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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圆桌论坛由中国电影艺术

研究中心电影产业研究部副主任汪忆

岚主持。圆桌论坛以业内评价及豆瓣

评分很高的电影《假如我是这个世上最

爱你的人》为切入点。张苗坦言，虽然

市场宣发营销问题未能攻克、电影市场

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这部电影是一次并

不后悔的探索。

谈到该项目的出发点，张苗认为，现

实主义创作应关注那些容易被忽略却

坚固地存在着的人群，在这部电影中指

的就是残障人士。残障人士的生活状

态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文明程度，这部

电影希望关注中国 8500万残障人士的

生活状态。但另一方面，影片在内容创

作上希望营造带有温暖现实主义色彩

的故事，尽量减弱苦难感，克服观众认

为残障题材自带的苦难感。

“我们的挑战就在于，残障人士的题

材所自带的观众认为的苦难感，并不是

目前当下时代环境观众最愿意为之付

费观影的动力。原因有很多，我就拿这

样的原因来说，在题材选择的时候，我

知道这个挑战，在内容创作当中尽量克

服了这个挑战，这个故事是温暖的。”张

苗说。

任宁提到，在海外观众的培育方面，

要意识到海外观众对现实主义题材的

中国电影接受度有难度。文化差异是

造成难度的主要原因，所以更类型化但

情感共通性强的电影，如科幻融合亲

情，更易被海内外观众接受。中国电影

中融合大好河山、非遗文化等元素，与

年轻人表达的情感共鸣，有助于电影走

出国门。

任宁说：“我自己的感受是，更类型

化一点的电影，它的情感共通性更强一

点。比如我们创作一部科幻片，它的底

色是亲情，这样的作品海内外会更容易

被同一波观众接受；如果是现实题材，

中国的大好河山、美景美食、非遗文化、

年轻人的表达等等，可以穿越时代，穿

越地域，穿越国界的情感共鸣。”

一些新的题材可能缺乏过往的成功

案例，与当下市场判断有出入。邵艺辉

坦言，自己的两部电影作品在一开始的

市场评估中并没有获得很大的信心。

“我这两部电影，大家现在也会觉得是

比较新的东西，之前没有见过。最初做

的时候是非常大的风险。”她还提到，在

创投之初，“大部分收到的反馈就是和

之前评委说的一样比较文艺，而且有点

奇怪，不符合剧作，不标准，不商业，也

没有很有深刻人文情怀，都是这种负面

反馈。”

