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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首届金熊猫奖评委会主席张艺谋

好作品架起沟通世界的艺术桥梁

9月19日至20日，首届金熊猫奖评选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评选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
画片四大单元，共25项奖项。

评委会主席张艺谋和来自国内外的评委会成员一起对初评作品进行终评。此次担任首
届金熊猫奖评委会主席，在张艺谋看来有何特殊意义？金熊猫奖要颁给什么样的作品？对
电影行业发展又有哪些新思考？为此，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了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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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影视文化交流交融的盛事

“我们的交流，既要靠通山连海的大路，
更要依靠文化上的沟通和了解。金熊猫奖
设立的初衷，就是世界文明彼此间，多合作、
多沟通、多学习，多交流。”张艺谋认为，金熊
猫奖显著区别于国内外的影视节展，这是一
次影视文化交流交融的盛事，更是一场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的盛会。

据悉，首届金熊猫奖的征集作品总数达
7024部，涵盖五大洲共104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国外作品4927部，占比70%。

“艺术家来自不同国度，但艺术作品不
该有国界、种族、地域的鸿沟，金熊猫奖超越
观念和语言的障碍，增进文化的认同和理
解。蕴含巨大精神力量和崇高价值追求的
影视作品才能获得最广泛的共鸣与最普遍
的共情，好作品架起沟通世界的艺术桥梁。”
张艺谋说。

电影是一门需要合作与交流的艺术。
已经拍了40年电影的张艺谋见证了中国电
影发展历程。他期待未来可以通过与世界
的交流互动，为中国乃至世界市场奉献工业
化程度高、内容优秀，向世界传递客观真实
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声音的作品。他也希望
有更多世界各地的影视作品，在中国找到他
们的观众。“希望每一位带着金熊猫回家的
朋友，可以让它也成为我们交流的使者。”

从中华文化宝库中寻找源头活水

文化是交流的基础。在此次作品终评
中，张艺谋认为评委会在坚持作品制作精
良、质量为重的基础上，还兼顾地域的广泛
性、文化的代表性。

“这个奖取名金熊猫，众所周知，大熊猫
是我国独有的物种，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之
一，其憨态可掬，深受各国人民喜爱。希望
我们以金熊猫为桥，合力推进世界文化交流
行稳致远。”张艺谋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的灵感之源、创
意之根。”在不同的场合，每每谈起创作，他总
是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热爱。

舍生取义的侠客、精美绝伦的古代乐
器、精致的服饰与古建筑……《英雄》《十面

埋伏》等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电影在国际社
会获得认可。在电影创作上，张艺谋坚持所
拍的每一个故事首先要有中国文化的内核，

“完全不懂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去拍。”他认
为电影所呈现的视觉叙述能力、独特的东方
元素是首先被看中的，在艺术创作中他常常
为一个文化表达而绞尽脑汁。

“从中华文化宝库中寻找源头活水是文
艺工作者创作的不二法宝。”张艺谋说。

电影人要对时代发展保持敏感

近几年，国内外电影圈的一些年轻导演
在技术表达手段或叙事方式上进行的创新
与突破，让人感到兴奋。“电影创作要活到
老、干到老、学到老，我希望拍不同的东西，
不断尝试新类型。电影人要与时俱进，对时
代发展保持敏感。”张艺谋说。

当今时代，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全息影
像、5G通信等新技术在深刻影响着影视文
化发展格局，激烈重塑着行业的内涵与外
延。如何在科技精度与艺术厚度间寻找统
一？如何精准匹配时代发展与内容创新？
如何厚植文化土壤培养行业人才？这也是
张艺谋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他看来，本届金熊猫奖也是“年轻
人”，“毕竟是首届，还会不断完善和改进，这
届金熊猫奖开了个好头，希望能把优秀的作
品介绍给全世界。”张艺谋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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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发言环
节，中国香港导演、影视制作人唐季礼以《向
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为题，结合其所参与的作
品，分享了中国电影走入外国观众视野的契
机，以及中国电影进行有效国际传播的方式。

早在汉唐时候，中西方就已经通过丝绸之
路有过频繁的交流。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
被运往西方，而《马可·波罗游记》更让西方对
神秘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无限遐想。“到了近现
代，西方对中国人形象的认识，更多的是通过中
国电影。在不同的时代，中国电影都对世界电
影产生了现象级的影响。”唐季礼认为，电影对
于其他国家认识中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电影在海外最早的发展，是从20世
纪70年代中国香港的功夫电影走入海外市

场开始的。李小龙的一系列电影如《精武门》
《龙争虎斗》等，引起了欧美观众的极大兴
趣。“影片中，李小龙饰演的角色所表现出的
不畏强权、坚守正义、锄强扶弱的侠义精神，

塑造了属于中国人的英雄形象。”唐季礼说。
而后，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获得了奥

斯卡金像奖，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和《十面
埋伏》被推向好莱坞。“这些中国电影的古典
传统美学、东方含蓄的情感表达、仁义礼智
信的中国传统精神，都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
认可。由此可见，影视作品作为载体，是文
化沟通交流的绝佳方式。”唐季礼说。

就中国电影如何继续走出去的问题，唐
季礼认为，加强合拍片的制作和创新，以庞
大的本土市场和优秀的电影人才做支撑，与
电影同行实现文明互鉴、优势互补，秉持开
放包容的态度，展现中西方文化交融之美，
是未来中国电影发展可以参考的道路。而
在主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巨大的
题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9月20日上午，首届金熊猫国际文化论
坛启幕。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以《文化历史
根源与文化自信》为主题，从蜀地的历史讲
起，讲述不同文化之间交流借鉴的重要性。

“早在数千年前，青铜冶炼技术在中原
开始蓬勃发展，后传播到西南，三星堆的先
民以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创造力铸
成大批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已成为中华文
明的瑰宝。”“三百多年前，来自湖北、湖南、
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移民迁入四川，他们
带来了源于南美的辣椒。四川逐渐成为中
国辣椒的中心，辣椒与本土的花椒结合形成
川菜特色。”“中国人爱熊猫，保护熊猫，在文
化中注入熊猫元素，形成熊猫文化。今天，
熊猫已经作为中国的友好使者走向世界，熊
猫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熊猫与

功夫——两种中国元素被运用于好莱坞电
影，风靡世界。”演讲中，葛剑雄以三星堆、辣
椒和熊猫为例，谈到了人类文明之间、不同
文化之间交流借鉴的重要性。

葛剑雄说，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相应学
科的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已经
有连续不断五千多年的历史。而中华民族
在守正创新的同时，善于向其他民族、其他
文明学习，能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其他文
明的长处。正因如此，其他年代更久远、曾
经辉煌的文明古国都已成历史陈迹，而中华
文明岿然独立，长盛不衰。

“经久不衰的文明、文化，都是不断自觉
地吸取其他文明的精华、学习其他文化的长
处的结果。”演讲中，葛剑雄提到了文化自信
与文明互鉴，在他看来，文化自信与文明互
鉴两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文化和文明之
间，就应该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中国香港导演、影视制作人唐季礼：

用电影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三星堆、辣椒、大熊猫见证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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