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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在京启动。该活动由中国电视艺术
家协会、中央新影集团、中共云南省
委宣传部、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和临沧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自 2013 年在
云南省临沧市创办以来，已相继成功
举办 5 届，共征集国内外优秀作品
14610 部，评选出获得最佳作品奖的
作品165部。

第 六 届 亚 洲 微 电 影 艺 术 节 以
“亚洲风·中国梦·临沧情”为主题，以
“全国有品牌、亚洲有影响、世界有声
音、社会有赞誉、经济有回报”为主
旨，将于 2018年 11月 6日至 8日在临
沧举办。 （岳 华）

国产青春片 《青春不留白》 日
前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导演尹大为
携主演宦宇、陈俊宇、嘉男海林、
高雪儿、主题曲演唱者杨鸣轩等出
席。女演员苏瑾发来祝贺视频。

《青春不留白》将“90 后”大学生
创业故事搬上大银幕，取材独特，顺
应社会热点。首映礼现场还播出了
电影的创业特辑“《万众一心谈创
业》”。来自全国各地的“90 后”“00
后”青春创业人畅谈了跟电影主人公
类似的创业故事。 （孙 倩）

由腾讯视频、哇唧唧哇、TME
联合出品的《明日之子》第二季于6
月30日起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

节目前5期将以真人秀的形式呈
现，后7期以直播的形式展现选手的
才华与音乐现场的魅力。（张 蕊）

近来，“工业化”是一些电影论坛引
人注目的关键词。有业内人士说，目前
我国电影工业化程度比好莱坞落后25
年左右，根据各方面的条件，通过七八
年的努力，可以达到好莱坞的中等水
平。去年此时，一些电影论坛的主题词
是工匠精神。工业化与工匠精神表面
上看似乎互相矛盾，但业内人士认为，
说到底，这二者是互相成就的。

工业化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按照
百度百科所说，电影是工业文明的产
物，电影工业化的核心要素是“分
工”，电影的上下游都可以项目化、
标准化、流程化，而且有相对应的价
格。高投入、大制作、高产出的大片

更能体现工业化的优势。
工业化是中国电影的必由之路，

我们必须非常扎实地去经历这个过
程。这是相当多业内人士的共识。中
国电影观众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对
创作者讲述的故事会有预期和判断，
也就是对类型片的故事逻辑和戏剧结
构会有所期待，所以创作者必须学习
和了解这个“套路”。电影是用光和
影讲述的故事，要经过许多环节才能
让观众坐到影院这个黑匣子里做梦，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讲究，努力达到极
致，否则观众不可能被影片故事和人
物打动。所以创作者既要让观众看到
故事，也要满足观众对故事的全新表

达手段的期待，影片才能够被观众记
住。

工匠精神和工业化是一脉相承
的，中国电影观众喜欢看的电影，都
因为它很好地解决了故事和表达手
段、技术和艺术两个问题，有着共同
的工业化标准。一部影片创造一个新
宇宙，没有工业化是做不到的。电影
工业化不是万能的，没有工业化是万
万不能的。业内也迫切期望电影工业
化能够用更好的预算管理能力、制片
管理能力以及类型选材能力解决电影
风险不确定性问题，而且使国产电影
能够从单纯依赖票房收入，扩展到获
得更为广阔的非票房收入。

100组大型彩灯同时点亮，造型各异
的 LED 灯绽放在 35 万平方米的空间，糖
果拱门灯、水上灯带、炫彩飞盘等奇异
的造型令人惊叹……近日，2018 年长影
世纪城彩灯文化节在长春绚丽开幕。

中国彩灯，这项延续千年的传统工
艺，在今天依然散发着璀璨光华。

科技创新提供动力

文化节上，一组名叫 《魔瓶》 的作
品吸引了游客的目光。灯组由普通的玻
璃瓶制成，但运用投影、摄像头和瓶子
的组合，采用高科技编程进行处理，将
投影放到瓶子上展示，游人可参与采
集，将自己的头像投放到画面上。作品
融高科技与互动于一体，趣味十足。

