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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李维明“深刻造影”

摄影艺术研讨会暨作品集发布仪式在

京举行。中国摄影出版社社长高扬、

中影集团离退中心党委书记宋薇薇以

及李维明的生前好友等参加了当天的

研讨会。宋薇薇和摄影集的责任编辑

魏长水为画册揭幕。

会上，高扬在致辞中表示，在李维

明的镜头下，不仅定格了历史的瞬间，

更记载了时代的记忆和文化的传承。

他的作品，无论是电影剧照、舞台剧照

还是人物肖像、自然风光，都展现了深

厚的艺术功底和敏锐的时代洞察力。

“深刻造影”李维明摄影艺术作品集的

出版，是对李维明艺术成就的一次全

面回顾。这本作品不仅收录了李维明

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更通过精美的印

刷和精心的编排，让读者能够近距离

地感受他作品的魅力和摄影艺术的独

特力量。

据悉，《深刻造影》由中国摄影出

版社出版，借以缅怀老一辈艺术家齐

白石、梅兰芳、肖长华、梅葆玖、项堃、

陈强、钟灵、钱江、谢添、赵子岳、李仲

子、李庆春、邢培修等李维明的故友。

在影片《梅兰芳舞台艺术》的拍摄

中，李维明结识了梅兰芳，曾多次应邀

赴梅府，为梅兰芳拍摄了人们难得一

见的生活照。两位艺术家的友谊跨越

了艺术的界限，成为了一段佳话。现

场李维明的儿子李健向中国摄影出版

社、梅兰芳纪念馆赠送了李维明的经

典作品《大师相会》等。李维明女儿李

静文分享了创作这本作品集的心路

历程。

会上，陈连武作为李维明的弟子，

首先分享了他与师傅的缘分，表明李

维明不仅在摄影艺术上有着卓越的成

就，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导师，能够传

授技艺并影响后辈。

王小苹作为李维明的生前好友，在

会议上分享了她与李维明相识的故事，

这段经历不仅展示了李维明的摄影技

术，还体现了他的个人魅力和生命力。

李小丛夫妇作为李仲子的后人，

他感叹李维明从玻璃底片摄影到黑白

胶片、彩色胶片的精湛技术。

王棠华分享了与李维明共事的经

历，她表示非常敬佩李维明在工作中

的专业态度和人格魅力。他的作品

《大师相会》《洛神》和《什刹海》等被收

录在《中国传世摄影》一书中。他的认

真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及他的人品，都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丽）

