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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建交60周年
暨纪录片《赵无极大师》北京发布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环保影像：从记录到启示”论坛举办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国际电影

节·第 31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中

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北京市东城

区人民政府、阿拉善SEE环保公益机

构联合主办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1
届大学生电影节“环保影像：从记录

到启示”论坛在北京隆福文化艺术中

心举办。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副院长陈刚，阿拉善SEE生态协

会副会长张立，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李嘉，阿拉善SEE生态

协会理事王素平、杨旭等参加论坛。

来自影视领域与环保领域的8位专家

就两大环保影像议题开展深入探讨

与交流，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从

不同角度探讨了如何用影像讲好环

保故事。

开启“重新发现计划”

再现丰富的环保故事与生命真谛

陈刚在致辞中表示，影视多元融

合对于推动影视新质生产力发展十

分重要，特别是与环保等多元议题的

跨界交流，可以提升影像内容的影响

力，也有助于激发青年学子关注自然

生态，提升环保意识。

张立在致辞中介绍了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成立20年来的成就，强

调了影像在传播环保理念和记录环

境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并表达了通过

影像聚集更多伙伴参与环保公益行

动的愿望，例如用影像记录濒危物种

的美丽，讲述环保背后的故事，关注

生态环保公益中的新挑战。

王素平介绍了大学生电影节“重

新发现计划”环保影像特别单元，呼

吁通过青年人的镜头传递对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怀，用生动鲜活

的影像语言讲述环保故事，探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

在“重新发现计划”启动仪式上，

陈刚、张立、李嘉、王素平以及重新发

现计划的发起人万梓誉一起上台，共

同启动“重新发现计划”环保影像征

集活动，期待更多的青年创作者投身

到环保影像的创作中，共同为环保事

业贡献力量。

回归影像初心

在纯粹与热情中感知自然

在“绿色镜头：用影像为环保发

声”圆桌论坛中，纪录片《雪豹和她的

朋友们》制片人郭永浩、电影《雪豹》

的出品人南吉、SEE基金会气候变化

与商业可持续总监卢之遥、纪录片导

演史哲宇，深入讨论了环保影像作品

如何捕捉和展现环境问题。

郭永浩讨论了自然影像创作的

重要性。他认为，自然影像创作需要

创作者具备科学知识、艺术敏感度和

深刻洞察力。未来，他计划推进在地

培训、与艺术院校合作，努力将自然

影像转化为实际的文创产品，以此来

促进实业、德育和美育的发展。

南吉谈到了她投资电影《雪豹》

的契机，并强调一个真诚的、正能量

的好故事才是打动出品人的“必杀

技”。南吉还分享了《雪豹》剧组曾在

拍摄地三江源发生的人与自然交互

的小故事，她认为人与自然从来就是

共生的，我们爱护了自然，自然同样

也治愈了我们。

卢之遥分享了自己在南极考察

的经历，“世界是连通的，每个人的动

作和行为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环境”，

好的影像作品、好的传播能让大家感

受自然，从而用行动去改变。

史哲宇认为，世界纪录片的发

展源头就是生态自然题材纪录片，

而早在 80年代的中国引起世界关注

的纪录片类型大多都是生态自然题

材，所以用影像讲好环保的故事是

世界议题。他鼓励年轻人从身边题

材出发，耐心接近和记录自然生态，

利用现代媒体技术进行创作，创作出

青春的样态。

汇聚行动能量

在探索与实践中领悟真谛

在“生态微光：汇聚行动的力量”

