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7日，首届文
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

开幕，本届论坛以“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6
月8日，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之繁荣
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建设人文湾
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等八场分论坛
同步举办，各文化领域的大咖们围

绕相关主题进行深入探讨、贡
献智慧。

【繁荣文艺创作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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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

得者陈彦在繁荣文艺创作分论坛作主旨

演讲时，围绕攀登新时代文艺高峰文学该

做什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文字能做

什么等主题发表个人见解。

“新时代十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

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们所见证的伟

大实践、所要开辟和踏上的征程道路都是

文学要着力表现的国之大者。”陈彦表示，

要写好这些关键文章，文学必须站到大地

上来，把手中的笔和我们这片土地的脉搏

心跳紧紧贴合在一起。在关注时代拥抱

时代的过程中，获得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

总体性思考、综合性体察。

陈彦认为，文学需要创新艺术表达，

旧话语讲不好新故事，老观念也想不通新

命题，社会发展生活变化所催生的新内

容、新感受、新想象，呼唤着与之相匹配的

新美学风格和新艺术语言。要以有意味

的艺术形式把作家对于自我和他者、个人

与时代、历史和现实、人类和国家以及人

丰富内心世界的体验、思考和探索充分表

达出来，完成人类精神和情感的沟通与交

流。他同时认为，攀登文学高峰需要凝聚

多方合力，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事，但是文

学视野是大家的事。

在谈及如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方面，陈彦认为，新时代作家不仅要读书

架上的有字之书，更要读好生活这部无

字大书，了解更多人民的生活，突破人生

的表层，切入到生命的最深处，不断拓宽

文学表达的覆盖面。“在今天，不仅文

学，任何文艺门类要做到万人空巷都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越是如此越要坚定

守护好文学的根系，只有把文学写得更

像文学，提供最富文学性的独特表达和

深刻发现，文学才有立身之本，才可能被

需要、被看见、被传播，才可能更加充分

地发挥文学在各艺术门类的‘母体’作

用。”陈彦说。

八个分论坛同步举行 众名家纵论文化强国建设

在文化遗产保护分论坛上，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

学会理事长王巍作了题为《新时代考古发

现看中华文明的形成》的主题演讲。

王巍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

旨是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

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

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形成过

程，以及导致上述过程的环境背景、发展

动力与机制进行综合研究，总结早期中

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截至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

了两大重要成果：第一个是冲破“文明三

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

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的古代文明，提

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中国方案。

第二个成果是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

成和发展的过程。

同时，王巍也祝愿广东的“早期岭南

探源工程”取得好的成果。他表示，“各

个区域都在研究自己当地的文化和社会

发展，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而且可以跟当

地的民众有更密切的联系。”

在人文湾区分论坛上，中山大学党

委书记、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

陈春声作了主题为“岭南文化传承发展

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的演讲。

他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岭南文化

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岭南文化的发

展就是一个共同人群共同传承交流、互

动、融合的过程。粤港澳三地同根同

源，血脉相连，岭南文化是粤港澳地区

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这些根本认同不

会改变。他说，“我们要充分利用大湾

区人群共享同一种地域文化宝贵资源，

做好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融合，用文化

融合促进相通，推进大湾区更深入的一

体化。”

他也表示，“在知网检索‘岭南文

化’，从上世纪80年代每年只有数篇到

十来篇，进入新世纪后，每年跃升到五

百篇以上，而最近十年，每年稳定在一

千篇左右。”陈春声说，其中大量文章讨

论岭南文化的内涵、精神、特点、价值、

现代意义以及如何传承、弘扬等，其论

述的重点往往与时代需求相关，如强调

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务实性、外

向性、创造性等等，岭南文化已经成为

本地政府、学界乃至普通民众都非常关

注的对象，许多外地人也对岭南文化有

浓厚兴趣。

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一批

电影人从多个角度表达了他们对中国

电影业高质量发展的由衷心声。中国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博纳影业集团总裁

于冬作发言时提到，“疫情三年，我们差

不多失去了近30亿观影人次。纵使情

况艰难，中国电影广大影视工作者依旧

顶住了压力，努力创作。”

如何吸引失去的 30 亿观影人次走

进电影院？于冬认为，在尊重电影艺术

规律、创作规律的同时，尊重电影的经

济规律，在于冬看来，就是要营造统一

开放、公平竞争的电影市场环境，鼓励

支持活跃的电影市场主体，使得电影投

入和产出有融合配比。在拓展市场空

间方面，于冬认为，“我们要培育周末档

市场，每年的暑期档两个半月涵盖了非

常重要的10个周末，它需要多样化、多

类型、多品种的影片供给。”

如何拍出让观众记得住、能慰藉心

灵的好电影？于冬从创作者的角度出

发，认为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关注广大观众的多样化诉求，同

时发扬中国电影极具东方美学特性的

叙事传统，强化讲故事的能力，通过多

维度表现形式、人物塑造、层次化叙事

结构，打造富有人文关怀、艺术思考和

创新的作品。

■6月8日，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之文化遗产保护分论坛举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院长曹劲等参与对话环节，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导演郭帆以“以高品质、高技术为

