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2 中国电影报 2024.09.04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怒潮》和《重生》是我个人的执

导尝试，这不仅是对我的演艺生涯的

延续，更是对自己创作能力的一次挑

战。在这两部类型电影中，我试图探

索不同的叙事方式，不只是刻画犯

罪，更要提纯出打击犯罪的勇气和决

心，同时也尝试融入更多的情感元

素，探讨更加深刻的社会话题，将观

众带入一个全新的视听体验。

作为一名电影人，我始终认为，

电影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娱乐，更在

于它能够与观众产生共鸣，能够引

发思考和感动。电影的本质，是讲

述一个故事，是与观众心灵的对

话。因此，我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尽

力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融入其

中，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能够感受

到真实的情感和思考。

电影和观众在一起，不仅仅是

一种互动，更是一种共同创造的过

程。观众的反馈和期待，推动着我

们不断前行，激励着我们去创作出

更加优秀的作品。未来，我希望能

够继续在电影的道路上，探索更多

的可能性，不断创新，与观众一起，

去创作更多美好的电影时刻。

今年七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胜利召开。全会高度重视文化在

现代化全局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我

们自觉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致力

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电影

领域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电

影行业要认真贯彻落实。今年也

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

作 座 谈 会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十 周

年。十年来，中国电影在习近平文

化思想坚强有力的指引下，在总书

记和党中央念兹在兹的关心下，改

革中成长、竞争中壮大，在电影发

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了总结好落实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实践经验，

推动中国电影从“高原”向“高峰”

