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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诞生之日起，广州新年
舞会便伴随着祖国改革开放
的浪潮不断成长。21年来，
广州新年舞会不但见证了时
代的变迁，更以其独特的艺术
形式，成为传播高雅艺术、汇
聚正能量的重要平台。

广州新年舞会以国标舞会
的形式贯穿全程，融合多种艺术

元素，是一场风格大气、气氛温
馨的综合性艺术盛宴。除了是
高端的艺术展示平台之外，广
州新年舞会还是一个具有广泛
社会影响力的时尚社交平台。
在这里，无论是艺术爱好者还
是社会各界人士，都能找到友
谊与共鸣，新老朋友齐聚一堂，
分享对新一年的祝福与期待。

第 22 届广州新年舞会
“海之韵浪漫之夜”由羊城晚
报支持，广东海之韵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主办并承办。舞
会将秉承其传承经典、创新
发 展、引 领 潮 流 的 一 贯 宗
旨，为羊城人民献上一台集
视觉享受、情感共鸣与文化
交流于一体的新春盛宴。

随着蛇年春节逐渐临近，一场汇聚城市魅力与文化底蕴的艺术盛宴正蓄势待
发。2025年1月27日（年廿八），第22届广州新年舞会“海之韵浪漫之夜”将在广
州花园酒店国际会议中心启幕，以国标舞的优雅步伐，邀请羊城人民共赴新春。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广州新年舞会的持续辉
煌，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
参与和积极支持。从专业
团 队 的 精 心 策 划 ，到 个 人
与 企 业 的 热 心 相 助 ，每 一
份 力 量 都 汇聚成推动舞会
不断前行的动力。

主办方兼承办方广东海
之韵多年来致力于提升广州新

年舞会的文化品牌价值。在其
努力下，历届舞会均邀请国际
知名艺术家与艺术新星同台献
艺，既为观众带来难忘的视听
享受，也为艺术人才提供展示
自我的宝贵舞台。

一位多次参加过广州新年
舞会的艺术家曾如是评价舞
会：“广州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

前沿，是一座时尚、高雅、大气
的城市。能用这种形式来迎接
新年，感觉非常独特，也与广州
的城市形象非常吻合。”

潮起湾区，舞动羊城。
2025 年，广州新年舞会将继
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汇聚多
元艺术，搭建连接人心、传递
美好的桥梁。

社会各界携手，共筑广州文化盛事

20余年传承经典，传播高雅文化

广州新年舞会是一场风格大气、气氛温馨的综合性艺术盛宴
魏辉 摄广州新年舞会以国标舞会的形式贯穿全程

广州新年舞会精彩瞬间 羊城晚报记者 柳诚 摄

广州新年舞会再启广州新年舞会再启““浪漫之夜浪漫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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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枫看来，中国第四代、
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或多或少受
过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影响，在创
作中注重作者性和原创性。在
过去，法国电影正是凭借这样的
特性，在应对好莱坞电影时成功
地保持了本土电影的地位。

“法国电影是在跟好莱坞电
影既相互影响又彼此对抗的态
势中，发展到今天的。这对中国
电影如何在全球电影格局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无疑有借鉴意
义。”徐枫举例说，一方面，法国
通过举办包括戛纳国际电影节
在内的各类电影节展，打造出了
一个全球最大的艺术电影市场；
另一方面，法国也吸收了好莱坞
的商业片经验，创作了别具特色
的商业类型电影，今年在中国上

映的法国经典电影《这个杀手不
太冷》便是其中一例。

近年来，中国电影在本土屡
创票房佳绩，其中不少也曾前往
法国市场试水。徐枫认为，目前
中国电影在法国的宣发方式仍有
进步空间：“比如，我们的法语片
名是否足够本地化？法语字幕是
否简洁易懂？片子上映的时候，
能不能邀请一些当地的电影批评
家？他们的声音能带动更多华裔
以外的当地观众前去观影。”

“在过去，不少普通的法国
人 正 是 通 过 电 影 来 了 解 中 国
的。”徐枫总结道，“在今天，两国
人民交流更多更广，但电影仍是
增进彼此理解的最便捷渠道之
一。作为电影人，我们还可以做
得更多。”

当下，不少中国导演的作品
受到法国观众的青睐，贾樟柯、
娄烨、王小帅等中国第六代导演
和毕赣、魏书钧、刁亦男等中国
新生代导演均在此列。他们的
作品大多通过各类电影节展进
入法国市场，风格也多半偏文
艺。徐枫解释：“法国的电影市
场 ，50% 是 好 莱 坞 商 业 电 影 ，
40%是法国本土电影，剩下10%
才是来自全世界的其他电影。
法国人去电影院看中国电影，肯
定不是冲着看商业片去的。”

那么，法国人最爱中国电影
的什么？徐枫回答：“一是带有

社会批评元素的电影，譬如王小
帅的《地久天长》所展现的中国
人隐痛，法国人是能够理解的；
二是奇观式电影，譬如被很多中
国观众吐槽的《天机·富春山居
图》，我的不少法国朋友却赞不
绝口，因为他们觉得里面有不少
中式美学场景。”

