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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刘文章（可可豆动画创始人）：

创作者应该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融合在一起

就当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电影精品，我

讲三点：

第一点，关于创作态度。动画电影和其它电影

非常大的区别在于它周期更长，三年五年还好，五年

十年的都有，在创作《哪吒》的时候非常明白这个创作

规律，在前期特别在剧本打磨阶段，就秉承着“死磕”

的精神，我觉得在创作的时候，这种精神非常重要。

第二点，关于创作方法。在我看来，创作者更

应该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融合在一起进行创作。当

我们有了足够的创作条件、资源之后，我们也用自

己的体验尽可能把这种情感灌在作品当中，通过

作品给观众以力量。

第三点，创作实现。如果《哪吒》提前五年或

者十年开工，我认为想在有限的时间能够形成规

模化的实现效果非常难。眼下我们应该清醒认识

到，目前中国后期视效工业基础虽然有个别的作

品非常出色，但是整体水平还不够好，而且团队的

水平参差不齐。对此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因为这

是工业化发展的基础。

黄家康（《白蛇：缘起》导演）：

主创团队要对故事有很深入的了解

我觉得要讲好一个故事，不单要有技巧，而且

从情感上，主创团队要对这个故事有很深入的了

解。举个例子，包括我也好，主创团队也好，其实

对于《白蛇传》的故事非常熟悉，所以在创作过程

中产生了很多化学作用。想讲好中国的故事，首

先我们要对故事题材本身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

且有共情在里面。

说到打造电影精品，我现在觉得《白蛇：缘起》

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很感谢中国的观众给了我们特

别多的鼓励和包容。以后，我们应该以更好的品

质，打造更好的电影作品，让观众去认可我们作品。

目前我还在“白蛇”续集的创作过程中，也会

遵循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电影精品的态度，不会那

么着急出来，希望用大概两年时间去打造更好的

作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霍猛（《过昭关》导演）：

电影产业已经处在非常好的运转机制里

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电影创作者是非常可爱

的一群人。所有人都想付出 100%，甚至 120%的

努力，想要把电影做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会

藏私货或者懈怠，所以非常荣幸成为这样一群虔

诚热爱电影创作者中的一员。

我们的电影产业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整个大的方向已经处在非常好的运转机制里。

电影类型越来越丰富多样，除了一些重工业的电

影在对外输出文化自信，也还有在讲述中国人普

通情感的电影。

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都努力想要拍出好电

影，能够让全世界观众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

人的情感、中国人的故事。其实不分“新力量”还

是“老力量”，只要是热爱电影，然后潜心创作，在

创作过程中不断提高。

田羽生（《小小的愿望》导演）：

创作要符合百姓心中的民族性

什么叫中国故事？其实我们民族是有信仰

的，我们的信仰在传统故事中早就存在，比如说哪

吒闹海、大闹天宫、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西方是

祈祷神明帮助他们，而中国是靠劳动人民的双手

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两个字总结下来，就是

中国人的信仰——抗争，与天斗、与地斗，我们要

不停地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这一切。

反过来印证《哪吒》，《哪吒》暑期档爆发迎合

了老百姓心目当中的民族性，这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未来创作路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针，未来我

