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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电影人对话开启：

拓展电影多领域合作，传承亚洲电影文明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

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

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

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

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

5月16日，来自日本、泰国、韩国、俄

罗斯、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20多位电

影制片人亮相“电影制片人合作论坛”，

围绕“开放交流、合作共赢、促进电影产

业繁荣”主题进行交流。

陆亮在致辞中表示，亚洲影视周作

为亚洲文明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通

过一系列丰富的主题活动，向世界展现

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协作、团结的亚

洲。电影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在电影产

业中，制片人又起到了无与伦比的关键

作用。陆亮指出，本次论坛期待为大家

架设交流平台，实现“开放交流、合作共

赢、促进电影产业繁荣”的共同目标。

国际影视制片人协会副主席阿斯卡

布·默罕默德莫哈迪认为，作为制片人，

应该能够从资源、经济、文化等方面博采

众长，中国电影制片人数量激增，反映出

中国电影行业的快速发展，让各国制片

人看到了巨大机遇，希望各国制片人共

同努力，实现国家电影行业和国际影视

行业的双赢合作。

澳大利亚亚太电影节荣誉主席戴

斯·鲍尔对习近平主席 15日的重要讲话

印象深刻。听了习主席的讲话后，戴斯·
鲍尔觉得制片人责任重大，他认为，电影

人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树立信心，寻找并

讲述能够跨越国界的故事，促进各国和

地区的文明、文化交流，助力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

作为中国电影行业的国有龙头企

业，中影和上影高度重视电影的对外交

流和合作，其中，中影股份与美国、法国、

俄罗斯、印度、西班牙、新西兰等国家和

地区合作拍摄了近 30 部电影。上影集

团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

国在制片和影院方面均有着良好的合作

基础。

对于探索亚洲各国间的电影合作之

路，中影股份董事长喇培康认为，亚洲国

家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秀丽山水和

人文景观，亚洲电影人充满智慧和创意，

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勇

气，这是推动亚洲国家电影合作的重要

基础。他表示，中国周到完善的服务和

专业高效的人才，能够全方位满足拍摄

需求，希望与亚洲电影人开展更多合作，

共同拍出弘扬“亚洲文化”、彰显“亚洲价

值”的优秀电影作品。

在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看来，中

国、日本、韩国、印度、伊朗等众多亚洲国

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审美和艺术追

求，正是因此，亚洲电影也成为了世界电

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亚洲电影的国际

影响力和推广力有待加强。任仲伦建

议，亚洲电影人不仅要在制片领域展开

合作，还可以在技术、院线、译制等多方

面进行合作。

每年，超过 1000部海外电影通过电

影频道与中国观众见面，电影频道节目中

心主任曹寅表示，未来，电影频道将继续

发挥社会责任，促进文明互鉴，欢迎更多

亚洲国家的影片来到电影频道进行展播。

成功出品了如《智取威虎山》、《湄公

河行动》、《红海行动》等主流大片的中国

民营电影公司代表博纳影业集团在香港

与内地电影合作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博

纳影业董事长于冬表示，未来将加强亚

洲各国在制片、发行上的合作，他希望同

亚洲各国电影人从电影选题阶段共同推

动电影项目的发展。

“斯里兰卡人民非常喜欢中国电影，

特别是中国功夫片”，斯里兰卡文化署署

长兼国家电影公司主席阿努莎·费尔南

多介绍，近年，斯里兰卡与中国、日本、韩

国等国家在电影和文化领域展开合作，

引进了不少亚洲国家电影，深受当地观

众喜爱。她表示，斯里兰卡愿以开放的

态度迎接各国电影人的合作。

俄罗斯著名制片人米哈伊尔·富鲁

贝尔希望，各国电影人通过先进的电影

技术的合作，展现各国发展和面貌。

白俄罗斯电影制片厂厂长、前文化

部副部长乌拉基米尔·卡拉切夫斯基介

绍，白俄罗斯已经启动涉及电影行业的

改革措施，希望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同仁

通过合拍，促进各国电影业发展。

哈萨克斯坦电影制片人协会主席特

里贝·卡拉特介绍，哈萨克斯坦对电影业

有着低税率的优惠政策，能够给电影制

片人带来空间和保障，希望哈萨克斯坦

电影人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合拍中来。

日本制片人片原朋子透露，2018年

日本银幕数量为 3561块，去年中日签署

了合拍协议，作为电影制片人，片原朋子

想要与中国合作拍出一部能够在两国市

场获得成功的好电影。

韩国、缅甸、泰国、吉尔吉斯斯坦、巴

基斯坦、新加坡等等国家的代表也在当

天的论坛上介绍了本国影视行业目前的

发展现状，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及亚洲各

国开展合作。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日前在北京隆重开幕，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亚洲影视业合作提出期许。

5月16日，作为大会重要主体活动之一的“亚洲影视周”先后开启“电影制片人合作论坛”、“电影大师对话”两场活动。

来中国、日本、泰国、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制片人，以及14位亚洲知名电影人展开对话，就亚洲各国影视合作、亚洲电影与文化传承、亚

洲电影与文明互鉴等话题展开对话，探索亚洲电影文明的创新与传承，探讨亚洲各国影视合作的可能。

活动由国家电影局主办。国家电影局副巡视员陆亮出席“电影制片人合作论坛”，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主持论坛。中国著名导演贾樟

