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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資深電影人的對話，不僅揭示
了他們如何通過鏡頭講述複雜的

社會問題和人性深處的情感，也為大家提供了
關於電影藝術的不同思考路徑。他們不僅從更廣

闊的視角和維度分享了對現實主義電影的理解與創
作經驗，同時兩人亦都特別強調，電影應忠於現實，通

過細節、自然光、長鏡頭等技術手段展現生活的真實。
作為從西安走出來的「第五代導演」代表人物之一，黃建新

先後執導和監製了《站直囉別趴下》《求求你，表揚我》，以
及《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我和我的祖國》
等眾多經典影片。在多年的創作歷程中，黃建新通過結合中國
當代歷史的發展脈絡，創造了一種既寫實又頗具幽默感的電影
風格。
黃建新認為，電影與小說不同，小說可以通過描寫讓讀者產

生聯想，但當電影將內容展現在觀眾面前的時候，觀眾是沒有
選擇的，看到了什麼就是什麼，「電影的鏡頭客觀性就在這
裏，不管是非現實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展現在大家面前一瞬間
的畫面是固定的，你只能看這個。」

蒙吉冀作品客觀反映社會現實
對於現實主義與電影語言的探索，本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

評審主席、第69屆康城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獲得者、羅馬尼
亞導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坦言，作為電影人和導演，電影手法
的使用及具體創作的方法是有着巨大使命的。「我們需要通過
一些非常細小的手法去表現現實，但是又需要用一種同樣非常
細膩的方法，以幾乎不讓人察覺的方式使觀眾可以感受到內
心，這甚至是一個無聲的過程。」
電影不僅是娛樂，更是人性的探討和對社會問題的反思。關

於為什麼要拍電影，蒙吉表示，是為了能夠通過鏡頭去發現社
會的各個方面，他希望大家能夠切實地看到電影的真諦，或者
說生活某一個方面的真諦。「我並不想讓我的作品僅僅反映我
個人的觀點，我希望它能夠非常客觀的反映出社會的現實」。
對於蒙吉的看法，黃建新頗有同感，他表示，每個人都身處
龐大的社會之中，大家都想從情感和理性的角度去進行梳理，
去找到能夠追尋的東西。「我們電影人其實都抱有這樣的心
態，發現一個問題，然後想把它揭示出來，覺得這個事情和自
己所經歷的所有事情攪在一起，繼而希望能夠通過人物把這種
情感帶出來，希望人們理解人物、理解社會，能夠撥開迷霧看
到一絲光亮。」黃建新說，這就是電影的力量。
「首先要真切、要相信、要真實反映生活，真實是第一位，
技巧是第二位。」在回答現場一名戲劇影視文學專業學生提問
時，黃建新希望這位學生，能維持真實虔誠的態度，對電影充
滿崇敬，還要維持敢想、敢寫、敢觸及以及真切的那個感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文學
用筆尖書寫時代，而電影
則用詩意的鏡頭再將它們
重新關聯定義。文學、時
代與電影三者間，恰如一
場交織在光影與文字中的
永恒舞蹈。面對當代中國
電影「劇本荒」這一問
題，國家一級編劇、導演
蘆葦在出席第十一屆絲綢
之路國際電影節「大師帶
你看電影」系列觀影活
動—大師對談首場活動時
表示，希望電影界能夠重
視劇本質量，這樣中國電
影才可能進步，才可能起
飛。
出生於北京，在西安長

大的蘆葦，曾下過鄉、種
過地，還做過工人、炊事員、繪景、美
工等，人生經歷豐富。他創作的《瘋狂
的代價》《黃河謠》《霸王別姬》《活
着》等劇本，在各大電影節頻頻獲獎。
從最早的片場美工開始，蘆葦第一

個參與拍攝的劇本是《他們正年輕》。
開拍後，他經常對劇本提意見，讓導演
都不耐煩了，說有本事你改。蘆葦便真
的上手修改，改的內容沒想到全被導
演拍出來，最後索性把整個劇本接
過來改了一遍。雖沒有署名也
沒有編劇費，但是對電影和
對劇本的好奇心得到了
滿足，從此「陰差陽
錯」走上編劇之
路。
隨 着 社

會變遷，電影創作也不斷面臨着變化與
挑戰。對比電影製片廠時代與自己獨立
創作的時代，蘆葦覺得本質上都差不
多，但發揮自己在這個平台上的作用與
發揮自己對生活的理解，這個選擇是至
關重要的。他舉例指出，自己曾受邀擔
任《封神》編劇，雖薪資豐厚，但因為
實在對這種題材類型沒有太大的感覺，
所以最後只做了劇本顧問。儘管在旁人
看來，他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但編
劇是一個「心之所向」的活兒，如果沒
有感覺，那麼就會做得活受罪。

不為電影「死亡」惋惜
面對當代中國電影「劇本荒」這一問

題，蘆葦理性客觀、不失犀利地指出
癥結所在。他認為，當今電影環境
扼殺了好劇本，編劇地位在日
益下降，發言權越來越小，
造成了中國電影在品質
和藝術性上難以起
飛、難以突破、
難以長進的局
面 。 他 真
誠希望