李维明“深刻造影”摄影艺术研讨会
暨作品集发布仪式举办

本报讯 9月 22日，由电影频道节

目中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

紫荆文化集团、凤凰卫视主办，中国澳

门银河综艺馆支持，广东广播电视台

协办的“湾区升明月”2024大湾区电

影音乐晚会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

唱响。

“湾区升明月”2024大湾区电影

音乐晚会以“龙的传人、龙的精神”为

主题，着力展现中华民族充满希冀、团

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凸显“合音、合欢、

合心、合力”多元融合的湾区“和合之

美”，充分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和中

华儿女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

《将军令》古曲铮铮，《少年中国

说》誓词朗朗，在刻入“龙的传人”骨髓

的激荡旋律中，知名电影人成龙以电

影《黄飞鸿》主题曲《男儿当自强》为本

届“湾区升明月”揭开热血燃情的序

幕。从群星联袂献唱的《天地龙鳞》

《大中国》，到歌手汪峰与奥运健儿直

抒胸臆的《我爱你中国》，再到尾声恢

弘磅礴的交响合唱《长城谣》《保卫黄

河》《灯火里的中国》，本届“湾区升明

月”以浓浓家国情怀串联起“漫步光影

里”“追梦赤子心”“和你在一起”三大

主题单元，贯通古今、对话时代，层层

递进、直击心灵。

首届“湾区升明月”主题曲《湾》第

三度颂咏湾区明月夜的天祥地和；同

样由王平久作词、常石磊作曲的歌曲

《归》迎来首唱，道尽中华儿女共同的

心声——无论身在何方，祖国始终是

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以及全球华人

华侨最坚实的后盾、最强大的靠山、最

温暖的家。晚会上，黄晓明、佟丽娅、

许靖韵、何猷君、陈彼得等来自海峡两

岸暨港澳地区的代表，齐唱罗大佑谱

写的《家（Ⅲ）》，文章、伍思凯、林志炫、

周蕙、王力宏、林宥嘉、刘畊宏、周兴哲

等多位中国台湾歌手献唱湾区，《南海

姑娘》《三百六十五里路》《读你》《驿动

的心》《再度重相逢》等经典台湾歌曲，

跃动的经典旋律交织着赤子归家的

“合音”。

国庆佳节将至，晚会现场展示推

荐多部国庆档新片，以光影献礼新中

国 75周年华诞。蒙古族歌手阿云嘎

以其主演电影《出入平安》主题曲《绣

一个月亮》辉映湾区团圆之月，中国台

湾歌手周兴哲则新鲜献上由他参演的

电影《危机航线》片尾曲《明天我在你

身边》，美好寓意将电影人与中国观众

紧密相连，助力中国电影市场红红火

火，共赴彼此追梦的全新旅程。

今年适逢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

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开

发布五周年。从《七子之歌》到《Hello
大湾》，盛梅、梁嘉宝、王心妤、龙紫岚、

刘适源等澳门本土歌手，联袂张卫健、

钟楚曦、曾比特、登陆少年组合、董荞

等音乐人、电影人，连唱由澳门本土延

伸至湾区各城的粤港澳情书。其中，

《落雨大》《叉烧包》等经典粤语民谣溯

源澳门庙街的烟火气，《Hello大湾》

《知味澳门》则以流行旋律白描这座城

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生活化唱颂澳门

回归祖国25年来高质量发展新貌。

予经典影视金曲以不息的生命

力，讲述血脉相连的大湾区故事，依旧

是“湾区升明月”最直达人心的“金字

招牌”。在汪明荃主持见证下，《上海

滩》同名主题曲原唱叶丽仪还原经典，

《新不了情》《创世纪 2：天地有情》

《Beyond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等风靡

全华语地区的影视金曲一一唱响。《刺

猬》插曲《爱江山更爱美人》、《我要我

们在一起》主题曲《这世界那么多人》

等被近年电影作品“带火”的不同年代

热歌舞台交汇，共同打造绚丽多姿的

银幕风采。

本届“湾区升明月”在选曲凸显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更关顾

时代记忆，兼具潮流元素。《黑神话：悟

空》的风靡，在这个夏天带动了观众对

“悟空”影视形象的再度关注。晚会现

场，琵琶大师方锦龙领奏 86版《西游

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国潮”与流行

鲜活碰撞，探索声光世界的更多可能。

化身一朵《铿锵玫瑰》，万众瞩目的歌手

林忆莲正式回归晚会舞台，以经典旋律

唤醒25年前的流金记忆；著名歌手韦唯

携手青年歌手希林娜依·高，昂扬献唱

励志金曲《You Raise Me Up》（《你鼓舞

了我》）；《Big Big World》（《大千世界》）

及《Right Here Waiting》（《此情可待》）

两首世界名曲原唱者艾密莉亚·怀得堡

（Emilia Rydberg）与理查德·马克思

（Richard Marx）登上湾区舞台，以“回忆

杀”震撼观众的同时，也感恩中国给予

他们的爱；李克勤《护花使者》、杜德

伟《拯救地球》、杨坤《离别开出花》、

张淇《狂野之城》等舞台动感十足；叶

童、姚晨《生命之河》，黄绮珊、白举纲

《向云端》等对唱温柔婉转；黄大炜

《你把我灌醉》高亢浪漫，周慧敏《痴

心换情深》“字字泣血”，易烊千玺《干

杯，朋友》离愁绵绵，肖战《往事随风》

声声入画……一个个“爆款”舞台，带

领观众沉醉在歌声营造的一段段光影

故事之中。 （影子）

“湾区升明月”2024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在中国澳门唱响

在网络电影创作领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不再是一句口号，更切实落实在了

创作实践中。从早期玄幻、奇幻类题材扎堆，到

如今现实主义题材，新主流网络电影的崛起，网

络电影创作不仅停留在娱乐层面，还承担起反

映社会问题、关注弱势群体的责任。这些作品

放大个体价值与微观情感，用平实的影像捕捉

人民细腻的情感，从“心”出发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建设与传递，真正体现了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创作理念。