这组作品由法国设计师与中国彩灯
运营商海天公司合作完成，自 2016 年法
国里昂国际灯光节后，多次在中国展
出。据海天文化董事万松涛介绍，因为
纯正的中国风和手工打造，自贡彩灯受
到外国友人以及专业人士的认同。而法
方的灯组创意值得借鉴学习。“他们制作
的灯组更有艺术性和时尚感，融灯光、
音乐、电脑编程为一体，有很高的科技
含量。”

科技创新给传统彩灯文化带来充足
的动力。近年来，中国传统彩灯工艺与
新型多媒体技术不断结合，提升了传统
灯会的观赏方式，让游客产生沉浸式体
验，缓解了审美疲劳。今年河北唐山南
湖春节灯会上引入 3D光影秀创意。由国
际顶尖制作团队打造，利用 3D光影合成
技术，将立体影像投影在丹凤朝阳雕塑
上，与雕塑实体形成有趣互动，并配合
灯光、音响等渲染效果，将虚实完美结

合。
万松涛认为，彩灯与科技的融合之

道在于将传统彩灯与国外资源相结合，
在设计上提出新理念，用现代新思维设
计，开发运用新材料，进行革新，设计
出互动体验类、艺术创意类等多样化数
字文化体验类型的彩灯。

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陕西韩城是历史文化名城，2016 年
起开始举办国际灯光艺术节。3年来，韩
城市游客数量从 2015 年的 480 万增长到
2017 年的 1202 万。今年的中国韩城“一
带一路”国际灯光艺术节举办期间，共
接待游客 176.7 万人次。灯光节以天为
幕，以水为台，以灯为媒，以城为景，
展出作品200多组，通过灯饰亮化、彩灯
作品、3D光影秀等形式，讲述韩城故事。

灯光节艺术总监余庆认为，韩城国
际灯光艺术节用以点带面的艺术形式、
以城市为中心的展陈方式，加大了灯文
化的传播力度，深入挖掘展示了当地的
历史文化因素和地域特色。

四川自贡仲权镇是中国的彩灯小
镇，素有“中国彩灯在自贡，自贡彩灯
在仲权”的说法，制灯、赏灯、游灯的
传统悠久，自唐宋以来，提灯会、天灯
会等节庆活动盛行。明清时期，仲权逐
步形成天街灯市，源远流长的独特文化
使彩灯小镇应势而生。今年 2 月，“同一
盏灯点亮全球暨仲权新春欢乐季”开幕
式在仲权拉开帷幕。之后，活动主办方
还将在北京、美国洛杉矶、澳大利亚悉
尼等各大城市的中国农历除夕前举行亮
灯仪式，用不同的语言，展示中国彩灯
文化的魅力。

如何借鉴推广韩城、仲权等地的经
验，成功地进行城市品牌营销？海天文
化董事夏焱认为，关键在于打破千城一
面的局面，城市发展要定制自己的文化
符号，展示地方文化元素，提炼城市文
化内涵。

光影艺术走出国门

今年已经是新西兰奥克兰举办的第
19 届元宵灯会了。在奥克兰中央公园，
花木兰、齐天大圣孙悟空、京剧人物等
上百个主题的彩灯作品栩栩如生，各种
造型的狗年灯笼增添了中国农历新年的
欢乐气氛。

奥克兰元宵灯会始于 2000 年，起初
只是规模很小的元宵节庆祝活动，后来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裔和非华裔人士，
影响力与日俱增，每年都有几十万人参
加灯会。目前它已成为奥克兰一项引人
瞩目的文化活动。

据四川省文化厅发布的消息显示，
今年 1-4 月，自贡彩灯企业先后在国外
16个国家 （地区） 23个城市举办 30场灯
展。主要展出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新
加坡、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其
中，自贡天煜公司承办的“2018 年美国
芝加哥中国龙灯节”被芝加哥华语论坛
评为“美国中西部春节庆祝十大新鲜
事”；灯彩集团承办的“英国朗利特灯中
国彩灯节”获 2018 年四川优秀文化产业
项目。

