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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电影创作者回应时代之声和观众之切

“与时代同步，与观众共情”
创作论坛举办

4 月 23 日，由北京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市电

影局主办的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与时代同步，与观众共情”创作

论坛在郎园 Station举办。北京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

霍志静，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馆长（主任）孙向辉，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副馆长（副主任）林思玮、薛

宁，影片片方代表、各大影视公司代

表等参加活动。出席论坛的嘉宾有

法国知名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

美国导演、编剧、制片人罗伯·明可

夫，导演饶晓志，中国香港导演、编

剧陈茂贤，导演孙海鹏和知名影评

人周黎明。本场论坛由北京广播电

视台主持人李杰主持。

孙向辉在致辞中谈到，当今社

会正在经历消费文化的巨变，对于

电影业而言这既是生存挑战，也是

发展机遇。我们的信心来源于，中

国的电影创作质量和制作水准一直

保持着显著提升的主基调，从去年 4
月至今，中国电影资料馆主办的中

国电影观众满意度项目针对 76部国

产影片进行调查，其中有 72部达到

80分以上的满意区间。这些获得观

众高满意度评价的影片也被资料馆

带到世界上四五十个国家的 50余场

境外“中国电影节”，引发了海外观

众的共情。

霍志静在致辞中表示，作为全

国文化中心，北京是全国电影创作

生产最活跃的城市。去年，北京备

案立项的影片达到 775部，占全国四

分之一；55部过亿票房的国产影片

中，京产电影占三分之一，其中 4部

京产影片位列国产电影年度票房前

十名。北京是全国最早设立政府电

影专项引导基金的城市。去年年初

出台《关于推进新时代首都影视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进一步

传递推动电影创作和产业融合的积

极信号，全年资助扶持创作项目达

到 67部，较上年增长一倍。

嘉宾圆桌对谈的环节上，各位

嘉宾结合各自工作经历，从创作、表

演、观众评价等方面出发，共同探讨

如何感知时代的变迁、传递大众的

心声，使电影更好地实现艺术生命

与产业生态的共生共荣。

寻找共通的情感

追赶观众的脚步

交流中，创作者们都强调了观

众的核心地位——唯有当创作与观

众的心灵同频共振，在情感的琴弦

上奏响和鸣，艺术的真谛方能真正

显现。

伊莎贝尔·于佩尔有过与多国

导演合作的经历，她从这些不同导

演的故事中感受到，“我饰演的是真

实的人，而不是人物。我能够从他

们的身上找到一些普适性。我期望

我所演绎的人具有瞬时性，观众能

够像在眼前看到一样真实，这是电

影所擅长的。所以，我觉得电影是

一种即刻的艺术。”

罗伯·明可夫更是直言，创作者

要意识到最重要的就是观众。“如何

与观众共鸣、共通很重要，很多人都

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看电影，他们通

过电影获得知识，汲取人生价值。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创造人类共通的

精神图景，给观众带来情感共鸣和

情感价值。”

导演饶晓志的《无名之辈》就聚

焦小人物，用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

式与观众产生了共鸣。饶晓志为大

家分享了他的创作理念。“在创作

时，我可能自然地认为那些形象会

更生动，他们就是来自我的家乡或

者是我熟悉的一个个面孔。而且，

我喜欢电影里的人物是有瑕疵的，

我更爱不那么完美的角色。”

事实证明，好的电影是能够跨

文化、跨地域，让全球观众都感同身

受。《破·地域》无论是在中国香港还

是海外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陈茂贤分享道：“如果能够让观众在

电影里看到自己，文化差异、语言差

异都不重要。只要创作者投入足够

的真诚，讲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

观众愿意走进导演创作的电影世

界，就能够抓住他们。”

刚从柬埔寨与当地观众进行交

流归来的孙海鹏有着相同的观点，

“在创作《雄狮少年》系列电影时，我

们力争还原当地的文化、感受、气

候、天空、气味等细节，恰恰是把这

些东西打磨好后，让我们的作品有

跨越地域、跨域文化的力量”，也正

因如此柬埔寨当地观众在观影过程

中，“对电影设置的笑点、情感点、民

族符号等都有正向反馈，或许也因

为我们的文化比较接近”。

传统与现代碰撞

找寻时代的温度

当观众在银幕上触摸时代的温

度时，会发现中西方创作者们不约

而同地选择向古老文本、传统文化

“借火”。

《雄狮少年》系列电影从舞动狮

头到挥拳格斗，在传统鼓点和现代

音乐的交融、传统武术和现代格斗

的结合、民族精神和城市奋斗的探

索 中 ，不 断 追 寻 其 独 特 的 艺 术 表

达。孙海鹏说：“中国很多传统文

化，现在拿出来放在大银幕上就是

时尚的。所以我们只是用动画或者

电影特有的方式，更具体、更概括地

将它们最好的一面、最漂亮的一面、

最帅的一面呈现出来就好了。”