圆桌论坛中，班夫山地电影节国际海

洋电影策展人钱海英，抱朴再生企业

创始人刘学颂，海洋纪录片导演、深

圳市绿洲环保公益事业促进中心理

事陈陈，阿拉善SEE理事杨旭共同讨

论。他们从自身的工作和从事的事

业出发，表达了对环保事业的热爱，

并为现场的观众分享了很多生活中

具有影像记录价值的小故事。

钱海英分享了她在中国推广户

外活动和自然纪录片的经验。她以

《鲸鱼之歌》等短片为例，展示了科学

家保护鲸鱼和年轻人尊重自然的故

事，以及追捕非法捕捞的公益故事，

说明真实故事的力量能激励观众为

环境保护采取行动。

刘学颂鼓励年轻人参与环保事

业，创造有社会价值的产品，并相信

艺术与环保的结合可以推广可持续

生活方式与和谐共生的理念。

陈陈讲述了她走上纪录片导演

之路的经历以及拍摄《寻找珊瑚海》

的经历，这一历程激发了她将海洋保

护与公众兴趣相结合的想法。

杨旭鼓励学生们以志愿者的身

份积极参与生态保护项目的活动，从

身边的生态活动入手，探索可持续生

活方式。

31 年来，大学生电影节秉承“青

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的宗

旨，坚持“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

生评、大学生拍”的特色，从北京走向

全国乃至世界，从校园走向行业，在

传递中国青年文化、彰显青年影人风

采、推动中国电影创作及产业发展上

贡献出有目共睹的力量。今年，北京

国际电影节·第31届大学生电影节携

手阿拉善SEE环保公益机构，正式启

动全新特别单元“重新发现计划”，为

青年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环保的大门，

让绿色镜头照亮生态微光，共同点亮

地球的可持续未来。主办方负责人

表示：“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的青年

创作者投身到环保影像的创作中，为

环保事业贡献力量，以故事记录世界

环境变迁，以影像构筑绿色和谐家

园。”

（赵丽）

本报讯 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

会、北京国际电影节·第 31届大学生

电影节组委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人论坛

——议题电影与作者表达”于 4月 26
日举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

副台长，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

书长李小明，北京国际电影节·第 31
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执行副主任

委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院长肖向荣参加了论坛。导演崔睿，

导演、编剧陈小雨，编剧、演员康春

雷，导演梁鸣，导演、编剧单丹丹，演

员沈诗雨等亮相活动。

李小明表示，电影的创作不应

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叙事，而应深入

挖掘其内在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

义。他认为要鼓励电影创作者们深

入生活，深入人民，从丰富的社会实

践中汲取灵感，从悠久的文化传统

中提炼精华，创作出既有深度又有

温度的电影作品。

肖向荣在致辞中借助此次论坛

的主题，诚邀青年影人与学子，创作

聚焦社会热点的“议题电影”并探究

多元百态的作者表达方式。他表示，

“聚焦现实，关注民生”或是中国电影

作者们某种自觉的无意识创作倾向，

贯穿中国影史序列始终。电影的传

播效应落回到人民中去，以影达

“真”、以“真”传情、以情动人。

崔睿认为，电影是一种超越现

实的艺术表达形式，因而对于现实

主义题材进行艺术加工，“我们会更

看重它的商业性、类型化，它如何能

够触达更多观众，这才是表达的意

义。”他认为电影是一种结合的力

量，但是是基于很多故事的一种结

合，创作者可以去汲取每一个故事

的营养，挖掘其中值得深思、发人深

省的内容。梁鸣认为创作者在书写

过程中应当不断进入生活，无时无

刻不在想着笔下的人物，关注他们

的感受，不断地进入他们的生活，然

后再回到自己；在书写中，创作者陪

伴着人物，人物也在陪伴创作者，这

是一种持续的“陪伴感”，一种长时

间的情绪关照。

论坛以“议题电影与作者表达”

为主题，经过青年影人的深入探讨，

让人更加深刻理解了两者之间的紧

密关系。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

仅承载着传递信息与价值的使命，更

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独特表达。议题

电影通过聚焦社会热点，引发了观众

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而作者表

达则赋予了电影独特的艺术魅力，使

其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未

来，期待更多青年电影人能够坚守初

心，勇于探索，用电影讲述中国故事，

传递中国声音，为世界电影艺术的发

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赵丽）

今年，“ReelFocus 新血影像计

划”升级为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短片单元。该计划主理人王

馨可迪接受采访时表示，“ReelFo⁃
cus”将持续为青年创作者打通阻

碍，鼓励更多立志入行的青年影

人。她同时透露，未来亦有扶持

长片的打算。

“ReelFocus 新血影像计划”是

由Boss 直聘发起的“服务年轻人”