从1999年自贡彩灯走出国门到今天，
中国彩灯的足迹愈来愈广泛。万松涛表
示，未来，自贡传统彩灯将在全球更多国
家和地区巡回展出，让海外消费者直观
体验到中华文化中绚丽的光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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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彩灯是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源于唐朝，
制 作 工 艺 比 较 传
统。如今，中国传
统彩灯工艺与新技
术、新理念、新材
料不断结合，幻化
出更加绚丽美妙的
境界，也不断在海
外展出

警察题材电视剧《走火》自6月6日
在电视台、网络平台同时开播以来，广
受关注和好评。这个作品的成功，作为
一 名 警 察 编 剧 ， 我 认 为 体 现 在 三 个

“度”。
第一是角度，这个指的是题材的选

择。纵观近年以来的警察题材影视作

品，鲜少涉及铁路公安内容，纵有提
及，也多是一带而过的次要情节。而

《走火》恰恰就是一部以表现铁路公安刑
侦部门工作为主要内容，全景式展现铁
路公安包括乘警、派出所、指挥、科技
合成作战等多个层面工作状态的一部影
视作品，回应了观众对生活中经常会遇

到、会接触但并不了解的铁路公安工作
的关注，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二个是深度，这个指的是对铁路
公安工作的展现形式，具体到人物和情
节事件。我们注意到这个剧虽然以一起
7 年前的“走火”案为主线推动，其他
案件作为穿插，但并未落入以案说案的
窠臼。该剧的原著小说作者李晓重就是
一名经验丰富的铁路警察，作者把自己
熟悉的铁路警察队伍中的亲情、爱情、
战友情融入紧张激烈的案件情节中，在
演员于毅、周放等的精绎下，电视剧高
潮迭起又真实自然。

第三个是温度，这个指的是作品的
情怀。本剧制片人郭现春是公安部金盾
影视中心制片人，曾担任过 《营盘镇警
事》《后海不是海》等多部警察题材影视
作品的制片人。通过作品，观众能够感
受到浓浓的警察情怀。剧中追凶的 7
年，也是一个青年铁路警察刑侦团队成
长成熟的 7 年，何尝不是展现着中国铁
路公安不断发展壮大，正规化、职业化
的发展历程呢？

公安工作是影视创作的富矿，讲好
中国警察故事，是摆在每一个公安宣传
和影视策划人面前的现实责任。实践证
明，观众需要也赞赏大情怀、正能量的
警察题材好作品。

《走火》火了，因为走心。

5集电视纪录片 《天山脚下》 7月 2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
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和纪录片频道播出。

解读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有很多切入点，也会呈现
很多剖面，而不管哪个剖面，都能折射出其丰富性和独特性。
新疆的剖面本身的色彩就足够绚丽夺目，更别说其蕴含内容的
广博深厚。新疆很像是浓缩了的中国——几乎涵盖了中国所
有的地貌，还有50多个民族和谐共居、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态。

对于外界而言，观察、解读中国，尤其是从民族、文化、文明
深层次的角度，走进天山南北，无疑是最好的路径之一。

以纪录片的方式拍摄新疆，已然成为一种传统，甚至自
成一体——新疆纪录片。无论来自外面纪录片人的视野，还
是诸多本土纪录片人的深耕，源源不断地探秘、寻古、走丝
路、寻美食……都描述着新疆的精彩。

即便如此，新疆似乎仍然显得如此遥远，好像“远方的
远方”。似乎自古生就的那种神秘瑰丽的气质穿越巨大的时
空，至今仍在流淌，仍在熠熠生辉。而另一方面，新疆被标签
化，甚至被妖魔化的情形也蒙尘般影响着外界对新疆的认知。

《天山脚下》试图向世界讲述新疆故事。
从 《第三极》 开始，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开创了向世界讲

述西藏故事的成功范例，之后又有了《香巴拉深处》，反响也
不错。从中国的藏区延伸到新疆，有成功的模式可继续采
用，也需要因地制宜的策略。

我们仍然坚定地选择拍摄最普通的人物及他们最普通的
日常生活。

不预设主题或立场，进入那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只因
生命的价值都精妙地镌刻在日常生活的纹理和节奏里。因为
自然环境独特，因为民族众多，因为各种生活方式并存，因为
深厚的传统，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自带光泽。去过新疆并且有
深入体验的人们，想必都会感受到这些，那种独特的“新疆味
道”即便在你离开新疆很久之后，仍让你魂牵梦绕。

