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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观众，

寻找最大情绪共鸣

论坛中众多嘉宾都强调了创作与观众

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来自黎巴嫩的娜

丁·拉巴基说“我们想发出的是来自人民的

声音”，她以《何以为家》为例，强调想要创

作这样的儿童故事，“它一定是真实的，我

不能仅凭想象去创作。”她说：“我每年都会

去黎巴嫩的贫民窟，了解儿童的处境，了解

他们的想法，这样才能真正地了解到他们

的生活现状。”

陈宇为了能够创作出更得观众认可的

影片，每天会花四个小时看社会新闻。在

他看来，了解社会情绪、社会心理、观众趣

味、价值感受，对于电影创作十分重要，“今

天的电影应该提供这些东西，也许以前它

们在很多电影里面不是重点，但是在当今

的社会里给予一些抚慰、一些同情，像《年

会不能停！》那样去理解普通人，我认为是

当下主流电影可以采纳的策略。”

刘伟强拍《水饺皇后》之前，该片剧本

已经在电影圈流传了很久。面对诸多关于

“你怎么拍这么温情的电影”的质疑，他表

示，“电影就是要拍不同的东西，这个故事

我就想拍给观众看。如果你看到这部电

影，能打一个电话给妈妈，说我想回家吃你

包的饺子，这就是我为什么拍这部电影的

原因。”

《年会不能停！》这部作品，董润年历经

五年时间方才完成创作。他描述影片的创

作过程是一个寻找贴近普通观众、与个体

产生紧密链接的过程。“因为剧本修改了很

多，每次遇到创作瓶颈的时候，解决方案只

能是采访、做很多调研，得到一些新的案例

后对剧作进行调整。”他给众多创作者分享

了自己的经验感受，“类型电影如何与尽量

多的观众，或者至少与影片的目标观众产

生共鸣，怎么讲大家真正关心的事，这是最

重要的事情。”

焦雄屏认为，引发观众共鸣的并非仅

限于现实题材影片。观众一方面会关注与

切身体会相关的影片，另一方面，“像追光

动画所做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故事间，找

寻创作的动力与灵感，加上新的现代感的

影片，同样也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同”。

观照时代，

创作多元的电影作品

追光动画继 2023 年暑期档带来《长安

三万里》后，今年将继续深耕公司优质 IP
“白蛇”，该系列第三部影片《白蛇：浮生》目

前已定档七夕上映。于洲介绍，“这部电影

是追光动画第一次尝试喜剧爱情动画”，并

希望影片能够是一部经得起观众检验的精

品。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精品？我们

觉得要有很高的艺术高度，要取得商业成

功，要有时代影响力。‘白蛇’和‘杨戬’在商

业上都是不错的，但谈不上影响，所以希望

通过‘新文化’系列推出这样的作品。”

他说。

在电影行业有过六十多年创作经验的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深刻地感受到了电

影世界的变化。从《水中刀》到《驴叫》，“这

两个时段最大的不同在于，越来越少的电

影，或者说电影当中越来越少地采用线性

的叙事结构。”面对越来越多年轻人展示出

对于短视频的兴趣以及新兴技术产生的影

响，他认为，用新的方式讲述故事，使得叙

事更加生动，更加有趣，也为电影创作者带

来更大的自由空间。

同时，杰兹还非常关注新锐导演创作。

他认为：“虽然大制作电影可能吸引了全球

观众，但其制作成本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

这些资金如果分给250位新锐导演，每位只

需 1000 万，给更多青年才俊提供崭露头角

的机会。这样的策略或许能推动电影文化

的百花齐放，甚至孕育更多大片。”

刘伟强分享了拍摄电影《无间道》的幕

后故事。“拍《无间道》时很苦，那时候的香

港电影很不好，票房差，产量少，很多人都

说香港电影要死掉了，说我们是一个夕阳

工业。但我只会拍电影，我不想放弃。当

时香港导演、编剧也不写完整剧本，都是

100 字左右，拍《无间道》时我想有所改变，

所以我说一定要有完整的剧本，要不然就

不拍。”刘伟强带着“绝地重生”般的信念完

成了这部影片的拍摄。

董润年作为一名创作者，提出在当代

短视频兴起的背景下，不仅要对类型电影

的叙事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和完善，同时也

要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和探索，以开创新

时代的叙事方式。他会在自己的创作上实

践，“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观众喜欢看新的东

西，创作者不停尝试新的东西，或取得成

功，或遭遇失败，但是成功与否并不重要，

只有不断尝试新的内容才能推动电影产业

不断发展。像这次《长安三万里》给我印象

特别深，它在叙事上跟好莱坞电影完全不

一样，但是它能够非常好地调动起观众观

看的情绪，里面很多东西跟传统小说或者

传统诗歌的节奏一致。”

