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题：
传统与现代：全球语境下的视像未来

故事内容依然是电影的核心

当天，以“传统与现代：全球语境下的视
像未来”为主题的平行论坛，吸引了众多电
影、电视剧、纪录片的导演、编剧等幕后人物。

该平行论坛分为上下半场，主题分别为
“视像文化的多元共生、多样发展”“传统叙
事的当代表达”。

全球语境下的视像未来会是怎样的？
论坛中，“视像文化的多元共生、多样发展”
成为首先被探讨的内容。“电影艺术从胶片
时代再到数字时代，无论技术怎么改变，归
根到底，故事内容才是核心。观众看电影，
还是看故事的内容是否感人、动人。”中国香
港导演、影视制作人唐季礼说。

与唐季礼想法相似的，还有中国电影家
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节协会主席任仲伦。
他说，当下新技术的介入扩展了表现的可能
性，使得电影中的表达叙事更加有力、更加
形象和细微。但他始终坚持一点，那就是电
影创作还是要表达人，把人塑造好。“可能以
后的观赏方式会发生很大改变，但本质上还
是要去触摸人、触摸人性。”他说。

“电影创作，应该面向实践、面向观众、
面向创作。”在论坛的下半场，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饶曙光首先表示，电影美学最核心
的问题是解决与观众的关系问题。他说，在
电影发展的100多年中，形成了经典的叙事
模式，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等科技
手段的介入，也会让电影的格局发生很多改
变。但就算如此，影视的内容创作核心依然
应该是如何面对观众，让观众能够达到情感
和审美的共鸣。“未来电影不管如何发展，它
的核心还是面对观众、打动观众，与观众一
起去体会想象的新世界。”

作为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当天，中国
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梁明也来到活动
现场，他以自身所处的创作时代为例，分享
了对于“传统叙事的当代表达”的理解：“我
们应该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用世界语
言来表达对于剧本的感动、对人性的热爱。
我认为，电影应该表达的是人类的真善美。”

议题：
数字与文化：技术赋能新传播

技术只是服务于艺术的工具

当天下午举行的“数字与文化：技术赋
能新传播”平行论坛，聚焦新一轮数字革命、
媒介整合，以及产业变局中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全息影像、5G通信、元宇宙等信息技
术，在影视、动画、文艺表演等领域的创新应
用。

论坛上半场，由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李
扬主持，美国著名特效大师道格拉斯·汉斯·
史密斯、原八一电影制片厂高级工程师刘晓
春、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媒体研究所所长、教
授肖永亮等人，围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
法的更新迭代，赋能文艺创作和传播”这一
议题，各抒己见。

被问及“数字技术的不断提升是否更适合
动画电影创作”时，参与了《泰坦尼克》《邦尼》
《冰河世纪》等创作的肖永亮给出了肯定答
案。他说：“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发
展，对整个社会进步的推动是非常重要的。在
影视方面，也是越来越体现了它的作用。”

在刘晓春看来，“艺术与技术是既复杂
又互补的关系。”他建议，电影人要把故事讲
好，“一部电影是否深入人心，还是看故事能
否打动人。技术只是给讲故事提供了一些
工具，是服务于艺术的。如果我们失去了故
事的核心，那这部影片是很难被人接受的。”

论坛下半场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
化学院博/硕导师赵瑜佩主持，河南卫视“中
国节日”系列节目总导演之一、执行策划徐
娜，美国电影导演、制作人明可夫等人，围绕
议题“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式应用，推动青
年一代探索文化互动新方式”，就传统文化
节目“破圈”、人工智能、智媒体、元宇宙等问
题，畅谈自己的看法。

被问及“河南卫视火爆出圈”的原因时，徐
娜坦言：“首先离不开文化，文化赋予了我们做
内容的巨大的宝藏；其次离不开科技赋能，科
技引领艺术点亮美学，为我们的创作奠定了审
美基础。”她希望能制作出更多有意义、有思
想、有意境、有灵魂的作品，“让新国风来诠释
新文化，从而影响新时代的新青年。”