柯担任“电影大师对话”主持人。

在时间洪流中对点滴的捕捉，是电

影的动人之处，中国如是，亚洲如是，世

界如是。参与活动当晚对话的嘉宾都是

这样的捕捉者、传承者。

5月16日晚举行的“电影大师对话”

邀请了 14位在创作上扎根本土、作品享

誉国际的亚洲影人，分别以“亚洲电影与

文化传承”、“亚洲电影与文明互鉴”为主

题展开对话，旨在探索亚洲电影文明的

创新与传承。

第一场对谈受邀的 6位导演是亚洲

电影工业的优秀代表。中国导演陈凯歌

说，自己从影的 40 年，中华民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当我们谈到在中

国怎样去看待电影的发展，怎样去看待

本国文化特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

时代的力量。

陈凯歌说，当我长大成人，变化开始

了，经过壮年、中年，中国今天成了一个

可以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

家。我自己作为变化的亲历者常常自

问，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国家发生了这

样的变化。陈凯歌给出的答案是四个字

——文化精神。

被陈凯歌导演尊称为“老师”的日本

导演山田洋次，总结了日本五十年来发

生的变化，在不断进步的今天，如何描绘

现代人的生活是他所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具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印度

导演、演员阿米尔·汗，以导演的身份分

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认为，电影是讲

述故事的最好方法，他很期待讲述亚

洲古老故事的方法能够被重塑，为传

统文化注入新鲜生命力。

被称为俄罗斯“战争派”导演的费多

尔·邦达尔丘克说：“俄罗斯的哲学家和

文学家一直在争论发展道路问题”，今

天，他在古老的太庙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虽然各不相同，但可以和谐相处。

曾以一部《小鞋子》感动了全球观众

的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基迪对此表示认

同，他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他说，没有

任何艺术比电影更适合讲述一个国家的

文化。在他看来，电影就是连接不同民

族的桥梁，可以增进不同国家人民的友

谊。

14 岁移民法国的越南裔导演陈英

雄，与山田洋次导演同样擅长表现生活

的朴素性。他说，越南法国的双重文化

身份，让他能更清晰地探索越南文化，能

更清晰地向世界表现这种文化。他还提

到，电影语言不是用摄影机拍出美丽的

图片，而是去传达一个文化的内心世界、

精神世界。如何用更精确的电影语言去

表现共通的亚洲文化与意识，是亚洲电

影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电影大师对话”第二场的“亚洲

电影与文明互鉴”对话环节，主持人贾樟

柯提出“如何通过电影实践维护文化多

样性”的问题，引发了嘉宾的思考。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道明认为，

在全世界，亚洲文化的传承都是很重要

的，不光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亚洲电影

都要走向世界。

著名演员章子怡用自己从影二十年

的经历，对维护文化多样性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她说：“在演员的工作中，要接

受新事物与感知新世界，创作不能丢掉

生活。归根到底，演员、导演都不能丢掉

最原始的生活所赋予的元素。精准地表

现电影所要传达的生活内涵，是维护文

化特殊性的关键。”

日本著名导演泷田洋二郎分享了在

中国拍摄电影的经历，并与中国电影人

进行了热烈的思想碰撞，在不同的碰撞、

融合之中，泷田洋二郎表示学到了宝贵

的知识。

俄罗斯最具国际声望的导演谢尔

盖·波德罗夫谈到了对用电影承载文化

多样性的看法。他认为，亚洲是历史、传

奇的宝库，亚洲各国影人应该团结起来、

共同合作，努力去用电影表达真正的情

感，创造无限可能。

泰国著名导演普拉奇亚·平克尧

曾用《拳霸》为泰拳征服了一众动作

片影迷，中国、日本、印度的影片对他

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认为，信息技

术的发达让亚洲各国距离越来越近，

也让人民看到亚洲的文化力量。今

天的活动，让他对亚洲电影的未来充

满信心。

新加坡唯一获得总统勋章的导演梁

志强说：作为电影人最期待的就是能用

电影进行文化交流，他提出了具体实践

方案，即用合拍的方式完成一部作品，然

后在各个国家上映，让各国人民在一部

电影中，同时看到自己国家和亚洲其它

国家的故事。

首部剧情长片作品便获得柏林国际

电影节银熊奖提名的哈萨克斯坦新锐导

演埃米尔·拜扎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作为电影艺术家不应该忘记传

统文化，不应该抛弃人文主义，应该思考

如何让电影成为人文的缩影，向世界展

示不同的文化。

亚洲影视周由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

电影局主办。除“电影制片人论坛”、“电

影大师对话”外，还将举办亚洲电影展、

亚洲优秀电视节目展映互播等活动。北

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5个城市共展

映30多个国家的60余部优秀影片，并由

60多家各国广电媒体机构合作展播近百

余部中外优秀电视剧、纪录片和动画片

等节目。

◎ 电影制片人合作论坛：开展多领域合作，共同弘扬“亚洲文化”

◎ 中外电影大师高峰对话：用更精确的电影语言，表现共通的亚洲文化与意识

亚洲电影制片人合作论坛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