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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为了电影创作的源头活水，在去

年《长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等作

品的基础上，今年暑期档影片再次迸

发中华传统文化的新魅力。由冯都、

赵青联合执导的纪录电影《密语者》

于 8月 31日上映，影片聚焦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女书，向观众展现了一代

代女性通过女书收获情谊与力量的

故事。上映前，该片通过大象点映平

台进行了多场点映，赢得了不少观众

好评。

女书是地道的“湖南特产”。20
世纪50年代，它被发掘于湖南永州市

江永县，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湖湘文化的

表达和讲述，让《密语者》得到了长沙

市电影主管部门的重视，给予了重点

扶持，成为了长沙出品、马栏山出品

的又一部院线电影。

在《密语者》之前，“长沙出品”电

影品牌就已响彻全国。去年，长沙出

品的《学爸》总票房突破6亿元，今年，

全程长沙取景的影片《年会不能停！》

票房破 10亿元，在长沙拍摄的《我们

一起摇太阳》取得了近 3 亿元的成

绩。即将于 9月 16日上映的电影《南

方南方》同样是长沙出品，该片此前

已经入围了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

节竞赛单元，将“长沙出品”推向了世

界。

“长沙出品”的响亮品牌和相关

政策扶持息息相关。近年来，长沙市

扎实推进电影事业产业发展，聚力精

品创作，强化创作导向，持续优化创

作环境，先后出台了《长沙市电影拍

摄服务暂行办法》《长沙市优秀版权

奖奖励办法》《长沙市文艺精品创作

生产机制》等政策措施，明确专项经

费，鼓励版权创作，致力于文艺精品

的打造和推介。

长沙市委宣传部表示，长沙市近

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本土电影品牌，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以吸引更多

优秀的电影作品来长沙拍摄取景。

今后会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力量的优

秀电影作品，繁荣电影事业产业，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

进长沙电影业高质量发展。

当电影《长安三万里》让更多人

奔赴古都西安，电视剧《繁花》让上海

“黄河路”打卡热度不减，迷你剧《我

的阿勒泰》带火了新疆北疆游，促进

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成为了基

本的发展共识，“跟着电影去旅游”这

一思路，正被运用于各地文旅产业的

研究与实践之中。

马栏山是长沙市文旅发展的“高

地”，不少深受观众喜爱的影视和娱

乐节目出自这里，在文旅结合的大势

下，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也开始开

拓与探索优秀影视作品对文旅产业

的带动作用。

2023年暑期，电影《学爸》作为首

部在马栏山立项孵化的院线电影、

“马栏山出品”第一批入库作品火爆

出圈，赢得了口碑与票房双丰收，今

年，《密语者》入围第95届奥斯卡最佳

纪录长片短名单，再次打响了“马栏

山”出品的知名度。

相较于现实题材的《学爸》，《密

语者》在助力文旅上更加直接。片中

蕴含着多元化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精

彩的地方故事、独特的地方文明和优

秀的地方文化，是传承非遗的重要载

体，也是当地文旅融合的重要途径。

通过该片的上映，不仅能吸引观众前

往当地旅游，体验女书文化，还有望

推动湖南江永及周边地区的文旅产

业发展。

在《学爸》《密语者》等项目之后，

马栏山将继续从优秀影视作品和高

新科技的融合上发力，在守正创新中

将中华文化、湖湘符号转化为“马栏

山出品”的鲜明特色与亮点，努力建

设长沙国潮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

口，推动“马栏山出品”更具“中国风”

“世界范”。

为此，“马栏山出品”建立健全了

精品生产长效机制，从出台《支持高

新视频内容生产做强“马栏山出品”

的若干措施（试行）》，到对具有精品

潜质的题材项目进行“资金+资源”的

政策支持，做到了定期调度、现场办

公、合力落实。相信在《密语者》之

后，会有更多宣传湖湘文化、讲述长

沙故事的电影作品从马栏山起航。

马栏山（长沙）视频文创产业园

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在马栏山，文化

和科技‘双向奔赴’的状态出来了，我

们正着力打造‘云、网、算’的技术底

座，创新‘产、学、研、用’一条链，培

养、吸引更多善于使用新技术手段的

人才，推动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

长点，期待未来更多文艺新作品和文

化新业态在马栏山诞生。”