目标，努力拍摄中国电影高峰之作”为

题对电影业高质量发展发表了见解。

何谓高品质？郭帆说，八年来，团队在

创作《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时，紧跟全球

制作趋势，结合国内年轻观众的观影习

惯以及互动的特点，进行大胆创新，提

出并制定了拍摄高信息密度电影的创

作目标。

而高技术，郭帆解释说，他们的团

队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三

年前在《流浪地球2》的制作过程中摸索

和使用了人工智能，比如在影片中看到

的吴京老师、刘德华老师面容减龄等这

些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学习得

以完成，以上的技术填补了国内在这个

领域的技术空白，也完成了高技术电影

创作的探索和电影需求。

郭帆说，“《流浪地球》第一部和第

二部是团队对于高信息密度电影两次

探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流浪地球3》

中继续探索高信息密度电影的中国式

表达，力求塑造更多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讲好中国自己的科幻故事。”

在演员张颂文的童年记忆里，看

电影是很美好的环节。这些年他一直

在思考电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他

说，“在高质量的电影里，表演才能呈

现出高质量，我愿意参与所有高质量

的电影，让自己的表演也呈现出高质

量水准。”

他说，“回到个体，今天中国的演员

应该和全球的演员共同进步，甚至在同

一个舞台上也不惧怕和他们比拼和PK，

只要我们有高质量的电影、高质量的剧

本、高质量的制作团队，我们演员就敢在

这个舞台上和全球同行一起共享盛世。”

随着AI换脸、AI生成虚拟人物等技

术的发展，张颂文也曾思考演员这个行

业是否会被AI取代，但他意识到，表演

就是演绎出生活中的真实，“AI 可能很

完美，但人类却因为自身的缺陷而变得

更真实，这恰恰是AI技术无法做到的。”

学表演的人常会听到“来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这么一句话，张颂文说，

“这些年我也喜欢和年轻一代演员交流

这个话题。我们的表演不要先考虑高

于生活这个话题，不妨先想想如何接近

生活。”

张颂文感谢广东这片土壤给他带

来的滋养。他提到在广东从事过很多

的职业，有酒店服务业、旅游业、制造

业，积累的经验在往后的职业生涯中也

一直在使用。

“《山海情》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我们要做

时代的记录者。”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

董事长侯鸿亮在现场分享拍摄电视剧《山海

情》的体悟时说，不做《山海情》的话他可能不

知道吊庄移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

不知道扶贫干部在一线付出。

侯鸿亮说：“为一部戏，为一个创作者想

表达的内容，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做，本身就是

一件是很浪漫主义的事情，我们影视工作者

有这个责任，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快

乐。”

“每一次选材都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李路

在分享创作电视剧《人世间》的感悟时说。当时

看到《人世间》小说出版时豆瓣评分人数不多，

也面对过“你拍这么苦难的一部剧谁看呢？”的

质疑，但李路看到作家梁晓声笔下描绘的人物

时，感受到了需要长期理论积累、判断积累的文

字背后的力量。“每次都是自己选择项目，自己

导演，自己把控”，拥有一定选择权的李路还是

像当初选择《人民的名义》一样“坚持下来”。

在拍摄《人世间》的7个月里，李路瘦了30

多斤，拍完后却推掉了100多部戏的邀约。他

认为，自己要沉静下来，好好地深入生活，体

察一下拍什么样的剧才能超越自己，超越过

去所拍摄的电视剧。

■采写：新快报记者 麦婉诗 许婉婕
■图片：主办方供图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彦：

新时代作家要读好生活这部无字大书

导演李路：

拍完《人世间》推掉100部戏，只为沉静下来

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侯鸿亮：

《山海情》启发我要做时代的记录者

【人文湾区分论坛】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

利用岭南文化做好大湾区文化融合

在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

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看来，打造人文

湾区，就是要打造一个文化创造力兴

盛活跃、文化产业体系完善、文化交流

国际水平极高、文化消费动力充足的

优质生活圈。大湾区文艺，应该承接

中华文化传统，也承接岭南文化传

统。它是富有生产力、富有召唤性的

文艺新形态，它着眼于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特质。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艺，既有过去

的传统特质，又有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

追求。”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艺发

展就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诉求当中寻

找，从传统文化里寻找。首先，要在对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的

追求中去求得共识，反映和表现大湾区

公正有序的创业环境；第二，要在文明

形态转型中求得共识，反映与表现人的

文化心理结构、现代素质的转化和变

化；第三，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

创造大湾区文艺的生态文艺图景；第

四，在科技与人文关系中，处理和展示

大湾区文艺的未来途径；第五，在中外

文化交流、文化互鉴中探索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文艺表达途径。

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

大湾区文艺既有传统特质，
又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追求

【电影业高质量发展分论坛】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于冬：

尊重电影的经济规律 培育周末档市场

导演郭帆：

《流浪地球3》将继续探索高信息密度电影

演员张颂文：

人类因缺陷变得更真实，这是AI无法做到的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在

对话环节中针对文物保护谈了自己的几

点看法：首先，她认为应当建立持续、动

态的文物普查和登录工作机制，要迅速

推动工业遗产、教育遗产等成为文物保

护单位或者历史建筑，纳入国家的法律

保护体系。第二，要在用好现有法律的

同时，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相关法律。

最后，要探索文物的活化利用，用更多方

式讲好文物的故事，让老百姓共享文化

遗产保护成果，才能使文物保护事业可

持续发展。她也分享了近年来广东在文

物保护利用的相关经验，2016年起，广东

开展南粤古驿道相关工作；2019年起，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希望共

同讲好粤港澳三地的故事。

【文化遗产保护分论坛】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两大重要成果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

推动工业遗产等成为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