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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下，2019
年，中国传媒大学与“一带一路”纪录片学
术共同体联合组织了国际纪录片传媒人士
访学班。它是以纪录片为特色的中国国
情调研和中外人文交流活动，学员主要
由国际纪录片导演、制作人，国际传媒
机构负责人及知名学者等组成，意在让
学员们在访学过程中发现各自感兴趣的
纪录片选题。学员有的已在中国生活工
作多年，有的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访学
结束后，几乎每位学员都对活动给予高
度认可，也对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

作为项目实施负责人，我带过 3 期国
际纪录片传媒人士访学班。每期访学班 8
天到10天不等，在这期间，我会放下其他
事情，带中外纪录片同行走完全程。3 期
下来，已有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71 名学员
参加访学班，彼此结交成好朋友，留下不
少故事。

参加2019年12月访学班的英国学者达
雅·屠苏说，来中国许多次，这次走得最深
最实。本期访学班安排了探访贵州省贵阳
市碧海社区创新服务模式的环节，达雅·屠
苏与当地基层干部、社区群众作了长时间
互动交流，真切感受到这种创新模式给居
民生活带来的影响与变化。

2019 年 5 月的访学班考察调研了浙江
义乌小商品市场、上海市静安区一家老年

活动中心、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区葡萄
酒产业园以及“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的防
沙治沙基地等。在上海市静安区一家老
年活动中心，当负责人讲到这里建造了
一批洗浴间、用 5 种不同方式为老年人洗
浴时，学员们惊叹不已。日本、德国的
多位纪录片同仁在现场介绍了各自国家
为老年人服务的举措，感慨这里工作之
精细周到。

美国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副总裁、大中
华和东南亚区总编辑魏克然，是“读懂中
国”系列纪录片《问答中国》的策划和主
创，对中国的认知和感情比较深。他参
加了全部 3 期访学班，每一期都发现了感
兴趣、有价值的题材，如今已制作完成并
在美国探索频道播出《数字里的中国》《游戏
星球》等多部纪录片。

访学班也让我对外国纪录片人有了更
多了解。由我策划摄制的系列纪录片《镜
头里的中国》《手机里的疫情故事》讲述了5
位长期工作、生活在中国的外国纪录片人
的中国情缘，这是 2021年第 3期访学班中
跟外国学员交流时得来的创意。因为纪录
片，我们彼此结缘，建立了联系。大家携
手，通过纪实影像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
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纪
录片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至今已经走
过5个年头。从2018年首届“‘一带一路’电影周”举办
起，我就应邀担任这个电影周的选片人，对进入终选的
数十部影片逐一评审并选定8部入围影片，再由媒体和
观众投票选出“最受观众喜爱影片”“‘一带一路’媒体
关注影片”和“‘一带一路’媒体关注电影人”3项荣誉。

事实上，我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工作已有
20多年，比起“金爵奖”“亚洲新人奖”等上海国际电影
节主竞赛单元，我认为“‘一带一路’电影周”的选片门
槛更高。因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地理上分布很
广泛，从中亚到中东、南欧、中东欧，再从东南亚到南
亚、非洲、南美洲，地理范围的辽阔决定了其无与伦
比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宗教、语言、习俗、生活方式
的异彩纷呈，这对选片人的综合文化素养、电影专业
知识积累乃至外语水平都是极大的挑战。

选片过程中，我时不时会停下来去查阅资料。
比如今年有一部欧洲多国合拍的纪录片《且唱且珍
惜》，讲述一位摄影师在东欧各地寻找一种即将失传
的古老犹太音乐的故事。影片外景地横跨乌克兰、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摩尔多瓦等国家，对话除了
各国通行语言，还有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看片
时，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不得不按下暂停键，因为对

话中有许多陌生词汇，需要不断翻阅字典，不然在
理解剧情和主题时就会有困难。

2021年，我看过一部片名为《南俄湖畔的道别》
的老挝与法国合拍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老挝电
影。影片讲述一个老挝村庄的土地即将被开发商收
购建厂，村民们一方面向往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又
不愿失去传统生活方式，进退两难，徘徊不决。这
样的主题，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也有涉及。尽
管时空存在差异，但在某些方面仍有共鸣。