本报讯 随着 2024 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的

临近，一场科技与文化的盛宴即将

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盛大

开启。

作为文旅服务专题展的亮点

之一，中国电影博物馆将于 9 月 12
日至 16 日期间，在首钢园区 9 号馆

设立特色展位，以“电影—艺术与

科技的完美融合”为主题，向世界

展示中国电影博物馆在科技赋能、

文旅融合及新质生产力探索方面

的辉煌成就。

在服贸会期间，中国电影博物

馆将充分利用 99 平方米的展示空

间，精心策划文创区、影像区、配音

区、互动区，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

电影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从圆厅

视效的震撼体验，到主题活动的丰

富多彩；从前沿电影科技的最新成

果，到中国电影诞生 120 周年的辉

煌历程，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中国

电影博物馆的匠心独运和对未来

的无限憧憬。

在文创区，观众们将被一系列

精美的文创产品所吸引。其中，特

别推出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冰箱贴，

以电影票为设计主体，巧妙融入电

影博物馆的标志性元素，红黄配色

鲜明醒目，既彰显了电影文化的独

特魅力，又展现了中国电影博物馆

的创意与活力。

影 像 记 忆 廊 是 另 一 大 亮 点 。

这里将循环播放影博宣传片、活动

展览回顾、圆厅短视频等精彩内

容，让观众在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

受中，深入了解中国电影博物馆的

丰富馆藏和精彩展览。特别是圆

厅《二十四节气》短视频，观众将从

中深入感受到中国电影博物馆网

红打卡地——中央圆厅的神奇魅

力。中央圆厅由四块屏幕组成，每

一块都承载着不同的视觉魅力。

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活动的电

影配音厅此次也将被搬到现场。

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活动以声传情，

已跨越十五载春秋。这是一场跨

越海峡两岸及港澳，乃至海外地区

的电影声音盛宴，自今年启动以

来，共举办了线上线下精彩活动 56
场，吸引了 2.78 万名小影迷的热情

参与，累计关注度与参与人次突破

300 万大关。在今年服贸会现场的

电影配音厅内，小影迷们将化身为

小小配音师，为经典动画片、引人

入胜的故事片以及未来感十足的

科幻片配音，为这些影片注入灵

魂，探索声音艺术的魅力，体验科

技的魔力，共同绘梦光影未来。这

里，不仅是声音的海洋，更是科学

智慧与艺术修养并蓄的殿堂。

此次服贸会上，中国电影博物

馆还将携手通用英斯泰克创新打

造“XR 虚拟影像馆”，通过摄像机

追踪与实时图像渲染技术，将 LED
屏幕内的实拍画面与无限扩展的

虚拟场景无缝对接，创造出令人

叹为观止的视觉奇观。同时，通

过程序自动化控制大屏及机械臂

实现全自动拍摄，高效输出高质

量视频内容。这一前沿科技互动

体验区，在展现电影制作领域最新

成果的同时，也将带领观众亲身体

验一把逼真、沉浸式全自动 XR 虚

拟拍摄，身临其境地感受电影拍摄

的奥秘，体验科技与艺术交织的无

限可能。

（姬政鹏）

本报讯 多伦多时间 9 月 8 日，

第 49 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2024 年

“致敬奖”颁奖典礼举行，中国女演

员赵涛获“特别贡献奖”。赵涛也

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女性电

影工作者。

今年，由赵涛主演的影片《风

流一代》入围了本届多伦多国际

电影节。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艺术

总监卡梅隆·贝利在宣布赵涛颁

奖 词 时 评 价 ，赵 涛 饰 演 的“ 巧

巧”，每个眼神、动作都会引发观

众的关注和好奇，“有中国民族舞

蹈经验的赵涛，肢体和表达都得心

应手，她的每一次哭、每一次感叹、

每一次笑都一样有力量，每个场景

都属于她。”