攀登，经部领导批准，我们再次召

开“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邀请大

家一同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畅谈见

解、谋划未来。本次论坛的主题是：

传承·创新·笃行——电影和观众在

一起。希望以此紧扣深化改革、推

进电影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探

讨中国电影人，尤其是中国电影的

青年力量，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

浪潮中，守正创新、奋力开拓，为建

设电影强国添砖加瓦。

今年以来，电影界砥砺前行，推

动元旦档、春节档、清明档、五一档

创造新的票房纪录。但是，我们深

知中国电影与广大观众的需求还有

很大距离，我们要看到潜在的危

机。进入暑期档以来，尽管有百部

左右的影片进入市场，但市场的表

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与去年同期

相比，观众人次、票房均下降 22%，

凸显出中国电影的深层次、结构性

问题。可以说，危机已经到来，改变

迫在眉睫。

我们要知道，中国电影的产品

供给仍然不足，优质内容稀缺，高品

质、多样化尤其是代表电影工业、科

技水平的大制作还很少，还不能满

足观众的需求；我们要知道，中国电

影的创作人才严重匮乏，相对于 14
亿人口的大国，有影响力的编剧、导

演、制片人屈指可数，与作为内容产

业高端的电影严重不符；我们要知

道，中国电影的企业还很弱小，拥有

完整产业链、专业分工细致、发行网

络健全、雄厚资金支持、抗风险能力

和文化影响力强大的电影企业还在

成长的路上；我们要知道，中国电影

的市场体系亟待完善，中小成本投

资的多样化影片还不知道如何找到

各自的观众，大多数的影院习惯于

等米下锅，还不知道如何走出影院

去主动服务、经营周围的观众，分线

发行精准施策还在观望中。同时，

整个行业还过度依赖票房收入；我

们要知道，中国电影的观影人次还

在减少，年轻观众疏远影院的问题

没有得到有效改变。电影行业一定

要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电影竞争

不是电影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要

相互鼓励、相互团结去和短视频、网

络游戏、网络直播、竖屏剧、虚拟现

实文旅体验等多种多样的娱乐形式

竞争，是如何在人们享受旅游山水

之乐、享受宵夜朋友之欢时还能惦

记着电影之美；我们也要知道，中国

电影的发展环境日趋复杂，网络舆

论对电影的影响加剧，人人都是自

媒体的时代，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的现象愈加明显，电影

评论情绪化表达更加犀利尖锐，更

需要我们拍出的电影经得起万千目

光的审视，更需要我们尊重观众的

心声，更需要我们冷静、理性、平等

地看待观众的感受。

面对这些不断交织的新老问

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正因为没有

现成答案，我们举办新力量论坛，就

是希望通过彼此交流碰撞的火花，

为电影的未来寻找到更多光明的灯

塔，以创新的姿态激发更多前行的

活力！

首先，我们需要好看的电影

好看的电影需要好故事。好故

事是我们面对人生难题和疑问时，

理解世界、探索自我、获取情感共

鸣、找到希望与勇气的精神慰藉。

故事伴随着人类从篝火旁的讲述来

到了今天最前沿的虚拟现实电影的

真切体验，是须臾不可缺少的精神

食粮，是主导世界的文化力量。到

现在为止，我们的电影院与去年相

比，少了 2 亿观众。我相信并不是

他们不爱电影了，一定是我们的电

影没有给予他们故事意义上的满

足。我们有世界上最专业、最宽容

的观众，中国电影的点滴进步，他们

都用票房加以鼓励、加以投票！他

们是中国电影的“自来水”！如果他

们不爱电影，为什么今年还有《热辣

滚烫》《飞驰人生 2》《抓娃娃》《第二

十条》《熊出没 10》那么好的票房！

如果他们爱之不深、爱之不切，为什

么微博上、抖音上电影的热搜一个

接一个！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缺少

了好看的电影！所以，我们希望中

国电影新力量回到电影的本源，从

故事入手，发现更多值得讲述并且

观众也愿意观看的好故事，努力掌

握好用电影讲故事的手艺和技巧，

并真诚地在故事里注入一种对人生

根本价值的认识。我们欣慰地看到

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

中国电影，恰恰是故事讲得好、主流

价值观与商业类型运作结合成功的

电影！这理应成为中国电影新力量

努力的方向！

第二，我们需要创作创新

电影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一

百多年来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电

影在形式和语言上都不断地跟上时

代的步伐。当前，人工智能的时代

已经到来，AI在电影领域内容创作、

虚拟拍摄、视效后期等方面的作用

已经初现，而且，沉浸式、交互式体

验的虚拟现实电影，也因为此类游

戏的拓展，其技术已从媒介走到了

可以艺术表现的关口，这都为电影

的新形态、电影与年轻一代观众的

紧密联系奠定了基础。我们高兴地

看到，《异人之下》首次采用了 AI 真
人摹片动画技术，极具风格化地在

大银幕上呈现出“真人动画”的独特

视觉效果，为未来国产真人电影和

动画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带

来新的灵感；我们高兴地看到，陈思

诚团队摒弃业已熟悉的舒适圈，通

过《解密》对电影语言、类型叙事、影

像风格、制作水准等方面都做了工

业化的继续探索，这种为了梦想的

冒险，需要勇气、诚意，也需要担当

和自信！我们也高兴地看到，更年

轻的团队如李阳的《从 21 世纪安全

撤离》，其独特的叙事逻辑与时空转

换，画面构图与色彩运用，受年轻观

众喜欢的软科幻和二次元，以及恣

意发散的想象力，让观众耳目一新，

看到了电影新的可能性。我们希望

中国电影新力量用你们天生的优

势，满怀信心、大胆想象、积极进取、

拿来即用、推动创作创新，努力适应

与满足新一代电影观众的需求。

第三，我们需要产业变革

中国电影从本世纪初年票房不

到 10 亿走到今天，靠的是电影人不

服输的改革精神，把“电影是夕阳产

业”这顶帽子甩到了太平洋。全行业

要走出今天的困境，再一次获得赞许

与尊敬，仍然需要向改革要动力、向

开放要活力，仍然需要产业链的每一

个环节，丢掉怨天尤人的“等靠要”思

维模式，靠自己的进取去改变。吃不

好饭时的改革，动力是强劲的；居安

思危时的创新，难免会有惰性。我们

希望中国电影新力量，希望电影所有

的从业者们，为了自己也为了行业的

明天，要更加积极面对电影的变革，

用现代化、工业化、科技化的理念，系

统重构电影创作流程、细化制作门类

分工、推动专业团队协作、运用现代

管理理念统筹全链条电影生产、提升

项目质量和制作效率；用更符合市场

规律的理念，改变不适应电影产业发

展的市场弊端，通过分线发行激发制

片、发行和放映各方自主经营活力，

让影片找到适合的影院，让影院去寻

找志趣一致的观众，让多样化的内容

各得其所，彻底摆脱市场影片“大锅

饭”发行、“温水煮青蛙”的状态；用更

加前卫、开放的理念，去探索打破了

“第四堵墙”观看方式后虚拟现实电

影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加主动地将虚

拟现实电影从文旅体验向电影转化；

用“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理念，将电影

的拍摄景观所引发的观众向往迅速

转化为像迪士尼、环球乐园及横店片

场、车墩黄河路一样的人潮涌动，从

而扩展产业链的效益。

第四，我们需要世界眼光

中国拍电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有悠久深远的文化遗产，有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素材；我们有让