（二）以创新求突破：网络电影依托技术革

新与媒介融合而生。文艺创作需与时俱进，借

助新技术推动艺术创新。作为技术革新与媒介

融合的产物，网络电影正凭借科技的创新动力

和平台的强力支持，逐步摆脱早期“快餐文化”

的刻板印象，朝着精品化、专业化和深度化的方

向稳步发展。过去十年中，爱奇艺、优酷、腾讯

视频等主流平台在内容生产和分发上不断发

力，成为网络电影发展的孵化器，满足观众日益

多样化的观影需求的同时，通过技术进步改变

了传统电影行业的格局。网络电影的十年发展

历程，是一部不断革新、力求突破的进化史，充

分展示了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坚持与时

代同行、以创新求变”的讲话精神，在网络电影

领域得到了生动体现。

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普

及，使得网络电影的制作水平不断提升，手持摄

影、长镜头、无人机、特效，VR等更多先进技术

手段应用于网络电影制作中，视觉效果大大升

级。有些作品在特效、画面质量和音效等方面

逐渐媲美院线电影的水准。例如，路阳监制、改

编自金庸经典武侠的《雪山飞狐之塞北宝藏》在

观众间收获不俗的口碑。该片共 2200多个镜

头，其中特效镜头占比达到 70%，打造出“迷雾

森林”“狼谷”“悬崖冰湖”等多个视觉奇观；由知

名影视公司坏猴子出品的科幻电影《明日之

后》、天山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生命接力》、

唐人影视出品的《烈探》等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品

质保证。

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网络电影

在媒介表现形式和观众互动体验方面的创新。

网络电影拍摄不再受传统电影制作的束缚，更

加注重创意和个性。在5G、VR、AR等技术的驱

动下，产生了更多创新形态的网络电影作品，除

了弹幕之外，VR网络电影、互动网络电影等新

的媒介形态，增强了网络电影的互动性和参与

性。2019年 5月 31日，仅在手机端可观看的首

部网络互动电影《画师》在腾讯视频上线，为观

众营造了五个不同版本的结局。该片取得了

327万的点击量，不少网友表示“刷了很多遍”，

关于不同结局的讨论也成为热议话题。还有与

游戏进行融合的《硬汉神枪》《隐形守护者》等影

片，利用互动性带给观众沉浸式的参与感。

（三）以文化促传播：网络电影是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命脉，文艺作品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新时代的

媒介形态，网络电影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传播载

体。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网络电影能够以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打动观众。十年来，网络电影逐渐从急功近利，

粗制滥造，转向更具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创作和

审美呈现，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

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以更加现代化的方式传递

给国内外观众。“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构与

创作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美学目标

下，践行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时代命

题。“中国电影学派”很大程度上是以文艺工作

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思想为依托，在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伟大旗帜下，挖掘历史，立足

中国和把握当代，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艺术

与产业相结合的系统概念，是中国电影理论界

一直以来关于电影“民族化”探讨的延伸。中国

电影一直具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意

识，电影创作者从儒家、道家、哲学以及中国的

诗歌、小说、绘画、戏曲等传统艺术形式中不断

汲取养分，形成了中国电影的一种艺术创作传

统。网络电影同样需要具有“中国电影学派”的

创作自觉，坚持民族化创作，坚持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本土，探索如何成功地将本

土价值“全球化”。

随着网络电影制作的精品化，行业对版权

保护的意识逐渐增强，优质 IP成为争抢的对象，

但成熟 IP的版权费用非常高昂，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开始成为网络电影重要的改编来源。古代

