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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黄龙芳执导，郭常辉、

谢浩杰、黄佳军联合出演，杜玉明加

盟的动作电影《搏击者》近日在京点

映。影片拳拳到肉的打戏、青春热血

的故事，得到了在场影评人的好评。

电影《搏击者》讲述了拳王师

徒二人各自背负着命运桎梏，但又

不甘于被命运束缚的奋斗与救赎

的故事。片中《搏击者》既有青春

热血的赛场格斗，又有感人至深的

师徒情谊。影片将错综复杂的情

节安排在冷静犀利的镜头语言之

下，电影元素涵盖动作、亲情和爱

情等，精巧的剧情架构和人物命运

一波三折又一气呵成。

点映当日，在电影中扮演拳王的

郭常辉和饰演徒弟的青年演员谢浩

杰亮相现场，分享拍摄经历。据介

绍，为了能够更好诠释人物角色，电

影开拍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真实

搏击训练，这才有了大银幕上，“打戏

拳拳到肉”的酣畅淋漓。有影评人看

完影片后表示，《搏击者》是一部青

春、热血，有颜值，有演技，制作精良

的诚意之作。

该片由福建达康影视、福建观影

影业联合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1 月 15 日，由中央新闻纪

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主办的“数字时

代胶片电影的魅力与价值”研讨会在

京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中央新影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姚永晖主持。北京电

影学院原院长张会军，北京电影洗印

录像技术厂厂长陈哲新，中国电影剪

辑学会会长周新霞，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纪录片学会副会长夏蒙，中央新影

集团副总经理赵捷，中国电影资料馆

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单万

里、张锦，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副

厂长乞金根、原总工程师施正宁，中国

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感光中心主任

杨新民，中央新影集团摄影师徐方方，

导演朱勤效，ARRI公司中国销售及市

场总监康清虎，以及来自中央新影集

团的业内专家和从业者参加了研讨

会。

与会专家就胶片电影的魅力、发

展现状，以及在数字时代胶片电影的

价值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专家们充分肯定了中央新影集团

几十年来用胶片纪录党和国家重大活

动、重要事件、重要工程、重大变化等

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称赞中央新

影集团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影像“纪录

者和典藏者”。

大家认为，虽然我们进入到了数

字媒体时代，胶片电影面临着人才匮

乏、设备老化、工艺流失等问题，但我

们应该看到，电影胶片的魅力依然存

在。胶片摄影机给电影画面带来的质

感是难以代替的，那种真实和自然的

感觉是一种美学体现。而数字技术与

电影胶片相结合带来的是影像魅力的

叠加式效果，数字修复技术在原始胶

片的基础上能让老影像发挥出更大的

魅力。

电影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 120 多

年的历史，电影胶片是经过验证的最

为可靠的影像保存载体。

从技术上说，电影胶片在影像保

存上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电影画面

影像是完全固化在载体上的，是肉眼

可见的，它不需要频繁的备份方案，胶

片的读取设备也相对稳定，不受地区

性、时间性的限制。

从档案保存角度看，电影胶片是

最原始的影像记录，它是原始场景直

接作用于感光材料上的光影留痕，所

以它不易篡改，更能满足档案的原始

记录要求。

专家们认为，中国正处在伟大的

变革时代，还是应该用这种最清晰、最

稳定、最直接、最可靠的活动影像媒

介——电影胶片来记录时代、书写历

史。中央新影集团作为国家历史影像

的纪录者和典藏者，可以联合相关电

影科研单位，共同搭建多方平台，开展

跨专业、跨领域的科研项目，让胶片电

影这门工艺能够更好地为我们这个伟

大的时代服务。 （林琳）

本报讯 日前，《井冈山道路》剧本

创作研讨会暨电影启动仪式新闻发布

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大

有书局举行。电影以毛泽东为主要人

物，以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为基本依托，

讲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创建农村革命

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革命新道路的故事，解决用无产

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这

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中国革命作出一

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

电影以讲故事的形式，着力讲述

了毛泽东“笔杆子”与“枪杆子”高度融

合的革命理念，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粉碎国民党军多次进剿、会剿中，形成

一套红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奠定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讲述了毛