会找这种能够走到老百姓心里的项目，我觉得这

是中华文化的根基。

申奥（《受益人》导演）：

坚持当代性、本土性、创新性、作者性

我加入坏猴子影业的时候，宁浩导演就给我

们提出四个关键词，叫做当代性、本土性、创新性

和作者性。其实我觉得这四个“性”就跟本届论坛

两句口号不谋而合，本土性、当代性就是讲好中国

故事，作者性和创新性就是打造电影精品，我就是

本着这个原则去创作的。

我曾经一度被欧美电影、日韩价值观影响、带

偏，觉得如果那个东西更猛、更狠、更凶狠、更强

烈、更凛冽，它才更有力量，我才能找到施展的地

方。

但这次创作以后，我突然发现其实我跟观众

的距离包括我跟主流价值观的距离一点都不远，

我非常相信他们的取向和判断。尤其当我的电影

做试映会的时候，现场几百个观众一起看，我完全

会随着他们的及时反馈而感觉到兴奋或者失落，

这个过程深深震撼和影响了我。

我觉得在我们之后的创作当中，会谨慎选择

题材，去选择尽量正面的、正确的能量，去把它释

放出来。我希望做“坏猴子影业走出来的好孩

子”。

梁琳（英皇电影发行公司制作及项目

发展总经理）：

让电影通过不同行业的渗透和合作

发挥影响力
这两年的市场反馈表明，观众对于新内容有

很高的认可度和包容度，所以我想呼吁业内很多

后端的，不管是发行还是院线的人，也希望给新的

题材、新的内容，没有那么多安全系数的影片更多

的信任和支持。

此外，电影的生命周期相对较短，我们也在想

怎么能够集结更多行业内外的力量，能够让电影

整个生命周期更长。如果只有几十天的生命周

期，它很难成为精品，所以目前我们在可操作的范

围之内，尽量让自己的电影通过不同行业的渗透

和合作，更多地发挥它的影响力。

曲吉小江（博纳影业副总裁、制作总监）：

从平凡中诞生英雄

行业电影其实也可以称为新行业电影。它实

际上是我们超出了电影本身的娱乐属性和它的艺

术性之外的又一个社会属性。比如说博纳影业跟

公安部合作，跟民航总局合作，跟应急管理部合

作，包括明年春节档跟交通部合作，未来可能会跟

空军合作……就是这些大的系统、大的单位、大的

行业，给了博纳影业非常大的支持。

我感觉到其实各级主管部门、各个行业开始

勇敢地把自己的行业里遇到的问题展示给我们

全国的电影观众，因为只有我们遇到了一些困

难，遇到一些挫折，我们才会从平凡中诞生出一

些英雄。

所以在我们明年、后面的一些项目里，还会涉

及到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其中有一些已经进入

到重点项目。我们还会继续在这条路上去实践，

讲好更多中国故事、打造更多时代精品。

俞白眉（《银河补习班》编剧）：

银幕人物也要与时俱进，

展现新时代的精神

我想谈的方向是创作新人物。中国电

影进入新时代，银幕人物也要与时俱进，保

持更新，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我觉得要创作

好新人物的“新”，有一些特点在创作过程中

是我们年轻创作者集体面临的挑战。

第一个新，新在讲当下。怎样创作真实

的人物，让真实人物的事迹融入经济社会的

大发展、大变革和大浪潮当中，人物的言行

举止、做出的戏剧动作怎么关乎当下、展示

当下、反映当下，成为当下的精彩侧面，是我

们所有年轻电影工作者的挑战。

第二个新，新在树典型。越是伟大的时

代，典型人物的多样性可能就越强，近几年

以来我们涌现的国产电影中，已经涌现了非

常多很好的典型人物，这些都属于电影艺术

独有的魅力，也是大时代不可磨灭的文化印

迹。

第三个新，要新在有共鸣。文艺创作的

办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

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自觉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如果我们

努力这样创作，相信观众也能够感受到创作

者的真心和真诚。

董润年（《疯狂的外星人》编剧）

通过传唱英雄，

提炼出民族的精神内核

讴歌英雄、表现英雄主义是古今中外文

艺作品的永恒主题，是文艺作品最重要的内

容之一，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

故事和传说。通过传唱英雄，提炼出了属于

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

然而在当下，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真正的

英雄就是广大的人民，是一个个平凡的普通

人。他们面对生活的苦难不是没有过怯懦、犹

豫、自我怀疑，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而是用对生

命的热爱和敬畏翻越了黑暗、恐惧、卑微，克服

了自我缺陷。

我觉得在现实中有无数这样的人，在生

活中能看到无数的普通人，他们战胜了自

我，追求真理，追求美好的生活，其实这样的

故事才是我们在电影创作中真正应该去展

现和表达的。我们既要展现讴歌那些为人

民利益做出伟大牺牲的英雄，也要抓紧一切

机会在作品中展现这些克服自我弱点的平

凡人，他们一样是这个时代值得讴歌的英

雄，这也将是我将来无尽的创作源泉。

董哲（《建军大业》编剧）：

在创作过程当中要确保细节的真实

我们怎么看待真实和创作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在过去尤其是在我们一开始进行电影、