邵艺辉认为，创作者在面对制片人

不认可其作品时，应寻找有眼光且愿意

合作的出品方。另外，作品可能面临市

场不看好或要求大幅度修改的情况，但

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故事内核是成

功的关键。有眼光的公司较少，选择愿

意合作且尊重创作者的公司至关重要，

创作者也需要在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

和满足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聚焦“现实题材影片如何创造与观众的连接”：

用易于观众接受的叙述方式
坚持创作初衷

论坛第四单元的主题为“培育观

众与开拓市场”。《好东西》《爱情神话》

导演及编剧邵艺辉、北京精彩时间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苗、上海三

次元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任宁等嘉宾

共同探讨了现实题材中观众互动、人

文关怀与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嘉宾认为，在讨论现实题材和现

实主义时，应着重强调人文关怀，要以

人为本。真实展现每个个体的价值、

缺陷与矛盾，在坦诚面对现实的基础

上进行艺术加工，注重塑造好人物成

长历程，挖掘真实人物的闪光点。

大家还表示，现实主义影片要能

引发社会关注，承担社会责任和教育

功能，像一束光照亮被忽视的角落，给

予人们温暖与希望。

第四单元：

培育观众与开拓市场

◎主持人：
左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

作为一名导演、编剧，我认为当

下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核心是人文

关怀。它要求我们以人为本，真正

肯定并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和尊

严。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关注人物的

性格、情感与命运，更要深入挖掘

并展现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面临

的挑战以及内心的挣扎。因为真实

的人总是充满缺陷、矛盾，甚至有

着不堪的一面。一个真实的状态，

就是应该多描述一个人的真实处

境，包括那些不堪和缺陷的部分。

我们需要坦诚地面对这个世界，用

镜头捕捉那些常常被忽视的细节，

让观众看到生活的真实面貌。

当然，创作并非简单地复制现

实。它是一个再加工的过程，需要

我们在坦诚看待现实的基础上，运

用自己的技巧和想象力进行加工。

我的两部作品《爱情神话》和《好东

西》虽然有一定的真实质感，但我

认为它们还不够现实主义，而是更

多地呈现了我内心的理想世界。这

两部电影中的人物、人物关系，以

及传递出的情感和价值，都带有一

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也导致了一

些观众认为它们“悬浮”、架空或不

真实。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作为创作

者，我们有权选择自己想要呈现的

世界。是展现一个真实但千疮百孔

的世界，还是呈现一个理想化但可

能缺乏普遍性的世界？这完全取决

于我们自己的选择与衡量。我一直

在思考如何创作一个既有现实主义

质感，又能在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

环境中让观众感受到温暖的作品。

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需要

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尝试。

◎邵艺辉（《爱情神话》《好东西》导演、编剧）：
在现实与理想间游走，以人文关怀塑造现实主义作品

近年来，我有幸经手多部电影，其

中不乏现实题材的作品。我认为“感

知”是现实题材电影与观众沟通的首

要桥梁。直击人心、深刻而有力量的

题材，能够让观众感知到真诚与意

义。例如我们总提到的《我不是药

神》，就因深刻有力而引发广泛共鸣。

电影题材要贴近百姓的真实问题、共

情百姓的真实感受，切忌言之无物。

类型化叙事与强情节设计，是我

坚持的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类型化

叙事尊重观众的人性与兴趣，巧妙地

起承转合、掌握节奏，让观众有兴致跟

随故事发展。在此基础上，强情节的

设计尤为重要；现实主义的电影创作

囿于“现实”一词的限制，往往容易缺

乏娱乐性视效，而强情节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吸引观众。例如《第二十条》

中，赵丽颖的跳楼情节便是强情节的

典型体现。

幽默感与温暖感是对话观众的重

要方式。面对现实的沉重，观众更希

望以轻松的方式接受，因此在电影中

融入幽默与温暖是跟观众沟通的有效

手段。此外，电影触动人心的另一关

键是将社会热点与普遍情感更好地结

合。我反对盲目追随热点，而主张捕

捉时代的脉搏，将社会情绪与观众最

普遍的情感相结合。如《奇迹·笨小

孩》中创业与家庭的关系，以及《人生

大事》中的生死思考，都是时代脉搏与

观众情感的共鸣点。

另一方面，高品质的视听语言是

电影的审美良心。每次创作我都强调

电影的美学呈现。现实主义并非简单

地复制现实，而是要在现实的基础上，

通过大银幕的美学手法，为观众呈现

一个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

世界。

此外，我总结了在座各位优秀创

作者的成功作品，发现了一个共同的

秘诀：将人物塑造得深入人心。现实

主义创作中的典型性或非典型性，大

多通过人物来展现。近年来那些受到

观众喜爱的电影，往往都将影片的张

力放在主角成长历程上。只要人物塑

造得足够立体、合理，故事中的现实性

与非现实性难题，便能相对容易地得

到解决。

◎张苗（北京精彩时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深刻有力的现实题材电影，要用一些表达技巧“抓住”观众

