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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首届金熊猫奖评选结果在四川成
都公布，不仅揭晓了电影、电视剧、纪录
片、动画片 4 个单元共 25 个奖项，还同步举
行了“首届金熊猫国际文化论坛”“金熊猫盛
典”“大家一起看电影”展映等多项配套活
动。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影视工作者
和相关从业人士共聚蓉城，开启了一场影视
交流、文明互鉴的盛会。

以评选为机，国际明星汇聚

伴随着开场舞 《文明之约》，揭晓奖项评
选结果的金熊猫盛典在夜色中拉开了序幕。
来自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部作
品，角逐首届金熊猫奖奖项。

电影单元中，由美国、捷克、新西兰共
同制片的 《乔乔的异想世界》 获最佳影片
奖，中国导演刘江江凭借 《人生大事》 获最
佳导演奖，英国编剧克里斯托弗·汉普顿和法
国编剧佛罗莱恩·泽勒凭借《困在时间里的父
亲》获最佳编剧奖，阿根廷演员纳威尔·佩雷
兹·毕斯卡亚特、西班牙演员佩内洛普·克鲁
兹分获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女主角奖，中国
演员张颂文和倪虹洁分获最佳男配角奖和最
佳女配角奖。

在电视剧单元，美剧 《1923》 第一季获
最佳剧集奖，中国导演张永新凭借 《觉醒年
代》获最佳导演奖，意大利编剧萨维里奥·科
斯坦佐等凭借 《我的天才女友》 第三季获最
佳编剧奖，中国演员雷佳音、意大利演员玛
格丽塔·马祖可分别收获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
女主角奖，中国演员王景春、澳大利亚演员
莎拉·斯努克分别收获最佳男配角奖和最佳女
配角奖。

从获奖名单看，首届金熊猫奖颇具含金

量。来自国外的作品和从业人员获得了超过
一半的奖项，彰显了金熊猫奖的“国际范儿”。
担任首届金熊猫奖评委会主席的张艺谋表示：

“金熊猫奖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促进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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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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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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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好作品架起沟通世
界的艺术桥梁。”张艺谋说。

借助金熊猫奖的平台，张艺谋期待未来可
以通过更多的国际交流互动，为中国乃至世界
市场奉献工业化程度高、内容优秀的作品，同
时也帮助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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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说。

当晚的盛典还有一个特殊的环节——成
龙、吴京共同开启了“我们的 panda”短视频、图
文全球征集活动展播，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者
分享着自己对大熊猫的喜爱。

这些作品里，有酷炫惊艳的 AI 绘画作
品、趣味创意十足的社交媒体挑战视频，有
来自全球各地动物园的熊猫直拍、来自保护
区的一手熊猫录像，还有精心制作的熊猫主
题大片……据了解，“我们的 panda”短视频、
图文全球征集活动自7月启动以来，收到了来
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6.8 万份投
稿，并最终评选出20部优秀作品。

成龙表示：“大熊猫不仅生活在中国，也
作为传播友谊的大使，奔赴世界各地。”同
时，他还透露自己正在拍摄一部有关大熊猫
故事的新电影，希望成为送给四川、送给喜
欢大熊猫的朋友们的一份礼物。

以熊猫为媒，感知中国文化

“熊猫”作为文化符号，早已突破语言、
地域的限制，成为国际交流“密码”。金熊猫
奖揭晓评选结果之前，来自不同国家的嘉宾
们感受到了一场以熊猫为缘起的中国文化盛
宴。在配套活动“我与熊猫面对面”中，嘉
宾走进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近距离观
赏憨态可掬的熊猫。

美国电影特效师道格拉斯·汉斯·史密斯
表示，自己每年夏天都会带女儿来中国，让
她了解中国文化。“我对大熊猫的喜爱，真的
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他说。伊朗动画导演马
欣·贾瓦赫里安表示：“成都很漂亮，很高兴
来到这里。大熊猫太可爱了，它很适合做成
动画。目前我还没做过关于熊猫的动画，或
许今后可以尝试下。”

以熊猫为契机，中外嘉宾近距离感受着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真实的当代中国。
喝一碗功夫茶、捏一个小泥人、来一张