电视剧、文学创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确保什

么是真实，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们要确保细节的

真实，不管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首先保

证细节的真实。

所谓细节的真实，就是有足够多的、足

够丰富的、足够能令人信服的细节的支撑，

才能让你想传递给观众的故事逻辑、人物逻

辑甚至是历史逻辑显得更加真实。

有一些历史题材或者重大历史题材作

品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不是历史本身不

好看，是表现得不好看，是缺乏足够多的历

史细节支撑；不是逻辑不对、不是故事不好、

不是人物不精彩，那都是时代的风云人物、

英雄人物，是细节不够丰富、不够扎实。

吴楠（《七月与安生》编剧）：

项目的选择

比剧本本身的完成度更重要

对于编剧来说，不是每个剧本都能够拍

电影的。我们总是会强调怎么写人物、怎么

写故事，其实更多时候项目的选择，可能比剧

本本身的完成度更重要。

要先把项目想透，然后再完成剧本。剧

本是一个结果，核心的动力其实在项目上。

剧本不仅是编剧的工作，因为编剧其实做不

到，任何一个导演或者一个制片人也都做不

到，它需要合力，各个工种、各种资源的合

力。

任鹏（《催眠大师》编剧）：

要创作符合电影真实性的人物

对心理电影的人物刻画，其实是对电影

真实性的探讨，对电影的质疑一般都是从真

实性的角度思考的，真实性实际是经验主

义，电影通过故事让我们相信真实，这便是

编剧的工作，我们要创作符合电影的真实性

的人物，电影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于勇敢（《中国机长》编剧）：

节奏和真实会成就艺术上的真实

我认为真实感，首先是要尊重事实，其

次要尊重创作。尊重事实是什么？就是要

充分了解这件事情，同时能从这件事情里抽

取你要说的话。

在《烈火英雄》和《中国机长》的创作过

程中，我都有最真实的疑问，我要围着这个

写。然后做大量的采访，大量的采访就意

味着你开始了解这些人，你对写的事情不

心虚。

另外在创作的时候，你首先要认清它是

类型片，尽管讲的是中国式英雄，但还是要

把它当做一个类型片来写。这样，就要遵循

类型片的写作方式，当观众开始厌烦，就会

开始怀疑你的真实性。所以既要保证节奏，

又要保证你写的东西是出自于真实，可能两

者相加才会造成艺术上的真实。

《中国机长》创作时间比较短，但为什么

最后票房和口碑都挺好？是因为我们在写的

时候抓住了一点——是什么造就了奇迹？是

民航业的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我

们只要踩住这个写，这个电影就有坚实的基

础，即使它有一些小瑕疵，观众到最后还是接

受了它。

顾晓刚（《春江水暖》编剧）：

尝试在电影中

呈现“如何把传统安放在当下”

我是在富春江边长大的一个青年，有幸

开始尝试做电影，进入到电影行业，成为一

个电影工作者。我们在拍《春江水暖》的初

期就在思考如何把中国的绘画和电影结合，

在电影中呈现“如何把传统安放在当下”，一

直在做这样的尝试。

我们希望这个故事真正拍给普通观众看，

不是所谓形式上的复古，他真的发现山还是那

个山、城还是那个城，但我们艺术工作者拥有一

颗古艺的心去看待的时候，也给了观众一个看

城市和身边自然的视角。

我觉得这样的视角，就给观众提供了除

故事以外更多审美上的享受，我认为可能这

种传统的力量和意义，可以让观众获得一些

安定的力量去重新面对生活。

陈洁（壹心娱乐创始合伙人、出品人）：

服务、连接、共创

作为一家经纪公司，当我们面对《滚蛋

吧！肿瘤君》、《火锅英雄》等题材的时候，我

们一直都很自觉地履行这个行业的责任，我

把它用6个字来总结：服务、连接、共创。我

认为是整个行业里不可缺少的一环。

我觉得要出一部精品电影，更多应该

强调在行业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合作。壹

心娱乐作为一家经纪公司，其实也是想通

过服务、连接、共创，来实现对这个行业的

贡献。

陈舒（《绣春刀》系列编剧）：

把自己对于家乡的热诚、情感

回馈到作品中

我谈谈我眼中的浙江或者杭州：第一，

浙江这个地方天生具备审美的属性。第二，

浙江人民天生就具备一种勤勉，具备一种务

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大批非常

优秀的劳动者、企业家和文化大师。第三，

杭州现在充满了年轻活力以及创业热诚，有

一种古典、传统和当代特别自洽的融合。

目前，我也在和两位编剧老师一起合

作，写一个发生在浙江的电影故事，我觉得

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把自己对于家乡的热

诚、家乡的情感，全部回馈到这个作品当中。

徐天福（横店集团副总裁、横店影

视董事长）：

在内容产业向“内容为王”进军

横店影视是大家心目中全球最大的影

视拍摄基地，做好服务我们义不容辞，但不

仅如此，现在在发行终端上横店也已经位于

全国影投前列，在全球院线排名上也已跻身

全球前十。

而下一步横店集团要迈出的一步，是在

内容产业往“内容为王”进军。横店在内容

产业上，近几年已经有所进步，从去年开始，

比如说《少年的你》、《受益人》、《大约在冬

季》等等，明年大年初一我们也有《囧妈》和

《熊出没》两部大片。

接下来进一步做强做大横店影视产业

龙头，我有压力，但更有信心。

◎ 第五组

◎ 第四组

◎ 第六组

俞白眉 霍猛 刘文章 黄家康 董润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