5年来，“‘一带一路’电影周”已经成长为上海国
际电影节极为独特、耀眼也极富成长性的一项活动。
这样集中、有规模地展示全球南方国家电影文化景观
的活动，在其他国际电影节非常罕见。参加这个活动
的国家和地区也非常渴望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个高
端、开放的国际化平台上，展现自身的发展面貌和文化
成果。因此，“‘一带一路’电影周”可以说是“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文化与世界电影文化的一场双向奔赴。

衷心希望“‘一带一路’电影周”越办越好，将“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化特色和优势在世界电影版
图上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

（作者系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
院教授）

我与丝绸之路结缘于 2014 年。那一
年，我开始执导反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纪录片《海上丝绸之路》。

调研、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我们
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
相关，动人的故事不胜枚举：在江苏吴
江，一位丝绸商人将宋锦技艺与几个“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现代时尚元素相结
合，使古老的宋锦焕发新生；在浙江义
乌，一位伊朗商人了解丝绸之路后，来
到中国安家立业；在缅甸马德岛，随着
港口的新建，当地渔民不再过着几乎与
世隔绝的生活……正是这些故事中一个
个普通人的共同努力，绘制了一幅幅美
丽的丝路画卷。

从 2014 到 2015 年，我带领团队奔赴
全球20个国家拍摄《海上丝绸之路》。这样
的历程并不轻松，我们克服了疾病、战乱
等重重困难，但也感受到温暖的关爱。在
缅甸，当疾病来袭，使馆、中资企业和
当地百姓为我们展开了一场紧张的生命
接力；在巴基斯坦，摄制组与负责安保
的当地军警结下深厚友谊。还有很多华
侨华人以及所在国政府和民众给了摄制组
很多帮助。时隔多年，这些动人的瞬间至
今仍历历在目，成为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

回忆。
《海上丝绸之路》杀青时，我曾跟团队

说，10 年后，再拍“一带一路”纪录片。
2023 年，在国家广电总局和北京市广电
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我再次担任“一带一
路”主题大型纪录片《风起东方》的总导
演，兑现了自己的“十年之约”。

如今，“一带一路”已成为促进各国共同
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中
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不仅贸易更加畅
通，文化交流也更加繁盛。当然，10 年
来，视听作品的创作手法也发生了变革，
XR、AI等技术手段的运用，让我们的创作突
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我们希望通过“技
术+艺术”的创作，为观众呈现更加立体恢
弘、具有科技感、时尚又不失东方韵味的
新丝路景观。

蓦然回首，从 2014 年到 2023 年，从
《海上丝绸之路》到《风起东方》，我完成了自
己与“一带一路”的 10 年之约。时光荏苒，
幸运的是，作为导演，我可以用影像记录

“一带一路”10年的发展与变化，讲述“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普通人的逐梦故事。这是他
们的故事，也是我们共同的故事。

（作者系阿里大文娱优酷纪录片内容
总监）

我的中文名字叫周埃乐，因为发音和
我的本名Joëlle（法语） 很相似，同时我特
别爱笑，所以就起了这样一个中文名字。

我2008年从加蓬来中国留学，先在北
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然后在北京科技大
学读本科和硕士。目前，我在中国四达时
代集团担任主持人，主要负责集团在非洲
数字电视平台法语频道的电视节目，偶尔
参与一些配音工作。主要负责的节目有美
妆节目《S-Belle》《Golden Venus》、专题片

《最北京》《最金华》等。
工作以来，令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到浙

江金华拍摄专题片《最金华》。我当时从金
华的最北边走到最南边，参观考察当地的
历史文化保护、非遗传承、乡村振兴。我
向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陈一中学习了怎样
制作东阳木雕。中国手艺人的严谨细致让
我惊叹，我也被他们对非遗的坚守所感
动。《邀我到农家》是一档很有趣的乡村体
验真人秀节目。这档节目让我发现，打农药
的无人机、遥控无人除草车和电商直播卖
货，在中国农村已经十分普遍，促进了乡村
振兴。这些对非洲来说很有借鉴意义。