糖画、玩一把投壶……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
活动让嘉宾们流连忘返。

“这是我第一次来成都，第一次体验中国
传统文化。我捏了一个熊猫泥人，感觉很有
意思。”来自美国的古琴作曲家、多媒体艺术
家雅各布是一位熊猫迷，他这次来成都不仅
品尝到了美食，还过足了“熊猫瘾”。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就
像一座金矿，等待着被挖掘。”来自塞浦路斯
的电影创意总监、数字艺术家巴里斯·吉安塞
尔说。吉安塞尔表示，他想要通过此次成都
之行深入了解和挖掘中国文化，将其展示给
全世界。

而德国制片人格雷戈里·温考斯基则赞叹
于成都的便捷：“在成都这两天体验的一切事
物都很美好，这座城市的地铁、美食都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温考斯基表示，他和电视剧

《亲爱的薇薇安》 的演员朱利叶斯·尼奇科夫
一起在成都街头走走看看，发现了很多取景
地。“这里看起来太棒了，我们一定要回来，
在这里拍一部电影。”他说。

以影视为桥，开展文化交流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
互鉴而发展。在同期举行的“首届金熊猫国际
文化论坛”上，多位中外专家学者以“文明共
生：多彩 平等 包容”为主题，展开研讨。与
会嘉宾认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
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当今世
界尤为重要。

电影一直是海外受众了解中国的重要渠
道。中国香港导演、影视制作人唐季礼表
示，从上世纪 70 年代香港的功夫电影，到

《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 等武侠电
影，中国电影中的古典传统美学、含蓄的东
方情感表达、仁义礼智信的价值理念得到了
全世界观众的认同。在唐季礼看来，中国电
影中呈现的锄强扶弱、正义战胜邪恶等价值
观是全人类共通的，这也是这些电影能够获
得全世界观众喜爱的原因。

“电影是一座桥梁，带我走上了解中国文
化的历程。”道格拉斯·汉斯·史密斯表示。他
参与过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寻龙诀》
等中国电影的特效创作。通过了解中国文
化，他逐渐理解了中国电影中一些元素背后
的文化含义，这也让他可以更好地基于不同
文化背景给出创作建议。

在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馆长史艾克看
来，今天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不仅是将珍贵的
遗产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分享给其他国家
的同代人。“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让其他民族了
解那些美妙的历史瑰宝，增进相互理解，更
是为了共同合作迎接未来。”他说。

“这是一次感受文化差异和探寻文化共性
的机会。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文化交流增进
彼此的认识并减少分歧，让世界更加包容。”
巴里斯·吉安塞尔说。

首届金熊猫奖已经落下帷幕，但它的理
念将不断传承。正如同期发布的 《金熊猫倡
议》所言，“我们要汲取一切文明养分，用平
等、尊重、爱心传播优秀成果，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跨越鸿沟，架起桥
梁，共建美好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报电（记者赖睿） 9月 23日，在第
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由中国摄影家
协会、吉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十一届全
国农民摄影大展在吉林省长春市文化生态
园开幕。本届展览共收到全国各地 （含港
澳台地区） 近 30 个省 5 万余件（组）投稿，
最终 119 件（组）作品入展。这些作品体现
了农民摄影人对生活的观察、对现实的观
照，不仅描绘了安居乐业、勤劳朴实、文
明乡风的幸福小日子，也展现了时代变
迁、产业兴旺、和和美美的全景大发展。

入展作者杨荣貌介绍，这是他第一次
参加农民大展，作品 《穿越》是用无人机
拍摄的，取材于自家的养殖渔场。本届展
览评委会推荐作品 《乐在心中》作者、来
自广东的农民摄影人伟学敏表示，10 年

来，他和镜头一起见证了乡村从脱贫到振
兴的历程，见证了乡亲们的幸福瞬间，

“摄影可以记录历史、展示乡村新貌、定
格家乡美景，这正是摄影的魅力所在”。

全国农民摄影大展是中国首个聚焦
“三农”发展的摄影品牌活动。2006 年，
在中宣部的支持下，中国文联、中国摄协
启动“新农村建设纪实摄影工程”；2011
年，作为“新农村建设纪实摄影工程”的
延续和发展，全国农民摄影大展推出。10
余年来，从对大量农民影像的采集，到对
农民摄影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再到艺术家
和农民朋友一同进行多元、深入的影像创
作，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已经发展成为一项
与时代同步、积极回应农民群众期盼的文
化惠农工程。