的影像计划。王馨可迪说，计划

成立之初，只是一个帮助影视行

业毕业生解决就业难题的校园活

动，经过三年成长，该计划已有

700 多志愿者加盟，收到全球近

100国青年电影人逾 2000部作品

投递，颁发 14 项荣誉的扶持计

划。焦雄屏、陈宇、许宏宇、祖峰

等今年担任该计划评审。

相较“发现天才，培养大师”

的青年影人扶持计划，王馨可迪

介绍，“ReelFocus”更愿意把影像

创作视为一份工作，“我们见到很

多影视专业的学生家长对于孩子

学这一行是比较抵触的，他们觉

得这是金字塔、是名利场。但电

影行业不仅属于演员和导演，我

们希望化解一些误解，影视行业

的每一份工作每一个岗位都是质

朴的实实在在的。”

今年的“ReelFocus”也拓展了

对青年影人的扶持范围，王馨可

迪告诉记者，除导演和作品单项

奖外，“ReelFocus”2024 年还设立

了影视工种的专项奖，“影视作品

不是一个人能拍成的，我们意在

鼓励更多的立志入行的青年影

人，也让他们在这组建起自己的

创作团队。”

对于“ReelFocus”的发展，王

馨可迪表示，在评审、展映和颁奖

之外，“ReelFocus”会一直做一位为

行业输送新鲜血液的水管工，给青

年创作者打通阻碍，更有意识地把

这些创作者推向公众视野。王馨

可迪还透露，“ReelFocus”有扶持长

片的打算，为入选的短片创投作品

提供资金、拍摄资源支持和必要的

指导，帮助他们从短片做到长片，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

个包售后的影像计划。”

成为北京国际电影节短片竞

赛单元“ReelFocus 新血影像计划”

评委，香港导演许宏宇用“兴奋”

一词来描述自己的心情，“我看到

这一代年轻人的片子都很有个

性。”谈及评审标准，许宏宇说，

“在整个剧情和所表达内容在线

的前提下，我会偏向一些实验性

或者新鲜感多一点的片子。”

谈及当下青年导演的创作，

许宏宇欣喜表示，电影市场又回

到了好导演、好作品层出不穷的

年代。面对激烈竞争，他鼓励青

年创作者“不用急着在 20 岁成为

导演，先找到内心的兴趣和热

爱”。而经历了主流大片、古装

片、武侠片、爱情片、青春片后，许

宏宇找到了自己的“热爱”：“我想

用中国哲学视角讲述人类的故

事，可能会拍一部科幻电影。”

竞争激烈，

青年导演抓住“热爱”

近年来，越来越多海峡两岸

暨港澳地区的青年创作者走进观

众视野，他们的电影类型丰富，题

材多样。从内地导演申奥执导的

《孤注一掷》，崔睿执导的《消失的

她》，谢君伟、邹靖执导的《长安三

万里》到香港导演简君晋的《白日

之下》、卓亦谦的《年少日记》等，

年轻一代的中国导演，在电影市

场崭露头角、挑起大梁。

对于愈发激烈的竞争环境，

许宏宇态度乐观，“这对电影市场

来说，百利而无一害”，许宏宇觉

得，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好像又

回到了十多年前他刚入行的氛

围。那时，24 岁的许宏宇联合执

剪了陈可辛导演的商业大片《投

名状》，27岁独立执剪《建国大业》

《十月围城》，28 岁摘得金像奖最

佳剪辑奖。

许宏宇感慨道，当时的电影

市场可谓竞争激烈，“在外人看来

那可能是一种竞争，现在看来，其

实是百花齐放、大放异彩。”

