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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全球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中外合拍紀錄
片日益增多。海絲紀錄片大會不僅促進中外

紀錄片界的交流與合作，也為國際合拍紀錄片的創
作與傳播提供重要平台。中外合拍紀錄片，讓中國
故事有了國際表達。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影視劇紀錄
片中心副召集人李向東在大會開幕式上表示，紀錄
片是國際合作的絕佳載體，真正的國際合作不是簡
單的「借船出海」，而是「造船遠航」。

中國故事國際表達 跨時空和鳴
李向東分享了中法合拍紀錄片《北京人，人類最
後的秘密》的一個拍攝花絮，法國導演赤着腳手持
長矛，向中國演員模擬古人類圍獵的場景，這一幕
是不同文明對話最生動的註腳，導演以西方視角呈
現東方智慧，讓冷峻的考古發現化作溫暖的人文敘
事，「這種深度共創不僅填補了東亞古人類研究的
影像空白，更架起了民心相通的橋樑。正如法國導

演所說：『紀錄片讓我們懂得，文明傳承從不是獨
奏，而是跨越時空的和鳴』。」
「一般片子的開頭如果提到有個魂牽夢繞之地都

由耄耋老人開場，但是我們這次的主角是一個來自
美國的16歲姑娘。這個百年，一個年輕姑娘來到福
州，在這兒尋找祖輩蹤跡時，也和當地人產生了羈
絆和關係。拍攝時，小姑娘說，上一輩的情誼就肩
負在我們身上。這句話給我們所有主創留下了深刻
印象。」 中美合拍紀錄片《鼓嶺家書》美方代表
劉思沅在大會開幕式上講述了發生在福州鼓嶺土地
上的中美人文交流往事及該片拍攝的幕後花絮。
「不管你在什麼地方，人與人的情感是相通的，

即使跨越百年，也是能夠得到傳承的。」劉思沅
說，這是拍攝《鼓嶺家書》給大家留下的最深刻的
印象。據介紹，《鼓嶺家書》主題聚焦中美人文交
流，重點展現當代中美青年相識相知、建立深厚友
誼的感人故事。

團結同業共同應對技術革命挑戰
海絲紀錄片大會在推動紀錄片產業融合方面發揮

的積極作用，也得到國際市場廣泛認可。談及近幾
年紀實影像領域的新形勢和新挑戰，世界科學與紀
實製作人大會總監保羅．劉易斯認為，全球的紀錄
片創作者正面臨資金短缺、技術革命等諸多挑戰，
其中，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變革，正在迅
速改變着這個行業，當此之時，尤其需要海絲紀錄
片大會這樣的活動讓全行業團結在一起，把更多、
更好的故事傳達給全球觀眾。
新西蘭邊鋒紀錄片節總監亞歷克斯．李表示，亞
太地區幅員遼闊、文化多元，蘊藏着許多值得與世
界分享的故事。在深刻變革的時代，作為故事講述
者、電影創作者、行業領導者，誰都無法獨自完成
這一使命。因此，推動地區紀錄片行業的合作，不
僅大有裨益，而且勢在必行，他期待通過合拍、培
訓項目或電影節夥伴關係共同發力，推動行業發
展，增大影響，讓紀錄片所講的故事，抵達全球觀
眾。中埃合拍紀錄片《海絲雙城記》埃方導演漢
娜．雷迪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表示，中埃兩國
在文明的長河中是彼此交融、互為鏡鑒的夥伴，期
待中埃繼續共同探索紀錄片創新發展新路徑。
據介紹，本屆海絲紀錄片大會秉承「和平合作、
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內
核，聚焦「紀實影像與跨文化對話」主題，邀請11
個國際紀錄片節展代表，以及來自中國、美國、英
國、埃及、法國等30個國家和地區的製作和發行機
構代表、知名導演、製片人等業內人士齊聚福州，
參與的影視製作和播出機構與媒體播出平台100餘
家。參會者通過作品展映、項目推介、主題研討、
文化調研等活動，就紀實影像的策劃、創作、發行
等進行深入的對話與交流。

第二屆海絲紀錄片大會期間，14部來自中國、加
拿大、法國、比利時、英國、美國等國家的紀實影
像，在福州進行展映。值得一提的是，《百年沉
默》是海絲紀錄片大會WIP（Work in Progress）中
外製作中的提案項目之一。從2023年（第一屆）至

今，海絲紀錄片大會一路見證了這部作品從製作到
完成的整個過程。影片於2024年在第28屆多倫多
亞洲國際電影節展映，此次在第二屆海絲紀錄片大
會實現了中國首映。
據主辦方介紹，紀錄長片《百年沉默》揭示了
「排華法案」對加拿大華人社群、他們的文化，以
及家庭生活所造成的持久影響與代際創傷。導演林
寶珠的祖母林黃彩珍，是首位獲頒公民最高榮譽
「加拿大勳章」的華裔女性。隨後，同為加拿大華
裔的李海倫女士也加入了林寶珠的探索之旅。李海
倫的外婆林煥喜是加拿大華裔社群中的傳奇人物，
享年近112歲，曾見證北美早期排華政策。林寶珠
和李海倫走遍了加拿大，調研《排華法案》對不同
代際的華人產生的影響，也更深入地了解了祖母和
外婆為維護華裔的權利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段旅
程最終引領她們回到了故鄉——中國南方的廣東
省。林寶珠和李海倫在鄉下與素未謀面的親戚們相
聚，探尋之旅也由此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在映後交流與研討會上，導演林寶珠分享了《百
年沉默》的創作歷程。林寶珠表示，該片是她的首
部紀錄長片，也是與其個人經歷緊密相連的一部作
品。從30餘年的戲劇經驗跨行到影視，「社群」是
她作為藝術創作者始終關注且實踐的題材。而《百
年沉默》的成片，既讓她實現了從社群出發、到回
歸社群的「連接」，也成就了她與華人群體、行
業、世界的「聯結」。
「在加拿大，有許多影視行業的華裔創作者或許

