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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第五届理事会三次会议
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第五届

理事会三次会议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网络电

影展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会议伊始，中国夏衍电影学会领导班子

及理事会成员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并就如何秉承讲话

精神推动电影事业再创新辉煌进行深入

交流。

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江平通报了近半

年来学会开展系列活动情况。为纪念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

年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82周年，学会组织了“扎根人民、扎根

生活”艺术家采风团来到红船出发地浙江嘉

兴寻觅红船精神，走进乡村、走进工矿、走进

学校进行慰问和交流座谈活动；组织三代艺

术家在浙江丽水和海宁、河北永年等地，下基

层宣传演出；与中国电影基金会联合牵头筹

备出版人民艺术家夏衍全集；举办了儿童电

影《爸爸的谎言》《立冬的夏天》、纪录片《康熙

与路易十四》专家电影观摩研讨会，以及革命

英雄人物题材影片《无悔英雄》、援青题材影

片《清清的黄河水》专家剧本研讨会；国庆之

际，看望了“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获得者田

华；重阳节联合相关社会组织举办了“尊老敬

贤·德艺传承”重阳百花敬老节，影视界老中

青艺术家欢聚一堂向曾经为中国电影辛勤奉

献一生的老艺术家们集体贺寿。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学会专业性和影响

力，不断充实学会组织架构，汇聚行业精英人

才，会长江平就增补理事事宜进行了详细说

明并介绍了学会四季度及明年初的工作计

划，秘书长赵欣宣读了学会拟增补理事名单，

副会长张冀宣读了学会下设专业委员会的决

定，副会长贺子壮、孙毅安、苏毅、高雄杰共同

为微短视频专委会、工业与科技电影专委会

等八个专业委员会机构成员颁发了铭牌及证

书，标志着学会在组织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随后，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启

动仪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北京国际网

络电影展创始人王正东详细介绍了本届影展

的安排。在参会理事和嘉宾的共同见证下，

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与厦门电影公社合作签

约，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在热烈的

掌声中正式启动。

会后，中国夏衍电影学会青少年电影专

委会与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组委会为陶玉玲

和张勇手两位老艺术家贺寿，来自不同学校

的孩子们为两位老艺术家深情朗诵诗歌《你

们和我们》等。

（支乡）

本报讯 日前，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工业与

科技影视专业委员会在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第

五届理事会三次会议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网

络电影展启动仪式上正式成立。

工业与科技影视专委会由工业文化发展

中心和中国夏衍电影学会联合成立，旨在搭

建科技与影视的交流合作平台，更好地让工

业为影视赋能、以科技打造中国电影新质生

产力，促进工业文化与科技创新的双向融合。

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星任专委会

总顾问，著名导演张建亚任专委会主任，工业

文化发展中心传播推广处负责人柯斌、火焰

山影视器材公司创始人兼CEO李一禾任副主

任，工业与科幻影视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张露

任秘书长，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工业强国视听

中心主任邓桂垚、刘可莹任副秘书长。

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星参加会议

并在发言中强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

提出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推动

电影科技自立自强和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指

明了方向”。他表示，当前人工智能、虚拟拍

摄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深刻影响着电影

产业的变革。

启动仪式上，专委会公布了首批成员名

单，包括三体宇宙（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爱奇艺、芒果TV、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市雷迪奥视觉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蓝色光

标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涛头立（上海）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俄影传媒（厦门）有限公司、

北京大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星拓视联

文化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艾尔米塔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在内的 32家知名企业加入其

中，涵盖了电影制作、发行、传播等产业链各

个环节的领军企业。学会全体领导为首批专

委会成员单位颁发了证书并合影留念。

据悉，专委会未来将重点推动电影科技

创新，包括虚拟制作、人工智能应用等前沿技

术的研究与应用；组织行业交流活动，定期举

办论坛及研讨会，分享最新技术成果和发展

趋势；展示中国电影工业发展成就，提升中国

电影的国际影响力。

（支乡）

▶最佳故事片评委会提名：

《三大队》

《年会不能停！》

《志愿军：雄兵出击》

《我们一起摇太阳》

《热烈》

《第二十条》

▶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评委会提名：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洛桑的家事》