肩负责任，

重视跨文化传播

娜丁·拉巴基特别提到，创作者必须要

有一个具体的需求，“现在我们认为影视越

来越成为一种社会责任，而且越来越能够

呈现崇高的志向和理想，我相信这应当是

创作的原动力、内驱力所在。”在她眼中，电

影创作并非仅限于塑造一部作品、讲述一

个故事，更深层次的是肩负起责任。“部分

电影作品能够深入人心，原因在于艺术以

独特的方式与观众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源

自情感上的共振，而这种共振力量能够深

远地影响个体的内心世界。”

电影是全世界人类共通的语言，将更

多动人的中国故事带到世界去，也是国内

电影创作者的责任。随着《流浪地球 2》《封

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长安三万里》《热辣

滚烫》等影片在海外的热映，于洲现场介绍

了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表现。“2021 年

12 月，《白蛇 2：青蛇劫起》在奈飞上线，奈

飞在 3 个月里配了 10 种语言，海外观众在

三四千万量级，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他

希望通过如《长安三万里》有传播力、影响

力的影片，“让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宝藏，无

论是了不起的人物还是经典作品，以动画

电影形式再现出来。这也是新时代作为创

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焦雄屏认为，推动华语电影在国际上

传播，最常遇到沟通障碍，是需要双方有足

够的文化理解和语言质量。她举了一个例

子，“以前带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去柏

林，我取了一个新的片名《霓红灯下的叛

逆》（Rebels of the Neon God），叛逆的年轻

人，还有都市霓红灯，揉在一起外国人就很

好理解，因为‘哪吒’外国人不会懂的。我

们在重新诠释神话时要用今天的角度，就

像《长安三万里》一样。”

同时，她也指出了作品的美学突破在推

广中的重要性，并需要寻找合适的方法来展

现自己的美学优势。在推广过程中，需要克

服语言障碍和美学认知上的困难，借助专家

和其他辅助手段来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宣

传。以电影字幕为例，“在协助导演时，字幕

检查至关重要。仅懂英文的检查者都不足

够，还需要母语为中文的华裔人士和外国专

家共同审核，至少三遍以上。翻译字幕时，

简化复杂概念，使观众更容易理解，从而才

能更快地沉浸在电影情境中。”

论坛嘉宾表示，新时代为电影创作提

供了广阔空间、丰富素材，电影人要坚持守

正创新，深入人民群众，怀着求真求善求美

的赤子之心，找到时代与传统、现实与虚

构、艺术与市场、共性与个性最佳平衡点，

创作出既有民族风格、现实关切、国际视

野、表达人类共同情感的高质量影片，满足

观众多元的审美需求。在新时代的征程

上，电影人要持续以电影为媒，传递中国故

事，展现时代精神，共同书写电影艺术的新

篇章，为世界电影文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

国力量。

深入观众 观照时代 肩负责任
——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创作论坛举行

■文/ 本报记者 李佳蕾

4月 21日下午，由北京

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中国电

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主办的第十四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创作论坛：电

影创作的高质量与多元化”

在北京郎园Station举办。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北京

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

秘书长霍志静在致辞中表

示，一直以来，北京高度重视

电影创作。作为全国文化中

心，北京是电影创作人才最

集中的地区，北京的文化环

境和文化氛围也为电影人创

作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近年

来出品了一批佳作，如《志愿

军：雄兵出击》《流浪地球2》

《第二十条》《满江红》《消失

的她》《年会不能停！》等，在

产量和质量上始终引领全

国。今年，北京市出台十二

条举措资助扶持优秀作品的

创作生产，接下来还要实施

新时代新北京创作计划，更

好地体现北京在创作上的引

领作用。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党委书

记、馆长（主任），中国台港电

影研究会会长孙向辉在致辞

中强调，今年是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

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

年。十年来，中国电影人紧

扣时代所向、人民所需进行

深入思考与生动实践，在与

观众共情共鸣、捕捉社会关

切方面取得令人称赞的发

展，从“高原”向“高峰”攀登

的脚步更为坚实。她从中国

电影观众满意度近十年来的

调查数据出发，以观众为镜，

梳理了中国电影创作发展，

希望为电影创作实现更高水

平、更丰富多元发展提供一

点启示。

参与圆桌对谈的嘉宾有

著名电影学者、监制、制片

人、作家、台北艺术大学电影

创作研究所所长焦雄屏，编

剧、导演、北京大学教授陈

宇，导演、编剧董润年，中国

香港导演、摄影师、监制刘伟

强，黎巴嫩导演、演员娜丁·
拉巴基，波兰导演、编剧、演

员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追

光动画总裁于洲。

论坛由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研究员、《当代电影》

杂志主编皇甫宜川和中国电

影资料馆节目策划、北京国

际电影节展映策展人沙丹担

任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