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8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
文娱体育部主编/责编吕航 / 美编 夏学群 / 校对 谢志忠 文娱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15号，邮政编码：510655 广告热线：（020）87138888 广告发布登记通知书：440100190065 订报电话：（020）87133333 全国零售价2元 新闻记者证查验、举报电话：（020）87138800。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加
入
山
海
计
划
，点
燃
造
梦
之
梦

自4月25日启动
以来，2023“向山海
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
持计划（以下简称“山
海计划”）引发了广泛
关注。今日，“山海计
划”公布首批导师评审
团名单，七位导师正式
亮相，向青年创作者发
出邀请。

导师评审团囊括
来自海内外的资深导
演、编剧、影评人、文
化学者等。在接下来
的数月时间里，他们将
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出
发，为参赛的青年导演
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
帮助，一同探索创作的
更多可能性。

目前，“山海计划”
仍在火热招募中，主题
短片创作最高扶持金
额 20万元，报名截止
日期为5月20日。本
次活动面向全球征募
华人青年导演，参与大
湾区华侨故事短片创
作，由羊城晚报报业集
团对青年导演进行挖
掘、孵化、选拔和培
养。活动致力于赓续
岭南文脉，寻找并扶持
大湾区影视创作的新
锐力量，为大湾区影视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培
养优秀人才、孵化优秀
项目。同时，活动以青
年导演为主创、以羊城
晚报为出品方，积极探
索精品短片的创作路
径，并以短片为介质探
索岭南文化新内涵、塑
造文化传播新气象，为
人文湾区注入全新的
精神动能，推动岭南文
化走向五洲四海。

七位导师期待通
过“山海计划”找到怎
样的人才和作品，对
青年创作者的创作之
路又有何想法？我们
先跟他们聊了聊。如
果您对本次活动有兴
趣，报名或了解活动
详情均可登录金羊网
首页或扫描版面下方
二维码。

我们诚挚邀请您
加入“山海计划”，点
燃造梦之梦！

广东自古就是中国海上
贸易和移民出洋最早、最多的
省份，海外侨胞和粤港澳大湾
区拥有共同的文化身份和历
史记忆。我认为，岭南文化的
地缘性和世界性，最好的体现
就在华侨华人身上。

说起华侨或海外华人，他
们有几个重要的特性。第一
是浓重的中华根性：遍布世界
各地的唐人街就是最鲜活的
例子，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
的饮食、装束、观念……都延
续了中华文化；第二是在地
性：在保留中华根性的同时，
华侨华人又受到移民地社会、
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影响；第
三是跨国性：华侨华人是连接
中国和海外的桥梁。

“山海计划”是一个面向
海内外华人青年导演人才的
扶持计划，如何做出特色来？
我认为，可以向以上三个华侨
华人特性学习：注重我们的本
地性、中华根性，同时要有了
解外部的在地性，还要有能把
两地连接起来的跨国性。我
对“山海计划”充满期待，希
望从这里走出的作品能达成
以下两个目标：一是讲述岭南
故事和中国故事；二是符合世
界的主流价值和鉴赏水准，勾
起不同地区和文化的群体的
共鸣。

我接触过很多年轻的影像
创作者，他们的思维方式跟以往
的创作者有很大不同。我们这
一代人是被文学作品喂养长大
的，他们的“食粮”却是影像作
品。可以说，视听语言是年轻创
作者的“母语”。从这个意义上
讲，他们的作品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创意的来源通常来自画面，
视觉上的冲突和对比构成整部
作品的动机；二是他们的作品
中，空间上的造型性胜过时间上
的叙述性；三是这代人的影像风
格“众声喧哗”，没有统一的特点
——因为他们的精神食粮太丰
富了。

我希望，青年影像创作者能
够在保持“母语”的基础上，学习
一门“外语”，也就是讲故事的能
力。故事很重要，因为它具有人
类通约性。从远古神话到今天
的主流电影，都采取了“讲故事”
这一形式。“故事”能把生活中看
上去毫不相关的事件构筑出因
果关系，帮助我们想象性地把握
世界的规律。此外，我们还可以
在故事中预演各种人生经验。

此次“山海计划”中，我希望
看到这样的作品：把个人独特
的生活经验与传统文化相结
合，用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
希望本次“山海计划”可以发掘
并培养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影
像创作者。

怀抱电影梦的年轻人有
很多，但如果立志往专业方向
走，最好具备“一专多能”的能
力。“多能”指的是在刚开始的
时候什么都做，在实践中寻找
适合自己的方向，进行突破。

“一专”就是这个突破口，你可
以是一个好的编剧、好的摄影
师、好的剪辑师、好的美术指
导……当这一项专业能力达
到一定程度，再执导自己的作
品，会比较游刃有余。

在平时与青年导演的交
流中，我发现很多人在技术上
已经比较成熟，他们的困惑更
多是在艺术创作这一块。因
此，这一次担任“山海计划”的
导师，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
交流和探讨，在作品的方向、
风格、剧本、叙事结构等方面，
给大家提供一点帮助。

过往，我个人比较青睐一
些故事讲得好的作品。但在
此次“山海计划”里，我反而期
待 看 到 一 些 更 风 格 化 的 作
品。年轻人可能没那么多资
源，但艺术天赋是可以通过一
个作品先行展现出来的。如
果以后能得到更多资源，这种
创作者的作品会更加令人印
象深刻。我期待这一次的“山
海计划”能够发掘出好的苗
子。同时，我也希望“山海计
划”可以为怀有电影梦的年轻
人营造一个更好的电影氛围，
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有所成
长，助力广东电影的发展。