《乘船而去》

《倒仓》

《流水落花》

▶最佳儿童片评委会提名：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

《河边有个好地方》

《屋顶足球》

《勇敢的礼物》

▶最佳外语片评委会提名：

《母亲的直觉》

《沙丘2》

《金的音像店》

《挑战》

《奥本海默》

▶最佳戏曲片评委会提名：

《九江口》

《义薄云天》

《安国夫人》

《阿搭嫂》

《铁门关》

▶最佳纪录/科教片评委会提名：

《大道十年》

《再会长江》

《里斯本丸沉没》

《看不见的顶峰》

《康熙与路易十四》

▶最佳美术片评委会提名：

《门神》

《伞少女》

《守龙者》

《落凡尘》

《熊出没·逆转时空》

▶最佳编剧评委会提名：

万玛才旦《雪豹》（原创）

李萌、张艺谋《第二十条》（原创）

张冀《三大队》（改编）

董润年、应萝佳《年会不能停！》（原创）

韩延、李弗《我们一起摇太阳》（改编）

▶最佳导演评委会提名：

大鹏《热烈》

申奥《孤注一掷》

陈凯歌《志愿军：雄兵出击》

韩延《我们一起摇太阳》

戴墨《三大队》

▶最佳导演处女作评委会提名：

飞鱼《屋顶足球》

刘泰风《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张裕笛《倒仓》

陈小雨《乘船而去》

贾胜枫《流水落花》

▶最佳男主角评委会提名：

王一博（《热烈》饰陈烁）

沈腾（《飞驰人生2》饰张驰）

林保怡（《白日之下》饰章剑华）

金巴（《雪豹》饰大哥）

彭昱畅（《我们一起摇太阳》饰吕途）

雷佳音（《第二十条》饰韩明）

▶最佳女主角评委会提名：

马丽（《第二十条》饰李茂娟）

加华草（《洛桑的家事》饰卓玛）

李庚希（《我们一起摇太阳》饰凌敏）

张子枫（《穿过月亮的旅行》饰林秀珊）

周美君（《倒仓》饰时佳慧）

葛兆美（《乘船而去》饰周瑾）

▶最佳男配角评委会提名：

王传君（《孤注一掷》饰陆秉坤）

王骁（《三大队》饰马振坤）

白客（《年会不能停！》饰马杰）

范丞丞（《飞驰人生2》饰厉小海）

洛桑群培（《雪豹》饰老人）

▶最佳女配角评委会提名：

刘丹（《乘船而去》饰苏念真）

岳红（《走走停停》饰江美玲）

赵丽颖（《第二十条》饰郝秀萍）

徐帆（《我们一起摇太阳》饰陶怡）

郭柯宇（《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饰徐晓霞）

▶最佳摄影评委会提名：

王天行《孤注一掷》

白玉侠《飞驰人生2》

赵非《志愿军：雄兵出击》

钟锐、钱添添《热烈》

颜代尧《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最佳录音评委会提名：

王丹戎《志愿军：雄兵出击》

王钢、刘晓莎《飞驰人生2》

李涛《三大队》

林思宇《孤注一掷》

德格才让《雪豹》

▶最佳美术评委会提名：

李安然《孤注一掷》

陆苇《志愿军：雄兵出击》

林木《第二十条》

赵学昊《飞驰人生2》

熊晖《屋顶足球》

▶最佳音乐评委会提名：

王之一《志愿军：雄兵出击》

纪元、王娜娜《我们一起摇太阳》

赵麟《第二十条》

郭好为《屋顶足球》

彭飞《三大队》

▶最佳剪辑评委会提名：

李点石《志愿军：雄兵出击》

李雅堃《我们一起摇太阳》

周肖林、申奥《孤注一掷》

黄曾鸿辰《年会不能停！》

屠亦然、张一博《热烈》

本报讯 10月 25日，第三届华语纪录电

影大会焦点对话首场活动在广东珠海举

办。本场焦点对话以“如何提升华语纪录电

影的国际影响力”为主题，探索新时代语境

下，纪录电影如何发挥创作、宣推、放映各环

节优势,形成合力，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弘扬中华文化，彰显中国精神。中央新

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仇东方，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