最近，我有幸与同行们深入交流，

深切感受到大家对短视频冲击长视频

的焦虑。我选择以学习的态度去拥抱

这一变化；长短视频并非水火不容，而

是可以并进、共融共生的，这是我们这

一代创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的讨论

中，我深感其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魅

力。而在短视频领域，同样存在着无

数真实生活的素材，或温暖人心，或引

人深思。例如，《出走的决心》的题材，

我最初就是在短视频中接触到的；那

些湖南怀化“听得懂顾客话”的理发

师、60岁种完麦子就要出去看看世界

的麦子阿姨等，都展现了时代女性的

精神风貌。作为制片人和出品人，我

深知挖掘这些朴素真实人物身上的温

暖和闪光点的重要性。日常生活的动

人瞬间正是未来现实主义创作的源

泉。我们需要多关注生活，从生活中

找到那些能够打动自己的点，进而创

作出打动观众的作品。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部讲述高考故

事的电影《逆风而行》。因为被那些高

考逆袭者的精神所打动，我们决定将

其搬上银幕。电影必须面对普通观

众，而创作“人民性”的作品也是研究

观众心理的过程。通过研究短视频等

新媒体形式，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观

众的喜好和需求，从而创作出更加贴

近观众的作品。例如李子柒的短视频

将祖国大好河山、家乡风土特产、中华

非遗文化拍得非常美轮美奂，还通过

讲述自己和外婆彼此依偎的情感故

事，打动了无数观众。这种将个人情

感和家乡山水、中华文化相结合的创

作方式，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

启示。

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

实主义创作可以引发大众对于社会现

象的关注。我们刚刚完成的《屋顶足

球》就引发了社会对于山区儿童体育

教育的关注，并已经有第一个足球场

在落实建设中了。陆亮副局长说现实

主义的电影就像一束光，能够照亮被

忽视的社会角落，这让我很感动。电

影能够给观众带来精神的力量和希

望，对现实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任宁（上海三次元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从短视频中了解观众喜好，创作贴近观众的现实题材电影

本报讯 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开幕在即，本届电影节“金椰奖”

评委会阵容于日前揭晓。

本届电影节“金椰奖”竞赛分为

故事长片、纪录长片、短片三个单

元，由 13位国内外著名电影从业者

组成评委会阵容。他们将在电影节

期间共同评出“金椰奖”十项大奖，

获奖名单将在 12月 10日闭幕式暨

“金椰奖”颁奖典礼上公布。

其中，故事长片由法国导演吕

克·贝松担任评委会主席，意大利电

影摄影师保罗·卡尼拉、法国导演奥

利维尔·米加顿、中国影视戏剧演员

徐帆、中国演员王景春、中国演员张

译、阿根廷电影导演劳拉·西塔雷拉

担任评委；纪录长片由中国电影导

演雎安奇、加拿大籍华裔导演张侨

勇、葡萄牙纪录片电影节艺术总监

米格·里贝罗担任评委；短片由中国

电影导演李睿珺、中国编剧鲍鲸鲸、

意大利导演玛格丽塔·朱斯蒂担任

评委。

此前，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公布了“金椰奖”竞赛单元入围名

单，共有 14部故事长片、8部纪录长

片与 10部短片入围。这些入围作品

来自 2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山海

而来，风格迥异，充分展现了不同种

族、文化背景的创作者的卓越才华。

值得一提的是，入围的故事长

片在中国大陆首映率高达 100%，部

分影片更是亚洲乃至全球首映，将

为影迷带来了一场不可多得的新鲜

视听盛宴。这些故事长片以跌宕起

伏的剧情、精湛入微的演技、别出心

裁的拍摄技法以及深邃悠远的主

题，引领观众穿梭于奇幻与现实之

间，感受世间万象与人性幽微。

此外，“金椰奖”入围影片已上

线“猫眼”平台公开售票，观众可通

过该平台买票进场观看，感受电影

艺术在多元文化与卓越审美碰撞下

的无限可能，开启一场不容错过的

电影盛宴。 （姬政鹏）

本报讯 在中国海洋大学建校

100周年总书记给中国海洋大学回

信之际，首部展现海洋科学家风范

的院线电影《逐浪之文圣常》于 11月
26日在青岛举行全国首映礼。该片

由中国海洋大学、青岛黄海影视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全诚时代影视科

技有限公司和青岛蓝创文化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这部电影的

成功拍摄标志着我国海洋题材电影

创作的新突破。

电影《逐浪之文圣常》以中国海

洋大学著名海洋学家、教育家、我国

海浪研究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文圣常先生的生平事迹为蓝本，讲述

了他在海洋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和

感人故事。影片通过生动的叙事和

细腻的情感描绘，展现了文先生等老

一辈海洋科技工作者勇立潮头、谋海

济国的崇高精神，对于激励新一代海

洋科研工作者具有重要意义。

在首映礼上，导演刘玉松、主演

牛颢霖、张山、赵岩松、王静等主创们

分享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艰辛与收

获。为了真实还原文圣常先生的生

平事迹，主创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前期

调研和走访，力求每一个细节都能忠

实于历史。据制片人梁晓栋透露，

“电影《逐浪之文圣常》是打造青岛海

洋文化 IP的重要一环，将来还会围绕

海洋题材创作更多的电影，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

爱青岛丰富的海洋文化”。

据悉，该片将于近期在全国各大

影院上映。相信通过这部电影的呈

现，能够进一步激发公众对海洋科

学的兴趣和热爱，推动我国海洋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 （支乡）

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评委会阵容公布

海洋科学家题材电影《逐浪之文圣常》青岛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