本报电 （李奕潼） 日前，《“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纪念邮票在京首发。

邮票是国家名片，素有“纸黄金”之
称。本次发布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纪念邮票以黄蓝色为基调，采用
图形化、符号化的元素进行平面设计，画
面简洁有力、主题立意明确、视觉效果突
出，兼具中国风格及国际性，体现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邮票以红蓝色调
变化为背景，让画面映衬在朝霞的色彩
中，结合地球经纬线的抽象设计，寓意

“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美好未来。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邮票前景带着金色光感的数字“10”，由
中国的牡丹花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
民熟悉的花卉所组成，表达热烈祥和的庆
祝气氛；天空中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
寓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以
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中
国倡议、中国主张枝繁叶茂。

邮票版面下方宏伟的金色桥梁，是由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副院长
舒勇创作的雕塑作品《丝路金桥》。金桥由
多国的国花组成，寓意着不同国家的人都
与这座桥产生关联，是一座和平希望之桥。

桥是连接心灵的纽带。“‘丝路金
桥’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美好
事物的连接，是中国在世界架起的友谊之
桥。”在舒勇看来，好的艺术作品离不开
时代语境，他想要创作出熔铸时代内涵、
具有中国基因和世界意义的新时代艺术作
品，打造让世界读懂中国的符号。

《丝路金桥》 曾于 2015 年受邀参展意
大利米兰世博会，并曾在“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首届中非论坛北京峰
会、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场合亮相，
艺术化地表达了“合作桥”“连心桥”“友
爱桥”的理念，以国际化的公共雕塑艺术
语言将“一带一路”符号具象化，是一件
具有典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的国际化
公共雕塑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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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成龙手持熊猫玩偶出场。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摄

图 2 ：金熊猫奖奖杯 （中） 和吉祥物

“嘟嘟”。 主办方供图

图 3 ：电影单元最佳男主角奖获得者纳

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右）发表获奖感言。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图４：嘉宾在摊位前观看功夫茶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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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洒下，微风拂过，烟火嘈杂的玉
林东路街区里，一阵阵钢琴声从一间玻璃
琴房中传出——这是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玉林东路的街头一景，在这小小的空间
里，来来往往的过路人都可以走进琴房，
按下琴键，成为街头艺术家。除此之外，
在音乐大道、社区广场等区域，也都可以
看到这样的场景。

近年来，为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
化建设，进一步丰富文化服务供给，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武侯区做了一系列积
极探索。为了让孩子能在家门口学琴练
琴，让老年人圆一个钢琴梦，让更多社区
居民享受音乐艺术的美好，武侯区在部分
特色街区、社区文化站点部署智慧公共钢
琴，只要通过APP线上预约、现场扫码激
活等步骤，便可以自由使用钢琴。另一种
岗亭式智慧公共钢琴也同样方便，岗亭自
带冷暖空间和新风系统，密闭隔音，形成

“公共钢琴屋”。
钢琴使用平台还提供了零基础钢琴卡

拉 OK、AI 钢琴自学课、智能纠错陪练等
功能。通过高清线上钢琴教学功能，使用
者还可以参与各大音乐学院教师志愿者公
益线上钢琴教学活动。由于智慧钢琴让从
未学过弹琴的居民也能轻松上手，弹奏自
己喜爱的曲目，大量群众积极参与，据不
完全统计，仅玉林东路一个钢琴屋单月就
有上千次的使用量。

为了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武侯
区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大力改
善文化基础设施条件，对公共文化服务场
所进行一系列提质改造。2018年，中国西
部最大的综合音乐厅——成都城市音乐厅
拔地而起，大量的文艺演出紧跟而来；武
侯区文化馆8个特色分馆和13个普惠分馆
建成后，将优质文化资源更好地惠及基
层；各街道辖区自设阅览室、多功能活动
室，配备多媒体、民族乐器、打击乐器、
西洋乐器；蜀宫琴台文创场景体验馆等 7
个文化空间相继落成……市民群众在家门
口享受到了更便利、更丰富的文化活动。

把艺术送到市民身边
颜诗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