世界电影人羡慕不已的市场：14 亿

观众、14000 家影院、88000 块银幕，

这些都是诞生伟大作品的摇篮。疫

情之后，我们与外国电影人开展了广

泛而深入的交流，深切地感受到世界

各国电影院影片供给不足，对优质内

容的渴望。我们希望中国电影新力

量，你们有成长于经济全球化、世界

一体化高速发展期的天然优势，能够

更好地跨越语言、文化的障碍，在创

作上能够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

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然后反哺滋养

自己的创作，再去融入世界，把好的

中国故事传递到更遥远的地方，让更

多的国外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这份

独有的情怀与魅力。

第五，我们需要共担使命

今年的暑期档就要落下帷幕，三

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有期待、有喜悦，

也有失落和泪水，让我们看到了不

足。新力量论坛不仅仅是年轻的主

创登上舞台挥斥方遒的论坛，更是电

影行业积聚力量共谋发展的论坛。

我们很高兴地请到了大的制片公

司，我们希望你们更好地承担起中

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责任，承担起培

养新人、使用新人的责任，给予他们

更多的机会施展才华、创造惊喜，走

好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借此机会，

感谢中影、上影、西影、光线、儒意、

猫眼、阿里、联瑞、横店等公司在青

年创作人才培养上制定的务实计

划；感谢坏猴子、七印象、壹同、梦将

军等新锐公司已经组建起了较为成

熟的人才发掘培养体系；感谢导演

协会青葱计划、感谢金鸡节、上影

节、北影节、平遥影展、FIRST影展等

创投致力于发现与培养年轻影人；

感谢横店、广州为中小成本电影交

易搭建平台。最重要的，我们希望

新的人才能够快速进入大制片公司

体系，在完成了自己的作者电影之

后，尽快转型到与更广大观众在一起

的电影创作中，从时代之变、中国之

进、人民之呼中汲取灵感、提炼主题、

萃取题材，通过深入生活和观察时

代，挖掘社会现实中的热点话题、矛

盾冲突和人性光辉，从小我走向大

我，书写更为壮美的中国故事。

中国电影新力量已经走过了十

年的历程。十年间，我们欣喜地看到

新力量们茁壮成长，成为中国电影的

中坚力量。今天，中国电影又一次站

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困难与

挑战，面对机遇与希望，我们有理由

相信，中国电影新力量一定能够将朝

气蓬勃的青春激情化为改革创新的

澎湃动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建

设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铸就中国

电影的新辉煌！

（摘自第七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

坛主旨发言）

中宣部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羽：

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铸就

中国电影的新辉煌

在剧本创作前，我们走访了北

京、黑龙江等地的病友旅馆，向旅馆

老板了解“病友之家”运营模式，住

进病友旅馆观察病患和家属的互

动，走访医院医生了解病患就医细

节，收集到了大量真实、生动的素

材，片中鲜活的病友群像，其中不少

都有原型。

他们在这个旅馆里面发生的生

命故事、旅程，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

的小旅馆。无论是年轻的创作者，

还是过往的前辈，给我的经验是一

定要从生活中取材，找到有意思的

故事切口。通过《来福大酒店》，我

认识到虽然我们很年轻，但是依然

可以去碰撞有意思的、有一定厚度

的题材，去不断关注现实生活中发

生的点点滴滴。

作为导演，我们肩上承担着

责任。我特别喜欢一句话，说导

演是一颗糖，电影是给观众的一

束光。我觉得让观众走出电影

院，感受到力量和温暖，是我们电

影人应该要做的，所以我也会继

续去做有能量的、能够给大家带

来光的电影。 （下转第3版）

我认为内容是电影的核心。

观众来看悬疑犯罪片，期待的是一

个层层反转、引人入胜的故事。《默

杀》中的人物是一幅众生相，每个