並沒有機會認識彼此，或一起做關於中國的項目，
但因為這個項目聚在了一起，我們還得到了華裔前
輩的幫助，實現了華人社群內部的傳承；同時，這
部影片把我帶回了中國，讓我與遠方親戚產生聯
結，也把我帶向了更廣闊的世界，在國際節展
上勇敢地表達自己。」林寶珠說，希望《百
年沉默》通過數字平台與更多的中國觀眾、
世界華人實現交流，讓世界變得更加團
結、和諧。

近年來，福建在紀錄片創作領域異軍突起，諸
如《兩岸家書》《大儒朱熹》《柴米油鹽之上》
等一批精品佳作相繼湧現，不僅在內地贏得廣泛
好評，更在國際舞台上屢獲殊榮。以文化記憶編
碼構建時代鏡像，紀錄片「福建出品」現象正在
形成。
「福建出品」何以成為一種行業現象？「這片
『山海畫廊、人間福地』，正以其豐饒的文化底
蘊和開放包容的國際視角，成為紀錄片創作與推
廣的一方熱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視藝術
家協會副主席范宗釵受訪時認為，「福建出品」
的優秀作品是中國文化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有力
見證。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副學部長、中國紀

錄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蘇六從「福建出
品」的紀錄片中，讀出了當代福建人
從早到晚的詩意生活。「從《早餐中
國》裏，我們看到福建人悠哉地享受
早餐；在《何不秉燭遊》中，我們看
到如何過好夜晚的時光。這些都是立
足福建本土文化呈現的生活美學、詩意和哲學思
考。」
紀錄片《河西走廊》總製片人、紀錄片《中
國》總導演李東珅向記者透露，他已將福建泉州
列入今年的創作計劃，期待用影像表達泉州作為
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魅力。他認為，
紀錄片不僅僅是影像的記錄，更傳遞着深刻的思
想和情感。

在資深紀錄片製作人洪雷看來，做有價值
的傳播是「福建出品」的關鍵所在。具體而
言，一方面要以跨界創新拓展表達邊界，打
破傳統紀錄片範式，探索「紀錄片+」的複合
形態，深化價值表達；另一方面，要通過日常敘
事傳遞時代溫度，創作團隊需關注並表達日常生
活，提煉中國人的傳統真善美品德，聚焦時代發
展下普通個體的生活狀態，彰顯人民性。

海絲紀錄片大會展示24部中外合拍紀錄片

國際合作產業聯動
紀錄片發展迎新機遇

作為海絲國際人文

交流中最大規模的影視交

流盛會，第二屆海絲紀錄片

大會近日在福州舉行。開幕式

上，大會首次集中發布《鼓嶺

家書》（中美合拍）、《海絲

雙城記》（中埃合拍）、《黃

檗》（中日合拍）等24部中外

合拍紀錄片佳作。上述作品題

材涵蓋自然、歷史、人文、科

技等領域，創中外合拍紀錄片

成果集中展示規模的歷史紀

錄。同時，《尋找日意格》

（中法合拍）、《希望之手》

（中美合拍）、《東方的河》

（中老合拍）和《勺嘴鷸的奇

跡飛行》（中美合拍）4部中

外合拍紀錄片進行了合作意向

簽署。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搭建中外
交流合作、文明互

鑒的平台，是海絲紀錄片
大會最重要的特質。作為亞洲

首個以「國際節展直通車」為特
色的提案平台，海絲紀錄片大會製作

中項目（WIP）提案大會首創「節展推
薦人」機制，定向邀約東京紀錄片提案大

會、法國陽光紀錄片節等10個頂級節展提名
的優質項目，聚焦「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共
建國家的紀實創作。本屆製作中項目（WIP）以
多元視角與人文關懷為核心，匯集來自巴西、新
西蘭、中國、美國等國的10部紀錄片項目。這些
作品聚焦氣候變化、女性力量、移民身份、社會轉
型等時代議題。
紀錄片《海綿星球》的導演路易斯．菲拉斯向記者

表示，此次活動不僅為紀錄片創作者搭建展示作品的
寶貴平台，還使他得以窺見中國人民的生活風貌，拓
寬創作視野。紀錄片《上游》的聯合導演楊楠表示，
海絲紀錄片大會匯聚眾多海內外製播機構、平台及製
片人，期望借此機會探索更多合作可能，為該片在
海內外市場的發行尋求更多合作夥伴。
「過去17年，我基本每年都會來中國。我看到
了很多紀錄片行業的製片人在成長，他們越來越多地走上
國際舞台。」保羅．劉易斯說，他期待更多紀錄片創作
者以國際視角創作出更多出圈的作品。值得一提的
是，參與首屆海絲紀錄片大會製作中提案（WIP）單
元的《地上的雲朵》《百年沉默》《最後的人
魚》等3個項目已完成製作，這一成果印證了這
一模式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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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記憶編碼構建時代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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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合拍紀錄片中美合拍紀錄片《《鼓嶺家書鼓嶺家書》》美美
方代表劉思沅講述了發生在福州鼓方代表劉思沅講述了發生在福州鼓
嶺土地上的中美人文交流往事嶺土地上的中美人文交流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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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人士對紀錄片「福建出品」現象進行研討。

●大會展映活動邀請
海外業界人士分
享。

●導演林寶珠(中)分享了《百年沉默》的創作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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