如今，电影市场又回到了好导

演、好作品层出不穷的美好时代，

许宏宇欣喜于青年导演们旺盛的

生命力，“有些导演在努力抓时代

的脚步，有一些可能在抓一些类

型、有一些在努力找回大银幕电影

对于心灵的影响。”作为青年导演

的一员，许宏宇说，他更想抓住内

心的热爱，去探索、去拍摄。

20岁不要着急当导演

从“剪片天才”到跨界导演，

许宏宇的经验是“不要着急”。

和很多年轻人类似，大学刚

毕业时，许宏宇也想马上做一个

导演，但因缘巧合，他成了一名剪

辑师，并收获了一段宝贵的经历，

他说，这段经历为他成为导演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不用着急在20
多岁的时候就去做导演”，许宏宇

说，“我觉得我的导演工作才刚开

始，当我快40岁的时候，我才拍我

的第一部电影，这也会让我觉得

我的生命才刚开始。”他认为，拍

电影是一辈子的工作，“因为我们

热爱，所以要长远去做，而不能只

看着今天。”

当被问及有哪些经验与青年

创作者分享时，他建议，年轻人要

沉淀自己，多接触优秀导演，跟着

前辈导演去剧组磨炼，找到感兴

趣的岗位，“你看，我跟着陈可辛

导演那么多年，帮他剪片子，让我

学习到很多，而且不只是他，还有

其他的导演给了我很多帮助。”许

宏宇坦言，和优秀导演共事的经

历让他受益匪浅。在他看来，电

影是一个工业，在具有技术性的

同时也具有传承精神。

成为导演之前，许宏宇是一

名剪辑师，当被问到成为导演是

否需要具备“多重技能”时，他给出

了否定回答：“电影是一个合作的

艺术，你可能缺乏某项技能，但你

可以找到你有这个技能的合作伙

伴，这反而是重要的。作为导演，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诚实地去看待

我们的背景、经历、个性，在这个过

程中，懂得如何面对自己，然后，再

去做好作品。”

本报讯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

年，4 月 25 日，纪录片《赵无极大师》

北京发布会在蔡冠深文化交流中心·
白云馆举行。全国政协常委、蔡冠深

基金会主席蔡冠深、法国驻华大使白

玉堂以及纪录片导演姚国强参加发

布会。蔡冠深介绍，该片已先后在杭

州、香港发布，反响热烈，还将在法国

巴黎进行推广。

法籍华裔画家赵无极 1921 年生

于北京，大学时期在杭州度过，1948
年赴法留学并定居，2013年在瑞士病

逝。他的作品走进了160多个国家的

博物馆，成为一个时代中国艺术家的

巅峰。

《赵无极大师》纪录片由中国旅

法导演姚国强执导，分为浙江、香港、

巴黎三个篇章，总长160分钟，详细介

绍了赵无极从杭州学艺到香港历练，

最终于法国成长为世界级画坛大师

的经历。

蔡冠深通过基金会，赞助赵无极

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并以此为作为

中法建交六十周年的献礼。蔡冠深

介绍，纪录片的拍摄得到了中国外事

及宣传部门、浙江省委宣传部、香港

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以及法国马克

龙总统的高度重视。蔡冠深说，赵无

极大师的人生轨迹与艺术生涯，是中

法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他早年在

杭州学习传统中国画，其后赴法深

造，更一度旅居香港。他的作品，既

展现了中国的意境和技法，更融入了

西方的色彩与表现形式，成为东西方

艺术融合升华的典范，和中法两国人

民共同的骄傲。

谈及拍摄进度，姚国强透露，纪

录片已经完成了杭州段的初步剪辑，

香港的拍摄已经初步完成，也已展开

了后期制作，法国段的拍摄正在进行

中。纪录片将在今年的秋天于国庆

75周年之际，在巴黎举行首映典礼，

同时不仅在电视台，网络播映，还会

在线下进行各大艺术院校巡回放映，

线下交流。

（杜思梦）

第31届大学生电影节青年电影人论坛：

洞察万象议题，绘就光影艺术

“ReelFocus 新血影像计划”主理人王馨可迪：

鼓励更多立志入行的青年影人

“ReelFocus 新血影像计划”评委许宏宇：

懂得面对自己，再去做好作品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白晨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要闻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