类型不同，让导演找到擅长的
领域、拍擅长的电影，是取得电影

票房和艺术高度和谐统一的基
础。对于年轻导演来说，应敢于
突破，勇于坚持，发挥强项，做足
细节，守正创新。而投资者也应
尽量保护作品，守护作品中最核
心、最活灵活现、最有生命力的艺
术创意与精神内核。

张吃鱼表示，观众的需求越
来越趋向高品质个性化，传统题
材和模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需
求，年轻导演需要去挑战一些东
西，例如，在题材上做一些跨界
的包装，不再局限在传统的战
争、传记、竞技等现实主义的题
材之中。

数
字
电
影
质
量
飞
跃

带
来
更
好
观
影
体
验

细
分
电
影
市
场

或
成
下
一
个
发
力
点

电
影
创
作

应
着
力
塑
造
人
物

C

B

A

本报讯（文/记者 沈 彦 彦
图/记者 黄晓珍）作为2022年中
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35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主体论坛的重要活
动之一——金鸡电影论坛·导演
论坛昨日在厦门开讲。

金鸡电影论坛·导演论坛分
为主旨发言、主题演讲、圆桌对

话等环节，优秀电影人、电影导
演同桌对话，以“主流电影的创
作这十年”为主题，聚焦主流电
影的创作方向、产业赋能和人才
梯队培养等要素，针对新时代建
设电影强国之举措开展对话。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
致辞。

电影导演
畅谈创作经
金鸡电影论坛·导演论坛在厦开讲

“金鸡VR影展”观影会举办

VR观影身临其境
本报讯（记者 柯恺筠）科技发

展是电影进步的动力之一，VR是其
中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昨日中午，
首届“金鸡VR影展”观影会在厦门
佰翔五通酒店举办。此次影展由大
众电影杂志社主办，邀请了十余名电
影人以及十余家媒体前来体验观影。

“金鸡VR影展”精选了《星鱼》
《灵魂之狼》《创世纪》《新世界》《凯尔
特人之梦》《时光投影里的秘密》《造
化天成》《纸鹤》8部影片，并向观众
特别推荐一部佳作——《高精度复
刻·新时代之美》，该片展现了大美中
国的万千气象，祖国大山大河优美壮
阔的自然景观以VR这种全新的技
术形式立体展现在观众眼前，观众戴
上眼镜就仿佛置身其中。

记者现场体验VR观影，在戴上
VR眼镜后，用手杆操作系统点击进
入电影，眼前是电影场景的一部分，
环看四周自己仿佛置身电影情节中，
拥有了360度的视野，新鲜的体验令
记者印象深刻。

不少观众看过一遍之后意犹未
尽，还想再去看第二遍、第三遍。有
数名观众反映，原以为VR眼镜只是
玩游戏用的，没想到在头戴设备中看
到了很多好看的影片。黄女士观看
了《高精度复刻·新时代之美》，她说：

“用VR眼镜观看《高精度复刻·新时
代之美》，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希望
以后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影片。”

金鸡手机电影计划奖项揭晓

14部作品获奖
本报讯（记者 蔡绵绵）昨日，

2022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华为
影像·金鸡手机电影计划表彰仪式暨
主题论坛”在厦举行。

活动揭晓了第三届“华为影像·
金鸡手机电影计划”获奖作品。本届
评选共征集4879部有效投稿作品，
经过公正严谨的多番评审，有56部
优秀作品成功入围，最终14部优秀
作品分别获得最佳镜头纪录、最佳摄
影技术、最具艺术探索、最佳实验影
片、华为影像、高校特别关注、评审团
特别推荐、最具潜力创作的八项荣
誉。随着第三届评选揭晓，第四届

“华为影像·金鸡手机电影计划”也随
之正式启动。

现场，包括李少红、万玛才旦、赵
小丁等在内的来自影视行业知名的
导演编剧齐聚，以“拥抱个人创作的
黄金时代”主题展开分享。大家普遍
认为，随着技术的迭代更新、拍摄设
备的多元使用，以及创作角度更加丰
富多样，越来越多的年轻导演以突破
性的创新形式和新颖的作品故事，为
电影行业注入了宝贵的活力，手机电
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产业一个全新
赛道。

据悉，三年来，华为与中国电影
金鸡奖联合发起“华为影像·金鸡手
机电影计划”，为广大热爱电影、渴望
创作的影像爱好者提供了自由拍摄、
无限表达的平台。

黄建新黄建新 尹力尹力 管虎管虎

宁浩宁浩 徐展雄徐展雄

张吃鱼张吃鱼

（上接A01版）
站立时代潮头，心系人类未来。在习

近平主席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将坚定不移
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与各国同行
天下之大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建设繁荣美好世界带来希望与力量。

同舟共济 汇聚共同发展合力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国际安全形
势持续动荡，世界经济面临下行风险，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依然横行，各
方期待本次二十国集团峰会能够围绕“共
同复苏、强劲复苏”主题，为解决全球发展
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
供新的政策指引。

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巴厘岛
峰会，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中国最
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多边峰会。过去九年，
习近平主席出席历次二十国集团峰会，提
出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
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
观，主张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
架的突出位置，倡导创新发展和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主张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沟通与协调，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中
国方案。

“我们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
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容性，努力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在2021年二十
国集团罗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针对全球
疫情肆虐、经济复苏乏力、数字鸿沟加剧
等诸多全球性挑战，呼吁各国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以团结行动共创未来，彰显胸
怀天下的责任担当。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习近平主席站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在2021年和
2022年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为破解日益加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注入强劲思想动
力，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积极响应。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说，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系列倡议，为各国应对发展挑
战、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方案，是在多
边主义的基础上重振国际合作与团结，引
导国际社会走向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有
韧性的未来。