秘书长曹俊，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专委会

工作处副处长董斯维等参加活动。

曹俊表示，第三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的

如约召开，是对近年来华语纪录电影创作成

绩的又一次全面盘点，更是再一次为华语纪

录电影的创新发展加油助力。本届论坛规

模更大、数量更多，聚焦的话题更具现实针

对性，探讨视角和维度更加多元，“我们将听

到来自学界、业界最前沿对华语纪录电影的

真知灼见。希望各位嘉宾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为华语纪录电影的未来发展注入新动

力，助力打造华语纪录电影健康成长的生态

环境。”

讨论中，创作了超过两百部（集）的电视

纪录片、曾导演纪录电影《无音之乐》《画布

上的起跑线》的纪录电影导演向一民认为：

“我们要走出去看到更宽广的世界，才有国

际空间。”他表示，纪录电影人要在坚守站

位、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以开放包容的

心态，找到融会贯通的国际传播语境，通过

更具国际视角的镜头语言，记录影像、讲述

故事。

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制片人、导

演宋坤儒在分享影片海外发行的经验时表

示，纪录电影人要做好平衡，既要认清职责

使命，保持创作的独立性和原创性，也要有

兼收并蓄的合作态度，针对不同国家、不同

地区的受众观看习惯，实施精准的宣传、发

行策略。在进行海外发行上映时，还要特别

重视网络盗版问题。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视听传

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解读主题时说，要提高

国际影响力，就要考虑到国际观众的喜好、

感受和认知；要进行国际合作，借助国际市

场的资源和经验；要借助国际传播平台展示

我们的作品；注重认识创新和技术手段

创新。

在中国生活十余年的日本纪录片导演

竹内亮说：“通过我的力量把真实的中国传

达给日本观众。”他曾执导《我住在这里的理

由》《再会长江》等纪录片，他提到，在跨文化

创作中，要重点关注和考虑外国观众的兴趣

点，以他们熟悉的事物切入，展示他们从未

见过的新内容，从剪辑、旁白、背景音乐、主

题曲、字幕、翻译以及宣传海报都进行本土

化的二次创作。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导演

于鹏结合创作纪录电影《大道十年》的体会，

表示传统的主旋律题材更要“用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讲故事的方式”，讲述能反映社会

现实、体现人文关怀的最真实的故事，从不

同的视角和维度解构宏大主题。“我们不要

站在本位立场上讲‘中国故事’，而要站在对

方的角度上讲一个‘与中国有关的故事’。”

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副总裁王宁在内容

创作理念上，提出了“纪实娱乐”的概念，即

内容兼备娱乐性、启迪性和参与感，采用亲

历者的视角和观众拉近距离，通过兼具娱乐

化的设计，把带有启迪性的故事带给观众，

向观众提供价值，能有效地提升内容的传

播性。

北京聪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人

民放映 APP创始人李健致力于中小制作成

本影片、主旋律电影、纪录电影的宣发工作，

他在与国际选片人和出品公司代表交流时

发现，他们对讲“人”的故事非常感兴趣，而

且是全世界共同面对和遇到的故事，比如抑

郁症、环保题材，他们希望看到其他国家的

普通百姓是怎样解决这类问题的。

“这样的课题，落在我们具体业务中，就

是去抢阵地，就是实实在在的渠道建设。”中

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蔡丹翔介绍道，他们在不久前刚刚

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的FAST制播平台，突

出特点就是轻体量运营和精细化的垂类内

容，“在传统院线之外，这或许是与纪录电影

高度匹配的传播方式，非常希望在这片‘蓝

海’，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纪录电影。”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第三届华语纪录电影大

会焦点对话在珠海展开，数位业界嘉宾结合

自身创作经验，围绕“纪录电影怎样更好地

走近观众”展开深入探讨，分享各自的真知

灼见，为华语纪录电影的未来发展建言

献策。

“一部纪录电影要成为一个现象级或是

有很大影响力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的。”北京超维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