伊莎贝尔·于佩尔也在传统戏

剧舞台上抓住时代特征，收获观众

喜爱。目前，由她参演，蒂亚戈·罗

德里格斯执导的契诃夫名剧《樱桃

园》已在中国展开为期三周的巡回

演出，她所饰演的主人公柳鲍芙有

一种现代性的疏离和独立。她表

示：“法语出演俄罗斯契诃夫原创戏

剧这并不是易事，但不少观众都很

喜欢。不管是通过电影还是戏剧了

解我、喜爱我的观众，都让我看到艺

术有神奇的力量，能让我们相互交

流、认识，艺术是共同语言。”

“破地狱”仪式古朴有源，但它

背后的精神却与现代社会对生命尊

严是一致的。在香港出生成长的陈

茂贤表示，“最开始创作《破·地狱》

时是因为外婆过世，会有很多对生

命的提问。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才发

现，原来‘破地狱’中包含了很多中

国传统文化，不管是现在依旧保留

的还是被大家遗忘的，我想要拍出

来给新一代观众看，让他们认识到

有很多中国文化蕴含其中。”

当电影院遭遇现代多种娱乐方

式的冲击时，罗伯·明可夫还是希望

观众不要失去电影院带来的观影

“温度”。“现在人们面临很多选择，

比如看短视频，但是我认为看短视

频 有 点 像 吃 零 食 一 样 ，它 不 是 正

餐。我希望年轻一代的观众可以体

会到在电影院观影的美好。”

十部“北京佳作”

即将登陆“中国银幕”

活动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十

部 2025年即将上映的“京产”影片集

体亮相。《东极岛》制片人朱文玖，

《独一无二》制片人张周玉，《好工

作》监制董润年、导演佟佳格，《好好

的》制片人田甜，《聊斋：兰若寺》制

片人宋依依，《群星闪耀时》导演、编

剧章笛沙，《水饺皇后》监制兼导演

刘伟强、出品人应旭珺，《无名之辈

2&3》导演饶晓志、制片人李冰清，

《戏台》总制片人王雁，《震耳欲聋》

导演万力上台分别为观众进行影片

推介。

从历史长河中打捞记忆，到市井

烟火里捕捉温情，从幽冥幻境的奇幻

想象，到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这些

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回应着时代

的呼唤，传递着共同的情感，彰显着

北京作为电影摇篮的创新活力与文

化传承。它们不仅是北京电影产业

多元发展的成果展示，更是对中国电

影 120 周 年 辉 煌 历 程 的 致 敬 与 延

续。相信这些影片将在光影交织中，

续写中国电影的璀璨篇章，引领观众

走向更加广阔的视听世界。

4月24日，由北京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电影资料馆联

合主办，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电影评论》杂志社承办，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青年工作委员

会、北京电影家协会协办的“青年

影评人论坛——破与立：智能时

代的电影创作与评论变革”在郎

园Station准点剧场举办。

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

副台长，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彭司海，中国

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副馆长（副主任）薛宁，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电影评论》主编陈刚致辞。参加