“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二十个成员，
也属于全世界。我们的目标是让增长和
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让各国人民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日子都一天天好
起来！”习近平主席2016年在二十国集团
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这番话，表达了广大
爱好和平、追求发展的人们的共同心愿。

此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应约同
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拜登、塞内加尔
总统萨勒、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等多国
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中国致力于促进各
国和谐共处，推动合作与发展，在当前充满
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是一盏希望的明灯。”
委内瑞拉新兴经济体发展高等研究中心学
术研究主任路易斯·德尔加罗说。

印尼加查马达大学国际关系专家穆
哈迪·苏吉奥诺说，期待中国继续发挥负
责任大国作用，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推动
与会各方聚焦共同利益，讨论并形成惠及
发展中国家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良策。

开放融通 把准亚太发展航向

“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但它
的块茎始终长在根基位置。同样道理，无
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将扎根亚太、
建设亚太、造福亚太。”2016年11月，在
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时，习近平主席以地瓜作喻，生动诠释中
国与亚太地区国家携手前行、共筑梦想的
决心与诚意。

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重要经济
合作平台。中国加入这一组织31年来，
始终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始终致力于推
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
作，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

易体制、引领经济全球化发挥积极作用。
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上，习近平主席多次阐述构建开放包容、
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和重大意义，强调亚
太经济合作从来不是零和博弈、你输我赢
的政治游戏，而是相互成就、互利共赢的
发展平台。“这是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
度看待问题。”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
中心理事长许庆琦说。

中老铁路货运站全部启用，中企投建
的柬埔寨金港高速公路通车，中国和新加
坡协同推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持续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亚太各经济体
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精准对接，以实
现更大范围、更加便捷的互联互通，造福
更多国家和人民。

老挝政府副总理宋赛说，中国真心诚
意同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共
享发展成果和治国理政经验，以自身发展
惠及世界。

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签署生效，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鼓励自
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中国以高水
平对外开放促进区域整体开放，以自身高
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发展，决心始终如一，
行动坚定有力。

习近平主席将在本次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与
会各方普遍期待更加全面了解中国式现
代化的深刻内涵，瞩望中国式现代化为亚
太地区合作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全球现代化理论
的创新突破，必将给世界各国提供重要启
示和借鉴。”印尼学者班邦·苏尔约诺说。

可持续发展是亚太各国的共同追
求。中老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万象赛
色塔低碳示范区正式揭牌、越南嘉莱300
兆瓦风电项目风机完成吊装、泰国猜也蓬

107.5兆瓦风电项目稳定供电……近年
来，中国发挥自身绿色发展经验和产业优
势，扩大与亚太各经济体绿色发展战略对
接，让绿色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复苏的靓丽
底色。

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说，泰
方以推动绿色、包容和可持续合作为目
标，愿与中方加强多领域合作，携手努力，
确保亚太地区从符合社会和环境目标的
经济增长中受益。

命运与共 书写周边外交新章

11月9日，印尼万隆德卡鲁尔车站。
一辆带有宝石红涂色的高铁列车缓缓启
动，标志着雅万高铁试验段接触网热滑试
验全面展开。雅万高铁项目自2016年正
式启动以来，在两国元首关心下顺利推
进，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
目。项目建成后，雅加达到万隆的旅行时
间将由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

中国和印尼发展阶段相似，共同利益
相连，理念道路相通，前途命运攸关。
2013年和 2015年，习近平主席两赴印
尼，曾在这里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共同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今年7月，印尼总
统佐科第5次访华，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了
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愿景。

近年来，中印尼双边关系新格局持续
深化。2021年双边贸易额历史性突破
1000亿美元大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全球海洋支点”构想积极对接，“区域
综合经济走廊”“两国双园”等合作项目稳
步推进，双方签署关于加强海上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将海上合作纳入中印尼高级别
对话合作机制。佐科总统说：“印尼和中
国的良好合作体现了双方关系的战略性，
对地区和世界都是正能量。”

中泰建交47年来，两国关系展现出
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中泰一家亲”成
为两国人民的广泛共识。担任国家主席
以来，习近平主席5次接待泰国总理巴育

来华。2020年7月，习近平主席与巴育
总理通电话，为两国携手应对疫情挑战、
推进务实合作注入信心和动力。

中泰双边贸易额2021年达到1312
亿美元，同比增长33%；中泰铁路建设扎
实推进；泰国是首个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的国家，越来越多的泰剧也在中国网
络平台播出……在中泰迎来建立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两国同意以
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和愿景，为

“中泰一家亲”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巴育
总理说：“两国达成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共
识意义重大，泰方愿同中方携手推进。”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视周边为安
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无论是疫情
来袭时向周边国家提供多方面支持，还是
他国遭受自然灾害时展开快速救援，中国
始终与周边国家守望相助。从连续19年
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到不断深化澜湄
合作，再到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
版，中国同周边国家合作硕果累累……新
时代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不断书写构建周边
命运共同体的新华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并
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入“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构建中印尼、中
泰等双边命运共同体，到打造中国-东
盟、中国-中亚、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
体，新时代中国坚持胸怀天下，顺大势、行
大义、谋大同，不断拓展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思想内涵和实践路径，矢志不渝将
这一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得到国际社会广
泛认同和积极响应。

应时代潮流而日新，行人间正道以致
远。满怀希望、自信自强的中国同世界上
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同行，高举多边主义旗
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澎湃力
量，开辟迈向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康庄
大道，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出发！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 优秀电影
人、电影导演在金
鸡电影论坛·导演
论坛分享自己的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