理、纪录片导演付勇表示，他导演的一部纪

录电影《冰血长津湖》在2008年创作完成，一

度斩获了多个奖项，在业内受到一定的认

可。没想到十多年后，随着电影《长津湖》上

映，打开了全国观众对长津湖战役这个史实

的认知和关怀，《冰血长津湖》也因此获得了

较大关注。

“可见把片子做到有影响价值，需要很

多天时地利的因素。”在付勇看来，观众的兴

趣点常常受当下话题左右，“这也启发我们

创作者，纪录电影需要挖掘真正有价值的、

藏在历史背后的一些事物，它可能不为人

知，但是具有极其深厚的价值。”他指出，纪

录电影不应求“大而全”，而应聚焦“小而

深”，从自己与身边的人和事开始，关注有价

值的题材。他建议未来可以推进纪录电影

往沙龙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纪录电影一

定会找到很多同类，真正走近观众。”

自2015年起，山东火龙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董事长、纪录电影导演井建民就将中国远

洋渔业作为其纪录电影创作的核心主题，创

作了《大洋追鱼记》《大洋深处鱿钓人》等一

系列作品。在分享创作心得时，井建民强调

了影片中的情感共鸣和自然流露，让观众成

为故事的一部分。他表示：“纪录电影要在

叙事中建立情感共鸣，通常需要细腻的情感

流露和真实生活场景的再现，让观众在情感

上找到一个连接点，这能让影片的叙事更加

深刻、更加动人。”

目前，影片《大洋追鱼记》已在新西兰、

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展映，进一步拓展影

响力。“对于纪录电影创作者来说，跨文化传

播的题材，往往是能吸引更多观众的关键因

素之一。”井建民认为，成功的纪录电影通常

具有普遍性的议题，能够打破文化语言的限

制，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从中找到关

心的议题，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纪录电

影的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

会长杨乘虎分享了纪录电影产生跨圈、破界

传播效应的观点。他认为，好的作品是做到

了“人人眼中皆有，笔下皆无”抑或“人人眼

前皆无，心中皆有”，具备纪实性、戏剧性、社

会性和情感性。在他看来，纪录电影是用电

影的手段，将与历史和现实相关的世界展现

出来，“影片中反映的生活，跟今天的观众联

系在哪里？创作者要给观众走进院线的理

由，做到‘与今为友’。”

杨乘虎表示，纪录电影正经历着跨界的

变革，随着全媒体时代互动文化日益普遍，

纪录电影不要拘泥于传播形态，要充分运用

社交传播深入到观众中，同时不要自我设

限，创作方面要不拘一格，探索多元化的叙

事手段。

首都电影院总经理石锐则从影院经营

者的角度分享了对纪录影片如何走近观众

的探索和思考。她谈到，目前首都电影院旗

下的西单店、大观楼影城、城市副中心店均

已设置“纪录片电影放映厅”，为纪录电影开

拓和培育了专属放映空间。近年来，首都电

影院也积极与行业优秀机构合作，持续开展

纪录片展映活动。

2024年“中国纪录电影放映计划”优选5
部国产纪录电影进行10场展映，场均观影人

次 70人以上，平均上座率 38%，单场最高上

座率达 87%。其中，《无音之乐》《里斯本丸

沉没》《穿越烽火》单场上座率均达到 75%。

石锐认为，纪录电影不是没有观众，而是要

看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能使纪录电影和观众

产生更紧密的关联。

“我们当下的时代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对于纪录电影人而言，拥有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优质题材和故事。”国家广电

总局阅评组副组长、纪录片导演陈真认为，

用纪录电影来反映时代是比较直观的方式，

新时代的纪录电影也在近些年来得到繁荣

发展，“我们能看到，现在纪录电影的创作者

和作品数量都在不断上涨，观众越来越多，

纪录电影也不断受到年轻观众的青睐。”他

希望纪录电影接下来可以受到更优渥的政

策扶持，为纪录电影吸引更多观众，“比如对

导演的培养、资金的投入，以及在传播和放

映上能够有更多优惠政策，从而为纪录电影

保驾护航。” （姬政鹏）

◎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提名名单
（按笔画排序）

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工业与科技影视专委会正式成立

“纪录电影怎样更好地走近观众”焦点对话珠海举办

搭建纪录电影与观众的桥梁

第三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举办焦点对话活动

聚焦提升华语纪录电影国际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