赵涛在领奖时说：“我做电影

演员已经 24 年了，24 年是一段不

短的旅途，感谢与我合作过的各位

导演。”这些年，赵涛多次饰演处在

困难中的女性，她表示：“这些困难

可能是人物的困难，其实也是我自

己的困难。感谢电影，让我们有机

会把我们的生活展现出来，同时也

让我成长，感谢电影，电影让我们

女性更强大。”

“特别贡献奖”是多伦多电影

节颁发的致敬奖项中的一项，旨在

表彰电影事业的杰出贡献者及他

们的成就。除赵涛之外，七位享誉

世界的电影工作者获得了今年的

各项致敬奖项，其他获奖者还包括

演员艾米·亚当斯、凯特·布兰切

特、贾雷尔·杰罗姆，导演大卫·柯

南伯格、迈克·李等。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由朱一龙、邱天主

演，温仕培执导的爱情片《负负得正》

入围第2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电

影之窗”单元，同时发布全新艺术海

报。该片也是导演温仕培继长片处

女作《热带往事》入围第 26届釜山国

际电影节“亚洲之窗”单元后的第二

次入围。

该片于今年 8月 10日七夕上映，

由宁浩监制，朱一龙首度担任联合监

制，目前票房近7000万元。

电影讲述了一头蓝发的男主角

黄振开（朱一龙 饰）在一成不变的生

活中遇见与他性格迥异的李小乐（邱

天 饰），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却“负负得

正”，在爱里彼此治愈，找到突破自我

的勇气。

（花花）

本报讯 9 月 1 日，科幻冒险电

影《群星闪耀时》开机。影片由黄

建新监制，章笛沙执导，胡晓曦、章

笛沙编剧，黄渤、吴磊、高叶领衔主

演，讲述了不同时代中国人共同迈

向浩瀚宇宙的故事。

《群星闪耀时》于今年 6 月 17
日首度宣布主创阵容，并称要打造

“ 独 属 于 中 国 人 的 硬 核 科 幻 电

影”。影片故事设定在未来，三名

中国航天员在返回地球的途中，遇

到复杂情况与地面失去联系，万分

危急时刻，收到了一条电子信号，

而他们的命运将被这个信号里隐

藏的一段神秘代码彻底改变，并进

入一场未知的冒险。

监制黄建新表示：“这部电影

依托于科技的发展和理论的发展，

对未来的诠释和展现有大量的科

学依据做支撑，是一部真正的科幻

电影。”

在谈 到 创 作 初 衷 时 ，导 演 章

笛沙表示：“我们创作团队一直很

想讲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科幻

故事，这部电影也有幸请到了国

内最顶尖的创制团队和顶尖实力

演员参与，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一定能给观众带来一场科

幻盛宴。”