角色从各自角度阐释着“沉默杀

人”这一主题。创作中无论是角色

设定，还是灯光、音乐、音效，都要

为这一核心主题服务。创作中，我

常常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选择

这个场景？为什么设计这个镜

头？为什么让角色说这句话？通

过这样不断追问和梳理因果关系，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更加真实、有说

服力，进而打动观众。

《默杀》引入了校园霸凌这一

话题，这其实是我学生时代的亲身

经历。长大后我把这个议题加入

到了我的电影故事中，希望通过这

部影片，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些行为

的错误。同时呼吁更多人，在别人

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不再沉默。

从最终的效果来看，结合这样的社

会议题确实增强了“沉默杀人”主

题的表达力度。《默杀》能够取得一

些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观众内

心对正义感的共鸣。

电影市场如同一场永不落幕

的电影，每一位观众都是主角。对

于我来说，观众永远是电影的灵

魂。每次看到观众在影院中投入、

感动，我都深感荣幸，也更加坚定

了继续拍好电影的信念。我会继

续从观众的视角出发，不论是在创

作，还是宣发阶段，拥抱不同的声

音，面对观众的多元表达，更耐心，

更虚心地思考与吸纳，并运用到未

来的创作中。

我是作家，当我作品出版的时

候，我会考虑这本书的收藏价值是

什么，不然对于读者来讲，网络上

看我的小说就行了。而电影和书

最大的不同在于电影有仪式感和

社交属性，让人走进电影院有理

由，不管网络怎么发达，大家看电

影的第一选择还是电影院，在这

一点上电影有大家努力的理由和

空间。

《云边有个小卖部》有不足的

地方，评价基本上两极分化，这个

在我个人的预料之内,但我觉得它

的成功之处之一，是让 00后走进了

电影院。影片上映两天的时候，我

看到有专家说：“《云边有个小卖

部》违背了创作规律。”但不违背那

些经验的话，没办法还原小说里面

那么多的人物线。

上映后，一些同行包括我们发

行方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说，没有

见过这样的中国电影，没有见过这

种类型，也不知道宣发上使用什么

样的方针做宣传，到今天取得了大

家都还能接受的市场成绩，我觉得

它可能就是一种新的类型吧。

电影有旺盛的生命力，每种类

型都能对接一批受众，其实我们在

做类型电影、类型小说的时候，首

先要分清楚，受众是谁，你在为谁

服务，至于类型电影面临的问题，

不是以往类型的提高，而是面对新

时代、新观众，如何创造属于他们

的新类型。

陈健喜：《白蛇》系列能走到“三

部曲”很难得，离不开观众的喜爱，

也离不开我们创作的角色。《白蛇：

浮生》创作五年来，我们为观众体现

了勇敢、智慧又美丽的小白与小青

的形象，他们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符

合时代潮流，也贴合现在年轻人的

审美，这些动画形象是动画创作者

从无到有创作出来的，他们不会变

老，永远年轻，永远焕发着生命力。

观众对这些形象的喜爱是我们往前

走的动力和方向标，所有《白蛇》系

列，每一个动画作品都有让我们感

动的故事，他们的成长吸引着观众，

我们作为创作者要明白这些对于动

画传播的重要性。

李佳锴：在《白蛇：浮生》中，我

们在正传故事的基础上增加了宋代

的市井文化和生活细节，符合当下

价值观的感受，为传统的“白蛇”正

传故事注入活力，在很多细节的推

敲上进行了一些新尝试，这是动画

本身在发展的证明。随着这几年

《白蛇》系列和《长安三万里》的相继

热卖，观众到影院观看动画片时会

有更多选择，甚至会有更多新的类

型等待被创造出来，动画不仅可以

是神话传说、奇幻冒险也可以是历

史故事、现实生活，作为创作者我们

要把握好机遇，潜心创作，吸引更多

观众走进影院，在与时代共鸣中体

现中国动画电影的美丽，让更多中

国电影走向世界，成为全球观众喜

爱的作品。

◎马浴柯（《重生》导演）:用故事与观众对话

◎陈健喜&李佳锴（《白蛇：浮生》导演）:
在与时代共鸣中体现中国动画电影的美丽

◎张嘉佳（《云边有个小卖部》导演）:创造属于年轻观众的新类型

◎柯汶利（《默杀》导演）:观众永远是电影的灵魂

◎刘博文（《来福大酒店》导演）:电影是给观众的一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