非洲人民对我参与的这些节目反响热
烈。《S-Belle》与观众探讨美容、化妆、服

饰、护肤、健身等话题，在法语区收获了
大批忠实粉丝。《最北京》《最金华》等提升了
非洲观众对中国的认知，让他们对中国的
商贸、美食、风景、城市规划、民俗艺术
等有所了解，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切实
的体会，希望能有机会来中国旅游、学
习，亲眼看看节目里提到的事物。非洲人
民对中国的影视剧兴趣颇高，我特别希望
未来中非影视合作能侧重创作更现代、更
贴近中国实际的作品，让非洲人看到一个
更加真实鲜活的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影响深远，比如
为广大非洲百姓带来了优质的基础设施、卫
星电视信号以及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我认
识的许多非洲人生活都切切实实地在“一带
一路”倡议影响下、在中国帮助下变得更好
了。让我感触很深的是，中国人不仅在物
质上帮扶我们，还注重技术、经验的传
授。举例来说，中国人在非洲建一幢房
子，不光会建好房子，还会教大家怎么保
养、维修，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我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投身中非影视交
流工作，继续做好中非文化交流的使者。

（作者系中国四达时代集团主持人，曹
语千、徐嘉伟采访整理）

每当回忆起电影《音乐家》的拍摄，我总是很高
兴也很激动。这部电影是哈萨克斯坦与中国首次
合作拍摄的故事片，讲述二战期间，中国著名音
乐家冼星海流落阿拉木图并获得哈萨克斯坦音乐
家拜卡达莫夫一家救助的真实经历。这部电影是
近 10 年来哈中两国人文领域具有突破性的重要项
目，是两国电影界精诚合作的艺术结晶。

电影《音乐家》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2018 年 6
月7日，哈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音
乐家》主要演职人员，观看电影片花，我很荣幸参加
了这次活动。之后，《音乐家》还在美国、英国、土耳
其、巴西、新加坡等多国放映，赢得观众广泛好评，
斩获众多奖项。

影片拍摄过程中，两国创作团队建立了深厚的情
谊。在我的提议下，大家每天早晨都以“冼星海”为问
候语。我无比欣慰地看到先辈音乐家的友谊在《音乐
家》创作团队中得到传承，并在创作过程中升华为对
艺术高峰的共同追求。《音乐家》历时5年的创作实践
为两国电影工作者的合作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成为哈萨克斯坦对外电影合作的一座里程碑，也为
两国未来的电影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音乐家》

的合作，中国同事的勤奋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他们表现出的专业素质让我们收获良多，
我们也见证了中国电影这些年来取得的令人瞩目
的成就。

哈萨克斯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一
带一路”倡议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几千年
来，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之路。包
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许多内陆国家没有海上通道，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们创造了更多走向世界的机
会。电影《音乐家》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开放合
作、互利共赢的成果。电影《音乐家》的创作再次证
明，两国电影界的合作以及双边文化交流非常重
要。电影艺术在精神层面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我非常期待两国电影人
能再度联手，在已有基础上开展更多电影合拍项
目。在我看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也可以延伸
出一条“电影合拍之路”。我期待未来不只是哈萨克
斯坦，其他中亚国家如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等电影界同仁也能参与进来共襄盛举。

（作者系哈萨克斯坦导演、电影《音乐家》艺术指
导，徐嘉伟、曹语千采访整理）

闪耀世界电影版图
石 川

见证中非人文交流
周埃乐

迈向电影合拍之路
萨比特·胡尔曼别阔夫

迈向电影合拍之路
萨比特·胡尔曼别阔夫

记录丝路逐梦故事
张 伟

10 年 来 ， 影
视作品作为人们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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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萨比特··胡尔曼别阔夫胡尔曼别阔夫（（右右））与中方与中方
主创人员一起工作主创人员一起工作。。 北京闪亮影业北京闪亮影业供图供图

图②：石川（左一）主持“‘一带一路’电影
文化圆桌论坛”。 石 川供图

图③：张伟（右）等在巴基斯坦拍摄纪录
片《海上丝绸之路》。 张 伟供图

图④：何苏六（二排左三）带学员探访甘
肃敦煌阳关遗址。 何苏六何苏六供图供图

图⑤：周埃乐（右）学习制作东阳木雕。
四达时代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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