片中，黄渤将饰演一名中国空

间站载荷专家，吴磊饰演中国科研

工作者，高叶饰演中国航天员。黄

渤表示：“这部电影连接了过去、现

在和未来，带领我们奔赴属于全人

类的星辰大海。”吴磊称，电影将不

同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紧紧凝聚

在一起。高叶说，这是一个关于中

国航天人薪火相传的故事。

（花花）

9 月 6 日—9 月 9 日，由中国文联

电影艺术中心、云南省广播电视局、

大理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4“多

彩中华”大理民族电影周在云南大理

举行。这是首个在云南举办的全国

民族题材电影文化展映活动。

本届电影周以“光影时代 风情大

理——在大理爱上生活”为主题，以

“影像看世界 典藏看大理”为理念，共

有“镜头里的大理”短视频大赛、民族

题材电影公益展映、民族电影嘉年

华、知名电影人大理行、大理影视发

展座谈会、影动大理·永不落幕的电

影周等8项活动。同时，在民族光影·
优秀电影公益展中，会集中展映《如

果爱就表白》《我本是高山》《金腰带》

等 10 部近年来国内优秀民族题材影

片。

电影周期间，专家学者热议民族

电影发展，专家呼吁，让更多民族电

影被观众看见。

每月放映1部经典影片

电影周开幕式上，组委会为10部

参展影片授予“金翅鸟”证书及纪念

牌，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祝希娟、斯

琴高娃向本届电影周和全国民族电

影人发表祝语，青年演员吕星辰、夏

德俊感谢老艺术家传帮带，并为电影

周送上祝福。

主办方透露，大理将从今年 9 月

起，每月精选放映1部经典影片，定期

邀请专家学者、影片主创团队与观众

一起观影互动，常态化观影交流，打

造永不落幕的电影周。

本届电影周特别邀约了近年涌

现出的各具特色的民族题材电影优

秀作品，《如果爱就表白》《小马鞭》

《脐带》《我本是高山》《雪豹》《金腰

带》《带彩球的帐篷》《一个和四个》

《海的尽头是草原》《阿克达拉》等佳

作在活动期间展映，影片主创团队现

身展映现场，与观众现场互动，分享

光影背后的创作故事。《天宝》《雪豹

和她的朋友》作为特别交流影片亮相

电影周。

专家热议民族电影发展

近年来，电影市场涌现出《雪豹》

《海的尽头是草原》《我本是高山》等

一批民族题材电影佳作。电影周期

间，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探讨民族电

影创作发展。

“《雪豹》拍得很好，但是票房只

有 800多万”，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路海波认为，让更多观众看

到，是当下民族电影需要关注的问

题，“我这次在影展看到了这么多民

族电影，但在影院，观众很少看到这

些影片。怎么让更多观众看到？怎

么让民族电影跟市场结合？”路海波

建议，民族电影周可以为民族题材电

影的创作者搭建一个平台，吸引致力

于民族电影创作的青年导演到来，通

过多种形式的交流，加强民族电影的

生产组织，运用短视频等时下流行的

传播形式，进行传播，让更多优秀的

民族电影与观众相遇。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电影《五朵金花》先后在 46个国家公

映，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

纪录。作为“五朵金花的故乡”的大

理，自此“出圈儿”。长影集团副总经

理刘威介绍，《五朵金花》之外，长影

还拍摄过《神秘的旅伴》《索道医生》

等多部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刘

威认为，让民族电影“出圈儿”，最重

要的是“把民族文化和电影文化结合

起来”。

博纳影业高级副总裁、行政总裁

蒋德富提出，应当把“民族电影”的概

念广泛化。在他看来，所有带有民族

元素且展现了动人故事的电影都是

民族电影。让更多观众看见民族电

影，除了提高影片品质，还要提高影

片的商业属性和传播属性，“只有观

众看了，才能得到效果。我们得让更

多影片走进观众心理，传播到全世

界。”

影视与产业联动

从《五朵金花》的诗情吟唱，到

《天龙八部》的仗剑江湖，再到《去有

风的地方》治愈心灵，大理与影视的

渊源历经几十个年头，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影旅融合”之城。本届电影周

强调影视与产业联动，探讨“影视+文
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023年，一部在大理拍摄的电视

剧《去有风的地方》爆火。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去有风的地方》已经发行

传播到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新加

坡、柬埔寨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以6
种语言上线海外平台，覆盖全球 220
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该剧出品方代表，华策影视

集团副总编辑、北京文心华策文化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尧介绍，剧中的

“有风小院”“有风客栈”成为凤阳邑

的新景点，一系列“有风”衍生产业，

让当地文旅产业直接受益。

赵涛领取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贡献奖

《负负得正》入围
釜山国际电影节

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开机

中国电影博物馆展台将亮相2024服贸会

政策扶持 园区助力
《密语者》背后的长沙力量

“多彩中华”大理民族电影周举行
让民族电影被更多观众看见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开幕式上著名表演艺术家祝希娟、斯琴高娃向全国民族电影人发表祝语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