但光有自带光泽的“新疆味道”还不够。日常生活中让
故事和情感自然绽放如花，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欣赏，
很重要。拍摄日常生活，需要耐心，同样也需要运气。

本片讲述了 22 个故事，小故事 8 个，比较丰满的长故事
14个。这些汇聚起来，构成新疆日常生活的一个剖面，带领
我们进入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不同民族人们的精神世界。

这些故事，远远无法涵盖新疆各区域各民族人民日常生
活的全部，我们也没有那样的野心。我们坚信，如同每一滴
水珠都能折射太阳的光芒，在每一个有关日常生活的故事或
故事片断里，隐藏着坚韧的生命能量，能照见世道与人心，
童真与青春，爱与希望，快乐与伤感，敬畏与执著。这些全
人类普遍的情感与价值，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就是氧
气，就是水。

这些故事汇聚起来，也构成一个识读中华文明的角度。
在中国 1/6 的新疆土地上，生活着 50 多个民族，这在全球来
看也是独一无二的。在种族、宗教与文化冲突仍然存在并且
局部引发冲突或战争的今天，新疆各民族的和谐共居是值得
深入解读的标本。最好的解读方式，仍是回归日常生活本
身。这包括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童年时光和校园生活，他们
如何对待其他生命比如一匹马，如何对待沁入血脉却又正在
消逝的传统，如何跟随山川的脉络在四季跋涉，或者眺望远
方，如何用时尚装扮自己的生活，如何在青春岁月点燃激
情，如何在岁月流逝中回望过往，又如何在一场相距几千公
里的跨国婚姻中守护彼此的爱情。

这22个大大小小的故事，隐藏着答案。
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的性格和气质

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和血液里。不管他是汉族、维吾
尔族，还是哈萨克族、塔吉克族。

其实这22个故事，都指向一个故事：有关家及由此衍生
的故事。可能发生在草原上，在雪乡，在大漠，在茶馆，在
路上；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也发生在人与动
物、人与自然之间。即便在遥远的新疆，中国式的生存哲学
依然在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灵动着、活泼着。所以，如果不
能了解中国人对家的观念，恐怕永远不会懂读中国。

本片5集的分集片名分别是：家园、成长、生活、传承、寻路。
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进入有关家文化的故事。

在《家园》里，选择了草原、火州、冰天雪地等几个不同自然
环境下的日常生活片断，讲述人与自然的天然亲密感，人与自
然共为一家的妥帖与幸福感。

在 《成长》 里，讲述了不同环境下几个青少年的成长故
事，成长背景有校园，有城镇，有牧场，情节不曲折，种种
细节展现成长的瞬间，有爱的泪花，有纯洁的笑，有对梦想
的向往与为了梦想的拼搏。

在 《生活》 里，故事的背景都是颇具历史感和故事感的
城市：喀什、库车、塔城。有一场跨越民族与国别的爱情与
婚姻，有一个小小裁缝店里的姐妹情深，有一对老夫妻对古
城的执著眷恋。他们的故事，也是城市生长的故事。

在《传承》里，几个故事映照了面临的困境、传承的原动
力。看似略带伤感的故事背后，有情感、敬意烛亮的希望之
光。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当下的时代命题。传承不易。

在 《寻路》 里，我们关注了新疆既具体又颇具意象味道
的“路”以及它所展现的日常生活。路，连接家与邻居、外
界，连接生死告别，连接青春梦想，连接古今中外，当然也
连接诗与远方。

感受生命中的

细微美好
□颜占领（电视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制片人）

《走火》火了，因为“走心”
□代 雁

《青春不留白》在京首映

《走火》剧照《走火》剧照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启动

腾讯《明日之子2》节目开播

《青春不留白》男女主演宦宇、高雪儿

陕西韩城“一带一路”国际灯光艺术节作品

◎创作谈

新西兰奥克兰元宵灯会作品

《天山脚下》剧照《天山脚下》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