扫描二维码参与“山
海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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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平台订阅率特别高的这
个年代，地域性特别强的电影在海外传
播时必须具备三样要素：一是打动人心
的高质量故事，二是高质量的制作，三
是高质量的字幕。

为什么说字幕很重要？这几年
来，我明显发现观众的口味变得丰富
了，更愿意接受不一样的作品，而且大
家都习惯看字幕。因此，陌生的语言
已经不是传播的障碍了。这对华语电
影来说是一件好事：故事讲得越流畅、
画面拍得越好看，你的作品就有机会
走得更远。

至于一些文化独特性尤其强烈
的影视作品，比如说近年来涌现的潮
汕话、客家话等方言电影，如果在宣传
上过于突出某个地域或某种文化的标
签，反而局限了受众。还是应该回归
电影本身，用故事吸引观众。假如我
们用粤语拍一个功夫巨人的片子，重
点一定是功夫巨人这个人物，而不是
粤语是广东人的骄傲。我们要告诉
观众：你可能听不懂电影在讲什么，
没关系，故事是好看的。

这一次的“山海计划”，我希望看到
更多元的表达。“山”和“海”本身就是丰
富且多样的，别国的山和别国的海，有怎
样的风景？期待来自不同社会的年轻人
用自己的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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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在不同年代，大湾区电影都
在为中国影视创作输送新鲜养
分和灵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
新形势下，大湾区电影又有了新
的发展方向。在我看来，如果

“大湾区电影”是一个关于制作
地点、制作人员、题材、资金的概
念，那么影像工作者要做的就是
深入生活、加强沉淀，深入生活
开发题材，并培育本地的人才和
团队。但如果我们不给自己设
限，可以借助好莱坞的经验，用
全世界的资金、全世界的人才来
拍全世界的题材，再发行到全世
界，延续百年发展。

对年轻的创作者而言，时
代议题和个人表达是他们在创
作道路上必须处理的两个重
点。我认为，电影是大众媒
介，商品属性突出，机会成本
高。创作者可以有独特的艺术
风格，但不应过分沉溺于自我
表达。至于时代议题，这需要
创作者厚积薄发，有沉淀和思
考，才能提炼出优秀的题材，
应景之作很难做到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我希望，“山海计划”能在
题材的开发方面有独到的发
现；在主题的提炼、艺术的处
理方面守正创新，达到出作
品、出人才的圆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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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广东曾创作出《海外
赤子》《雅马哈鱼档》等一批具有
鲜明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电
影作品，在海内外观众中引发过
巨大反响。广东作为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和岭南文化的发源
地，拥有电影创作的肥沃土壤。
一直以来，广东电影人都非常擅
长把握时代脉搏，擅长在这片土
地上寻找故事。近年来，广东更
涌现出《白蛇传·情》《掬水月在
手》《点点星光》《中国医生》等优
秀电影。

在广东电影创作环境不断优
化和完善的基础上，在广东电影
人敢为人先、敢于创造的优秀传
统下，新一代电影工作者只要打
开耳朵、眼睛、心灵，真正去听、
去看、去感受，就一定能创作出
反映这片土地和这个时代的好
作品。

在我看来，本次“山海计划”
的内涵，一是要向内寻找我们岭
南文化的根脉，二是要对外提高
岭南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用
电影连接传统与未来。所以，这
二者也是我特别希望能在“山海
计划”中看到的作品方向。我希
望，“山海计划”能做到出作品、
出人才、出影响：找到兼具人文
素养和全球视野的青年电影人，
培养他们成为未来湾区电影的中
坚力量；通过华侨主题的电影创
作，呈现岭南文化的国际面向，
也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电影叙
事。期待“山海计划”能成为新
时代湾区电影人创新出发的一个
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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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方人，自然是潮汕文化的
“局外人”。但我写的小说《平安批》，讲
述的却是潮汕人下南洋的故事，而且以
当地独特的侨批文化作为切入口。我
认为，创作的重点不在于是局内人还是
局外人，而在于创作者本身要把题材吃
透。对我而言，从旁观者的视角出发，
反而能看到更完整和清晰的潮汕文化。

好作品第一来源于生活，第二来
源于自我。我给大家两个建议：一是
到生活的现场去，做一个亲历者和实
践者。在写《平安批》之前，我在汕头
驻地一年，也查阅了大量资料；二是深
信自己有足够强大的虚构能力和对文
学性的把握，能把生活中积累下来的
素材变成作品。从生活到作品，中间
仍有很长一段距离。

有人觉得电影不需要讲求文学
性，我反而认为文学性是电影的立身
之本。很多我们熟悉的导演，如金基
德、岩井俊二、北野武等等，他们作品
中的文学性都是加分项。所以，青年
影像创作者要有对文学性的把握。

而具体到如何进行创作，我认为
创作者最重要的是忘掉意图，沉浸在
故事里。有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说
教，变成主题先行，但这种做法一般都
出不了好作品。所以，创作者要对文
本无所求，专注把故事讲好就行了。

我非常看好“山海计划”，相信青
年朋友们一定大有作为。我有两点
期待：第一是能够出三五部真正优秀
的作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能发掘出两三个好的创作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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