名著、神话传说、人物传记等都是网络电影创作

的重要素材，如《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

异》，以及包公、济公、狄公的传奇故事等，成为

众多网络电影免费使用的优质 IP。近年来，先

后创作了《齐天大圣》《新封神姜子牙》《倩女幽

魂：人间情》《济公之降龙有悔》《狄仁杰之飞头

罗刹》等一批获得较高分账票房的网络电影。

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和文化传承上做出了积极

贡献，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创作方式，讲述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英雄故事，弘扬了中华

民族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网络

电影制作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从中国的历史文明中吸取养分，展现中国文

化的独特魅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风格，

用独特的民族化影像表达，体现有生命力的中

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实践证明，以中

国特色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思想

理念和道德规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

美价值和时代价值，讲述中国的发展成就、发展

道路和发展理念，是向世界观众展现中国国家

形象，提升中国影视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途径。

文艺创作需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

华审美风范。需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在支撑与价值引领，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优

质网络电影作品搭建与世界各国进行文明交流

的桥梁，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中

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通过网络平

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网络

电影以其灵活的形式和强大的传播力，使传统

文化不再局限于课本和历史，而是以全新的方

式被大众所接受和喜爱，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需要大

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文化需求。作为离观众最近的文化娱

乐形式之一，网络电影肩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思想观念与精神价值，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诠释

人类共同价值的责任。

近日，游戏《黑神话：悟空》一经发布便迅速

登顶全球最大游戏平台Steam的热度榜，并在多

个国际平台的游戏排行榜中名列前茅，首日销

量突破450万份，总销售额超过15亿元，创下国

产游戏的新纪录，激发了海外玩家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优秀的文化产品往往以

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基础，进而在全球范围内产

生广泛影响，《黑神话：悟空》作为中国首款3A游

戏，打破了欧美国家长期以来在游戏行业的垄

断，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化传播。网络电影

可以借鉴《黑神话：悟空》的成功经验，充分挖掘

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打造具有深厚文化

底蕴的精品力作，追求高品质影像，创新叙事手

法，促进跨文化交流，实施有效的国际化传播策

略，增强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此外，网络文学加速出海，已覆盖欧洲、北美、非

洲、东南亚等全球大部分区域，成为中国文化走

向世界的重要载体。据《2023中国网络文学发

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年底，网文出海

市场规模超过 40亿元，海外访问用户约 2.3亿，

覆盖全球 200多个国家及地区。国内网络文学

平 台 推 出 的 ReelShort、FlexTV、GoodShort、
MoboReels等微短剧App，纷纷进军海外市场，将

国内的微短剧模式成功“移植”到海外。另据

SensorTower的统计，2023年头部短剧出海平台

的下载量达到 2823万次，净流水达到 5671万美

元，相比 2022年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改编网络

文学 IP可以成为网络电影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行精品创作的一个切入点，并借助网络的

媒介优势走向国际化，展现东方美学和价值观

念。随着中国文化在海外影响力的显著提升，

游戏、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作品成为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的三大支柱。

当前网络电影发展还面临多重挑战，如内

容同质化和跟风现象较为普遍，部分作品为了

迎合流量趋势，缺乏原创性和艺术深度，盗版问

题也对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一定威胁。但是，

挑战与机遇并存，全球流媒体市场的快速增长

为中国网络电影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使其

能够触及更广泛的国际观众，满足更多元化的

内容需求，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在加强

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方面，网络是

最便捷的媒介形态，而电影则是全球观众最乐

于接受、最易于理解的文娱方式之一。网络电

影要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表

达，借助网络的媒介优势走向国际化，搭建起中

国人民同各国人民有效互动交流的桥梁，向世

界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

未来，网络电影行业需要继续贯彻文艺工

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精品力作，真正成为中国

展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让我们共同期待

中国网络电影的再升级与下一个十年再出发，

期待中国电影事业再创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根据在中国艺术研究院2024电影电视评论周

上的发言整理）

◎面向国际、展望未来：文艺精神引领网络电影的新时代文化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