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說到底也是商品，能有口碑和票房齊豐收的，總捎帶點天時天命。對被視為國際化「大賣場」的香港而言，內

地電影赴港有得闖，港片加速走出疲軟有得聊。兩地攜手再造中國式大片新範式才是當下正經事。作為編劇、導演，

與張藝謀合作了電影《滿江紅》《狙擊手》《堅如磐石》，同時也是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的陳宇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時直指，內地影視在尋求市場化的發展中，香港電影人的身影一直活躍其中且滲透越來越深。不管是內地還是香

港，兩地電影人無需糾結這一時的成績單。影視轉型升級期間，再造「市民文化」這一創造過香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影視輝煌的內核，才是當下影視創作者們的破局之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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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市場、觀眾口味、營銷方式等，這
兩年的內地影視市場可謂是早已悄悄轉

向。張藝謀的女兒張末導演所探測到的行業
信息是：看回這兩年內地影視的一些爆款作品，

大都具有強烈的個人意識且關注自我成長的優
化。而在女性題材的創作上，張末也認為，不光是內
地電影對女性作品和女性視角更重視了，放眼海內
外，這也是一個全球化的趨勢。
近期在一個影視論壇上，作為分享嘉賓的張末也聽
到一組數據對比。「大概在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之
間，女性電影創作者參與的作品差不多是千分之一的
概率，但現在已經有24%的佔比。」張末說，這個數據
也在告訴大家一個趨勢：女性作品開始有自己的表
達。女性題材電影在未來無疑將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但創作者需要多面探索，才能夠找到女性電影的最佳
表達方式，取得票房與口碑的雙贏。
身為80後的張末說，外界常對自己有一個誤解：覺
得從國外留學回來，就會帶着荷里活式的創作理念。
「我完成學業後就馬上回到中國工作，然後在內地的
影視土壤裏生根發芽。」談到青年一代導演如何把握
本土與國際化的創作時，張末坦言，除了國際上的交
流沒有語言障礙之外，電影的拍攝表達方式與海外留
學歸來還是土生土長，關係其實不大，更為重要的還
是導演個人的審美和真正想要表達的內容。
當然，豐富的行業崗位經驗，可以令青年導演習得
更為系統的創作方式。做過剪輯、演員、副導演、執行
導演、現場製片等工作，再做導演會令自己在片場更
好把控全局。從首部個人作品《28歲未成年》至今，張
末自認，成長經歷會直接影響到個人的影視作品。包
括去年上映的電影《拯救嫌疑人》，張末承認，如果沒
有成為一位母親，也拍不出來這個作品。
「只有感受過，體會過，你才會真正地想去創作，以
及有創作的熱情。」張末感嘆，就像今年在北京國際電
影節參加創投環節上的一些影視項目，其實人類的故
事就是講情感，情感其實又很相似。「人的喜怒哀樂在
差不多的情況下，我們如何刻畫出一種新的影視類型
人物？」這也是影視創作者日常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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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港產片、粵產片在票房失靈的漩渦中
一同搏擊，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迎來
第一個五年節點時，是否有必要提出「大灣
區電影」這一影視地域概念？
大灣區影視高質量發展的代表作電影

《克什米爾公主號》今年內將開拍，擔綱編
劇的何冀平此前在廣州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時指出，香港作為曾經的「東方荷里活」，
在影視生產創作這一塊傳統優勢依然強
勁，但現實問題也很明顯：香港影視界缺乏
像內地一樣的統籌機制，所以會經歷一些
低迷期。
「現在我們也看到香港影視在慢慢回暖，
其實就是因為和內地相融互動，很多新港
片還是靠內地觀眾買單。」何冀平認為，粵
港澳大灣區都有心謀劃影視高質量發展，
香港很多專業人才也都希望為大灣區創作
新的故事。
當下港產片面臨武俠、警匪這些類型片

過時的挑戰，業內也都在思索創新求變。何
冀平提醒說，聚焦大灣區對於香港影視創
作人才尤其青年人才來說，是最好的一個
求變途徑。道理很簡單，人文相親的大灣區
內城市群，可以令香港影視人才拓展視野

和題材，也能很好地去找到那些有陌生感
的新鮮故事。
「在熟悉裏找陌生感，是影視精品創作的
一個小技巧。」何冀平耐心分享說，當下情
感的交融就是大灣區的主旋律。當然，大家
也不要一說「主旋律」就有嚴肅正統的成
見。其實，外鄉人到異城生活和工作，在追
求成功的路上，這種情感是當下融合的主
旋律，但創作的方式也可以很廣泛。

趙夢菲稱影視創作需要有氛圍
廣州市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趙夢

菲，近年一直努力推動穗港兩地影片的展
映交流互動。在她看來，廣東連續22年作為
全國影視的第一票倉，這些都是觀眾自發
的買單和審美行為。這些年，不管是廣東還
是廣州，都希望借助「第一票倉」的優勢去
發展粵產電影，也不斷在吸納優秀的影視
創作力量到廣東發展。
廣東電影消費實力雄厚，香港生產製造