论坛的嘉宾有，影评人陈黛曦，编

剧葛瑞，中国电影资料馆节目策

划、北京国际电影节策展人沙丹，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导演

张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

究员左衡。本场论坛由专栏作

家、影评人周黎明主持。

彭司海在致辞中表示，文艺

评论与创作实践恰似文化发展的

双引擎——如车之两轮协同并

进，又似鸟之双翼相辅相成，二者

辩证统一、相互促进，共同构筑起

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坚实基础。

在文艺评论与创作之间的平衡面

临全新机遇和挑战的智能时代，

他鼓励电影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青

年影评人“以创新拥抱互联网时

代，运用新媒体打造具有影响力

的评论新形式”。

薛宁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受

数字技术发展、新媒体传播和市

场环境变化多重因素影响，文艺

评论工作呈现多种新样态、新特

点和新情况。在电影评论中，弹

幕、视频、短评等新兴评论形式的

出现，甚至成为文艺评论工作的

主力军。这些也形成了具有审美

价值的数字艺术创作。这一切给

电影评论工作带来新任务、新挑

战。主流声音示弱、评估标准有

偏差、人才队伍建设不够等问题，

亟待我们研究突破，这是当下电

影事业发展的时代课题。

陈刚在致辞中表示，如何立

足数智时代，探讨创作与评论之

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建立可持续

的对话机制，推动中国电影产业

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当下重要

的时代课题。他认为青年影评人

是电影生态的“思想纽带”与“文

化触角”，应当承担起更重要的文

化使命，并真诚祝愿每一位青年

影评人、青年影人“既能以破竹之

势直面时代挑战，亦能以立鼎之

心守护电影艺术的真谛”。

▶ 新机：电影评论的形态

突围与边界拓展

左衡从当代影评传播的实

践角度，探讨了专业批评与网

络传播的辩证关系。他指出，

网络弹幕等大众评论形式的分

散化在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分

析 下 得 到 了 集 中 、整 理 和 提

炼。他从学理的角度指出，人

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虽然大多

数时候不能够直接采纳使用，

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类思

维的边界，这种人与技术的互

动 关 系 本 身 即 具 有 一 定 的 价

值。数字时代的专业影评有着

双重使命：既要参与大众对话，

又要保持学术品格。

陈刚认为在智能时代的背

景下，电影艺术将呈现显著的

二元发展趋势：一方面，传统电

影美学持续深化，坚守胶片拍

摄等本体语言，追求纯粹的艺

术表达；另一方面，类型电影的

创作将更加依赖于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且广泛应用于电影

的工业生产体系当中。这同时

意味着电影批评与教育范式的

革新，要求从业者兼具传统美

学素养与数字技术能力，既是

对电影本体的回归，亦是对技

术革新的回应，共同构成数字

时代电影发展的辩证统一。

▶ 锋芒：电影评论的学术

坚持与大众化调适

索亚斌从实践角度阐述了

人工智能在影评领域的应用现

状与发展趋势，他提出影评应超

越工具性价值，作为一种文化实

践为"未来电影考古学"留存思

想资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视听创作可能呈现网络文学

式的爆发增长，导致评论生态的

圈层化与多元化。在这种"艺术

弥散"的背景下，传统艺术评价

标准将被重构，审美价值将更深

度地融入日常生活。针对两极

分化的影片评价，他认为人工智

能尚且无法替代专业影评人的

学术判断。这一分析既肯定了

人工智能的技术辅助价值，又强

调了人文批评在艺术阐释中的

不可替代性。

陈黛曦提出，面对评价极度

撕扯、两极化的电影时，影评人

进行专业批评需要对自己的批

评方法持有足够的信心。在具

体的批评实践中，应当区分主

观感受与学术判断，通过严谨

的文本形成态度明确的判断以

避免模棱两可的评价。她结合

自己的影评创作经历，指出智

能时代审美转变之下电影评论

在专业视角与大众表达之间平

衡的重要性。同时，她指出当

批评能够深入创作肌理，就能

与创作者形成建设性对话。

沙丹从电影策展实践出发，

阐述了艺术电影推广的策略与

方法论。他指出，策展人需要

兼具专业判断力与大众传播技

巧，在学术化思考与大众化表

达之间寻求平衡，扮演好“摆渡

人”的角色。一个良好的电影

引导生态应通过建立有效的参

照体系，专业能力和影评人素

质基础上，以一种可感的方式

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走近影片，

最终构建良性的艺术电影传播

生态。这种方法既承袭了早期

电影宣传的经典策略，又适应

当代电影节展的传播需求，为

小众电影的推广提供了可操作

的实践路径。

▶ 对话：创作与评论的互

动与共生

针对“几分钟看一部电影”这

一不可避免的现象，葛瑞从创作

者的角度进行了辩证分析。他指

出这一现象虽然打破了传统电影

观影的完整性，但客观上提升了

电影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效率，已

成为当代观众获取影视信息的重

要渠道。他认为，创作者应当以

开放的心态采取适应性策略：一

方面可以从短视频中获取灵感辅

助创作，将其作为检索工具；另一

方面需正视观众审美习惯的转

变，在叙事节奏和戏剧冲突设计

上作出相应调整。这种现象对商

业类型片与文艺电影产生了差异

化影响，而艺术探索类创作需要

在这一转变和趋向寻找新的表达

平衡点。

张帆从对《苍山》的创作回顾

中出发，指出面对智能时代理性

算法驱动下追求强刺激、快节奏

的创作趋势，创作者对艺术创作

不可预测与无意识性的感性坚持

显得尤为重要。他指出，创作者

与创作之间并非前者对后者的

绝对掌控，而是一种相互塑造的

动态辩证关系。这种不确定性

的感性体验与主导智能算法的

理性共生共荣，在承认技术变革

必然性的同时，又坚持艺术创作

的主体性价值，最终指向的是一

种技术与人文、理性与感性的创

造性融合。

智能时代的电影创作与评论

变革，直面技术浪潮冲击，叩问电

影艺术本真。本次论坛以批评变

革为主题，邀请近年来有影响力

的电影人、影评人、电影学者共同

探讨数字时代电影创作与电影批

评如何互动共生，试图在破与立

辩证过程当中形成两者之间的平

衡。电影领域要繁荣离不开创作

与评论，百花齐放需要各种各样

的声音。评论应当深入创作实

践，建立与创作者的对话机制；同

时，创作者也应当重视理论批评

的反哺价值，在互动中实现创作

水平的提升。

“青年影评人论坛——破与立：

智能时代的电影创作与评论变革”在京举办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