议题：
跨界与融合：国际文化合作中的青年力量

用年轻人的方式挖掘新鲜内容

在以“跨界与融合：国际文化合作中的
青年力量”为主题的平行论坛中，来自法国、
英国、中国等国家的电影制片人、导演、音乐
家等齐聚一堂，为世界青年的发展和文化的
交流出谋划策。

“通过讲述故事的影视作品，能够吸引
到更多的青年人，让他们了解到不同年龄阶
层的世界。”首届金熊猫奖评选活动纪录片
单元终评评委、法国导演雅克·马拉泰尔说。

英国纪录片导演、制片人罗飞认为，应
当用年轻人的方式去挖掘新鲜内容。“我最
喜欢的是用侦探方式挖掘故事。”他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综合事务办
公室主任多琳·杜布瓦表示，应当扩大文化

在教育中的作用，让教育机构与文化机构合
作、融合，从而提升人们的技能，造福文化和
其他领域，也能够满足青年人对于文化生活
的追求。

对于年轻人来说，什么是具有传播力的
故事？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编辑井
水清表示，故事能够传播，必须要有独特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
副召集人李向东表示，一个故事需要在青年
人中传播，首先需要找到青年人获取信息的
途径，其次是在于利用国际合作中对不同文
化的呈现，看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
景的创作者所呈现的特色，从而吸引青年人
的目光。

作为一个常年参与创作的导演，罗飞
说，在普遍性和独特性中做选择，是他一直
在纠结的问题。“我们应该在两者间找到平
衡，这两个元素并不矛盾。”他说，“我们可以
在普遍化的故事中找到独特性的亮点，并在
独特性的故事中找到与普通人生活有关的
内容。”

议题：
市场与机遇：影视产业多元创投新模式

用大家都能看懂的方式讲中国故事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市场与机遇：影视
产业多元创投新模式”平行论坛中，中国电
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光明日报》文艺部主
任编辑牛梦笛、追光动画总裁于洲、慈文传
媒创始人马中骏、美西编剧协会国际委员会
负责人鲍勃·安德伍德、繁星满天影视公司
总裁艾秋星、电影评论人李星文参与对谈。

慈文传媒创始人马中骏在分享中表示，
此前看到了电影《美猴王》，有遗憾，也有欣
慰之处，欣慰的是看到了美国同行对中国经
典IP的尊重。这样一部好莱坞超级英雄叙
事下的《美猴王》，在中国观众看来一定是充
满争议的。但在西方媒体看来，这是中国最
成功的文化输出之一。他也因此提出思考：

“我们为什么不能自主创作一些根植于四大
名著的传统影视作品？不仅奉献给国内观
众，也能扬帆出海。”

出海也要自身硬。马中骏表示，作为中
国文艺工作者，背靠着中国传统文化赋予的
巨大精神财富，本身就应该有自信，“我们在
创作时，不但要考虑国内市场，还要有意识
地面向海外市场，要用全世界观众都能看懂
能共情的方式，把三国、水浒、西游等中国故
事讲明白，明白才有可能精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刘
可欣 荀超周琴

首届金熊猫国际文化论坛4场平行论坛举行

影视大咖齐聚 共话视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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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首届金熊猫国际文化论坛在成都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作为首届金熊猫奖评选活动三大主体活动之一，当天下午，首届金熊猫国际文化论坛还举

办了4场平行论坛，议题分别为：“传统与现代：全球语境下的视像未来”“数字与文化：技术赋能
新传播”“跨界与融合：国际文化合作中的青年力量”“市场与机遇：影视产业多元创投新模式”。

9月20日下午，首届金熊猫国际文化论坛平行论坛“数字与文化：技术赋能新传播”在成
都举行。 主办方供图

在“传统与现代：全球语境下的视像未
来”平行论坛上，中国香港导演、影视制作人
唐季礼分享自己的观点。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