的傳統優勢依然不容小覷。趙夢菲認為，在
大灣區時代，廣東如何引入香港影視生產
創作系統，這種共建發展前景和機遇其實
已經擺在面前。何況，僅大灣區內城市群本

身就能形成一個獨特且廣闊的影視消費市
場以及嶺南文化有待深挖的寶藏資源庫。

劉偉強倡統籌「三兄弟」一起創作
近期多次現身廣東的導演劉偉強也說，

不管是內地電影還是近期大家聚焦的大灣
區影視高質量發展，其實都離不開好的人
才隊伍和項目的長期計劃。一部好的影視
作品，需要集思廣益去找到適合當下創作
的方式方法。回到執行層面，他冀望在大灣
區能有一些「頂層設計管理」，統籌粵港澳
「三兄弟」一起去創作，而不是現下這裏拍
拍，那裏拍拍，零零散散的一些狀態。「我們

可以借助大灣區
的發展契機，在影
視創作上去做一
些 成 氣 候 的 事
情。」劉偉強說。

把握契機再造「中國式商業大片」新範式

陳宇教授：影視轉型內核貴在影視轉型內核貴在

陳宇剛剛結束北京國際電影節短片單元評委的工作，他力撐香港電
影說：「不管是2000年的《英雄》以及緊隨其後的《無極》，這

兩部被業內視作開啟了內地電影走向市場商業化狂飆模式的電影，還是
去年《滿江紅》赴港或者在海外上映，這背後的香港專業力量，一直都
在且滲透很深。」電影節有大量的香港影人參與其中，不少都是創作主
力擔當。
在陳宇看來，不管港片北上這些年創下的高光或經歷的低迷，其實大
可不必糾結於這一時的票房成績。當然回到每一個項目來說，如何推廣
宣發值得投入力量深耕，但從行業和社會層面而言，需要更多關注兩地
的創作力量如何繼續滲透交融，再造中國式商業大片新範式。

香港影人創作態度務實高效
作為學者也作為電影導演、編劇的陳宇說，香港電影和電影人對他個
人的衝擊力持續至今。「就拿和江志強的友誼來說，每次他來北京，或
者我到香港，我們倆是一定要見見面的。」陳宇稱，像江志強這樣的香
港影人，對於電影市場、電影製作的經驗可以說是貫徹到了生活的方方
面面。
江志強日常的分享都令陳宇如獲至寶，因為能收穫很多寶貴的行業見
聞和經驗。而另一位香港電影人文雋對陳宇的啟發，則是其樸素和務實
的創作態度。「文雋提出九宮格的創作方法。他說，做劇本創作他會先
畫出一個九宮格。一部90分鐘的影片，每一格就代表10分鐘。第一格
的10分鐘要有什麼東西使得觀眾挪不開腳步……」20年前聽到這套創
作方法，也是陳宇初步感受香港電影商業化實踐中的務實和高效生產方
式。

中國或成為世界第一大院線市場
當下，不管是內地還是香港甚至海外，影視產業整體都處在一個轉型
升級的關鍵節點。在這個十字路口，如何攜手掀起屬於「中國式商業大
片」的新浪潮，陳宇帶來了他在創作轉型中的一些觀察。
陳宇以今年內地的春節檔冠軍《熱辣滾燙》為例來說，電影所提供的
對普通人的情感、情緒、情懷方面的價值非常濃厚；創作者們也開始更
多關注日常生活和社會現實的一些話題。其次，對於內地影視市場的增
速，陳宇說，雖沒可能像前些年，從幾千塊銀幕迅速擴展到兩萬多塊銀
幕速度，但產業市場的提升是一定，「我認為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院
線市場」。

把電影做成文化產品的領軍產業
有潛力的市場在前，不斷培育的專業力量在凝聚，這些年隨着「中國
式大片」的發展，荷里活式的大投入、視覺奇觀等影片
在內地正在喪失性價比。以往
「007」「諜中諜」系列進
入內地成為一種文化事件
的浪潮已經退去。記者查閱
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2023
年中國票房的83%由國產電
影貢獻，票房榜前十名均為

國產電影。
陳宇感嘆，「中國式商業大片」其內涵正在重塑，這其中也可以從創

造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輝煌的香港電影繼續取經。
說到香港電影及其本質，電影業界有一個形容是「盡皆過火，盡

是癲狂」，陳宇則認為，香港電影的核心價值在於「市民文
化」。「要追溯香港影視的文化積累和商業文化的繁榮昌盛，
三言兩語說不完。」但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
積聚產生的綻放效應，他覺得，「盡皆過火，盡是癲
狂」更多講的是一個外部形態，而其內在的精神核心
應該是「市民文化」。
把當代普通人生活裏的感觸和對生命的體驗放

在銀幕上，讓觀眾也能一併去感受和接收生活
力量的源泉。陳宇直認，這是他對香港電影
一直存有的信心。他也期待，香港能夠繼
續把握和挖掘市民文化的精神內核，抓
住大灣區影視協同發展的契機，把電
影作為文化產品的領軍產業，重新
建立起和大眾進行深度交流的方
式。顯而易見，聚焦「市民文
化」的關注和表達，也同樣
是內地電影創作轉型的關
鍵。

大灣區本就自成大市場大灣區本就自成大市場
何冀平何冀平：：在熟悉裏找陌生感新鮮感在熟悉裏找陌生感新鮮感

◀劉偉強冀大灣
區能有部門統籌
粵港澳「三兄弟」
共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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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嫌疑人》片場，張末（左一）和惠英紅等
演員排戲。

▼張末認為，爆款作品大都
具有強烈的個人意識且關注
自我成長的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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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文化市民文化市民文化

◀◀《《英雄英雄》》劇照劇照

◀◀《《堅如磐石堅如磐石》》海報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