電影界能夠重視劇本質量，這樣中國電
影才可能進步。而對於新媒體對傳統電
影藝術的影響，蘆葦認為，新媒體的
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界限，另外一
方面也限制了電影的市場、電
影的受眾。他表示，自己
並不會因為電影的「死
亡」感到惋惜，但也
呼籲電影作為一
種藝術形式應
當被保
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作為第十一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重
磅活動之一，「絲路繁星」微短劇高質量
發展大會9月23日在陝西西安舉行。
作為網絡視聽領域的新興業態之一，微
短劇憑借「短、平、快、爽」等特徵，近
年來在中國迎來快速發展，不僅深受民眾
青睞，行業更呈現出爆發式發展態勢。根
據艾瑞諮詢發布的《2024年中國微短劇行
業研究報告》數據顯示，2023年微短劇行
業市場規模為 358.6 億元（人民幣，下
同），預計2024年中國微短劇市場規模
可達484.6億元，未來5年內行業市場規
模有望突破1,000億元。
西安被譽為「短劇之都」，目前擁有大
約200多家短視頻製作公司，2023年全國
超過60%的微短劇都在西安製作生產。
2024年上半年，西安微短劇製作就超過
300集。
為進一步推動微短劇的精品化發展，由
西安曲江影視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聯合
相關方發起的「繁星計劃」共建平台，在
本次大會上正式啟動。該平台旨在匯聚全
產業鏈的核心資源，打造微短劇的精品矩
陣。隨着「繁星計劃」第二期的全面升
級，資金支持、團隊搭建、技術應用等方
面的強化，將為微短劇的創作與生產注入
更強勁的動力。

陝西重微短劇發展出資扶持
此外，微短劇研究與評價基地亦同時揭
牌。陝西省廣播電視局還發布了《關於支
持微短劇產業發展的若干措施》，設立陝
西微短劇產業扶持資金，圍繞微短劇產業
發展鏈條並突出重點環節給予扶持，爭取
2年內推出200部以上在內地主要網絡視
聽平台播出的精品微短劇，培育15家以
上微短劇行業領軍企業。
「絲路繁星」微短劇高質量發展大會由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網絡視聽節目管理司、
中國廣播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中共陝西

省委宣傳部指導，陝西省廣播電視局、陝
西省電影局、中廣聯合會微短劇委員會主
辦。本次大會還發布了「繁星指數」微短
劇傳播與應用評測體系首期評測成果，揭
曉「十大文旅微短劇」和「十大文旅知名
度提升榜」。這也是該體系自今年6月推
出以來，與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的「跟着微
短劇去旅行」創作計劃緊密合作，推出的
首期「微短劇＋文旅」專項評測。

應堅持精品化差異化發展
據了解，榮膺「十大文旅微短劇」殊榮
的包括《一夢枕星河》《戀戀小食光》
《等你三千年》《我的歸途有風》《孤單
旅行團》《戀戀茶園》《那個重逢的夜
晚》《你的島嶼已抵達》《飛揚的青春》
《大王別慌張》。其中《戀戀小食光》
以「風味陝西」美食綜藝為引線，串聯起
當下美食主播、直播帶貨等流量關鍵詞，
讓眾多網友跟着鏡頭完成了對陝西旅遊的
初體驗。
在論壇環節，來自學術界、微短劇業界
的代表紛紛表示，微短劇在傳承與表達中
國故事中凸顯了獨特價值，在打造城市品
牌、延伸商業價值方面擁有無限可能。大
家亦希望未來微短劇應堅持精品化、差異
化發展，推動中國微短劇跨越國界，全面
「出海」，成為連接不同文化、促進國際
交流的橋樑。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
第八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在

山西省晉中市平遙古城拉開
帷幕。紅毯上可謂星光熠熠，導

演賈樟柯、陳凱歌、香港導演楊
凡，演員王學圻、葉童、趙濤、秦海

璐、馬蘇、段奕宏、祖峰、黃小蕾、李
夢、榮梓杉等盛裝亮相。
本屆影展以「這把泥土」為主題，並將「臥虎

藏龍東西方交流貢獻榮譽」授予導演陳凱歌，以致
敬他傑出的藝術成就，還將進行陳凱歌導演經典之作

《黃土地》（修復版）四十周年致敬放映。而「特約策
展人」將繼續由演員、歌手王俊凱擔任。
此次影展將展映來自中國、法國、葡萄牙、巴西、烏拉
圭、意大利、墨西哥、日本、阿根廷、哥倫比亞、丹麥、
美國等22個國家和地區的優秀影片，涵蓋了多種題材和風
格。其中有8部入圍影片是新銳導演的第一部長片作品。
由劉娟執導，賈樟柯擔任監製的《怒江》將作為開幕

片進行全球首映，同時入圍「藏龍」單元。香港新銳導
演蕭冠豪的處女作《淺淺歲月》入圍「藏龍」單元，該
片由陳果監製，葉童和謝君豪主演，影片探討了真愛與
家庭的主題。

創作需敢想敢寫敢觸及創作需敢想敢寫敢觸及

平遙影展開幕 展映22國及地區佳片
陳凱歌獲「東西方交流貢獻榮譽」

「真實是第一位，技巧是第二位。」正在西安舉行的第十一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連日來迎來

多位重量級的嘉賓參與。作為中國和羅馬尼亞電影行業的領軍人物，中國電影導演、編劇、監製黃

建新與羅馬尼亞導演、編劇克里斯蒂安．蒙吉，在西安圍繞「現實與影像現實」展開了一場深度對

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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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5年微短劇市場有望破千億 潛力無限
「繁星計劃」匯核心資源 助全面「出海」

●蘆葦表示編劇是一個「心之所
向」的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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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戀小食光》以「風味陝西」美食綜
藝為引線。 李陽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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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吉與黃建新圍繞「現實與影像現實」展開深度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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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
楊凡、陳凱歌、

王學圻平遙相聚。
網上圖片

●黃建新任《長津湖之水門橋》總監製。 資料圖片

透過電影撥開迷霧 探討人性理解社會

黃建新：
●黃建新通過

鏡頭講述人性深
處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