泽东与朱德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如一相

互信任的革命友谊与情感；讲述了毛

泽东与贺子珍在特殊斗争环境中结下

的特殊革命友谊与深情。

电影把井冈山地区数年的革命历

史浓缩在一个多小时的电影中，这是

该片创作过程中最大的难点，但同时

也是该片的最大亮点。强烈的视觉冲

击更容易把观众带进那个烽火硝烟的

年代，感受一代人的信仰价值，从而产

生现实与历史对话的奇妙效果。为了

创作出具有史诗品格的精品力作，中

央党校出版集团及所有出品单位通力

合作，邀请国内权威党史军史专家、业

内知名剧本专家、影视制作人等对本

剧创作进行严格把关，使该剧剧本创

作和前期筹备得以顺利完成。

《井冈山道路》将作为中央党校出

版集团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献礼系列

精品影视作品之重点项目推出，由中

央党校出版集团、中共江西省委宣传

部、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井冈山管理

局、井冈山市委市政府、江西电影制片

厂与井冈山西江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将于 2月在江西吉安开机。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

军事题材工作委员会等单位组织的电

影《濒海交锋》剧本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

《濒海交锋》表现了我国海军特战

基层部队，在强军兴军征途上，苦练实

战本领，打击海上犯罪集团阴谋、维护

祖国海疆安全的故事，展现了新时代

海军特战官兵提高体系作战技能，依

托新式装备，有勇有谋、敢打必胜的铁

血军人风貌。

与会专家对电影剧本提出了许多

具有方向性、战略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一致认为，该剧本在创作中，

要高扬爱国主义的旗帜，揭示革命英

雄主义的力量；要体现在习主席强军

思想的感召下，军队发生的编制、体

制、体系、作战的新变化；要更加贴近

生活、贴近基层，表现出今天火热军营

的新气象；要避免简单的打打杀杀，有

深度地挖掘出当代士兵的梦想追求和

心路历程；要突破军事题材电影的惯

用表现手法，力求有所创新和突破；要

在军事题材电影的功能上，既满足适

应当下观众的欣赏需求，又要引导和

激励人们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奋进

理想，传达时代的价值观和正能量。

讨论中，与会专家还针对海军题

材电影的特点，在环境、地域、情节、人

物、细节和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

交流探讨和精心推敲。电影主创人员

表示要抓好剧本的再加工和新提高，

讲好中国故事，努力打造观众喜爱的

军事题材电影臻品。

据悉，《濒海交锋》将于今年4月份

开机拍摄。 （任可）

本报讯 庚子年第六届“根亲中

国”微电影大赛作品征集于今年1月

1日正式启动，同时“根亲中国”微电

影大赛官方网站也全新上线。作为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系列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次大赛以“根亲文化”

和“黄帝文化”为载体，以凝聚和弘扬

中华民族精神为使命。新年伊始，面

向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

人征集以“黄河文化”、“黄帝文化”、

“根亲文化”、“亲情文化”、“人间大

爱”、“家国情怀”为主题的微电影、微

剧本、微动画、微纪录、音乐MV以及

网络电影。获奖作品主创将受邀参加

2020年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始于

2015 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 5 届，共

征集作品 6000余部。一部部优秀作

品用镜头记录爱与温暖，唤起了人们

心中最浓郁的乡愁，传递了简单而朴

实的感动。五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

电影艺术家、华语电影人、影视工作

者以及海外留学生以大赛为平台，纷

纷踏上了“回家”的路途，相聚在“根

亲中国”微电影大赛。

“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是全世

界华语电影人致敬人文始祖轩辕黄

帝的盛典，也是全球华人用影像叙述

心声的亲情之约，更是炎黄子孙用视

听记录乡愁的寻根之旅。

第六届“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

将设置最佳微电影、最佳微纪录片、

最佳音乐MV、最佳微动画、最佳微剧

本、最佳网络电影等奖项，由“根亲中

国”微电影大赛评审团，本着公平、公

正、公开、诚信的原则，对参赛作品进

行评选，通过初评的作品将在“根亲

中国”微电影大赛官网进行互动和推

广，并受邀参加大赛颁奖典礼。

本届大赛还增设了“你从哪里

来”姓氏寻根单元以及“你在他乡还

好吗”互动单元，人们无论在世界任

何一个角落，都可以通过微影像的方

式记录自己的声音，把乡愁安放到祖

先出发的地方。

（影子）

“数字时代胶片电影的魅力与价值”研讨会在京举行

《井冈山道路》在京启动

海军特战队题材影片《濒海交锋》剧本研讨会举行

《搏击者》点映

硬派“鲜肉”诠释热血青春

第六届“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
作品征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