“过去人们总说，法国人喜
欢看中国从前贫穷落后的电影，
多少是误解了他们。法国人也
拍他们自己国家的社会问题，而
且拍得锋利透了。”徐枫说，“应
该说，法国人对现实主义题材的
电影，素来都比较偏爱。”

自《风筝》开始，中法电影合
作不断加深。尤其在 2010 年
《中法电影合拍协议》签署后，中
法合拍片的数量显著增加。截
至目前，中法两国已经合作拍摄
了一百多部电影作品。这些合
拍片成为打开中法文化交流的
重要窗口，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互
通与共融。

在《中法电影合拍协议》问
世之前，一些众所周知的中法合
拍片是以中国拍摄、法国投资的
形式出现的，如陈凯歌执导的
《荆轲刺秦王》和张艺谋执导的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徐枫解
释：“当时这两位中国导演已被
公认为世界级的电影大师，在法
国的知名度很高，他们的作品很
容易获得来自法国的资金。”

另外一些作品，则由法方主
导，中国电影人受邀参与甚至操
刀。徐枫举例说，1987年的合拍

片《花轿泪》，导演是法国人雅
克·道夫曼，主演则是包括姜文
在内的一众中国演员。2002 年
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也是一
部由法方主导的合拍片，导演戴
思杰是中国旅法导演，主演周
迅、陈坤、刘烨都来自中国。

《中法电影合拍协议》问世
之后，由中方主导的合拍片明显
增多。徐枫以《狼图腾》举例，当
时中方请来曾经拍过《熊的故
事》和《虎兄虎弟》的让-雅克·阿
诺，正是看中其擅长拍动物的特
点，希望能为《狼图腾》谋求更高
的艺术水准和更好的国际市场
前景。请费利普·弥勒来拍《夜
莺》也是出于相似的理由，这位
法国导演的高口碑前作《蝴蝶》
讲述了一个动人的亲情故事，片
中爷孙俩相互治愈的设置在经
过本土化后，被运用到了《夜莺》
中。

在徐枫看来，《风筝》的诞生，实为中
法两国电影人交流之果。该片的法方导
演罗歇·皮戈，早在1955年便以法中友协
电影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向中方提出两国
合拍一部儿童片的心愿。1957年 3月，法
国电影界代表团应邀访华，中法双方正式
确定了《风筝》的拍摄事宜。当年7月，影
片在巴黎开拍，之后又赴北京拍摄中国部
分。

“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界普遍对中国
抱有亲近感。在中法正式建交之前，两国
的民间艺术交流便已十分密切。”徐枫说，
在《风筝》诞生前，中法电影交流史上还发生过不少
重要事件。著名法国左岸派艺术家克里斯·马克于
1956年前往中国拍摄短片《北京的星期天》，便是其
中一桩。该片将时空浓缩在北京的一天内，多角度
展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的首都北京朝气蓬勃的面貌。
影片不但让法国人迅速走进当时的中国，也为世人留下了20
世纪 50年代中国的宝贵影像。在豆瓣上，该片的一条高赞短
评是：“我奶奶跟她前男友在动物园被镜头拍下来了。”

1958年在中国举行的法国电影回顾展，则是另一桩给当
时的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据徐枫介绍，当时法国最受
欢迎的男星杰拉·菲利浦来华与中国观众交流，轰动一时，“很
多青少年都模仿他的做派”。

1964 年，在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中，中国与法国正式建
交。徐枫认为：“中法电影交流在此过程中肯定不是决定性因
素，但无疑扮演了一个十分积极的角色。”

中法两国电影，自诞生之
初便有着奇妙的缘分。1895
年 12 月 28 日，随着巴黎一家
咖啡馆放映《工厂大门》，电影
这一全新的艺术形式诞生了。
1905 年 12月 28日，由中国人
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
北京前门大观楼亮相，中国电
影正式启程。这一天，距离电
影在法国诞生刚好10年。

中法两国的电影创作之
路，在 1957 年悄然交汇。那
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法国
加郎斯制片公司联合摄制了
一部名为《风筝》的电影。该
片不但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中
外合拍的故事片，也拉开了中
法电影合拍的序幕。

“《风筝》这部影片清晰地
展现了当时的法国民众对中
国的想象。”徐枫说。电影里，
12 岁的法国男孩皮埃罗和妹
妹尼克尔偶然得到了一只从中
国漂洋过海而来的风筝，两人
将之视为珍宝。在一家古董店
里，皮埃罗得知风筝上的人物
形象名为“孙悟空”，而风筝上
拴着的信则来自一个名叫宋小

清的中国男孩。皮埃罗十分想
和宋小清成为朋友，但写有宋
小清地址的信却被抢走了。于
是焦急万分的皮埃罗向孙悟空
祈愿，哪知孙悟空竟从风筝上
走了下来。孙悟空满足了皮埃
罗的愿望，把皮埃罗和尼克尔
送到了中国……

虽然影片的结局是皮埃
罗从梦中醒来，但中法青少年
曾因这部电影而心灵相连却
并不是梦。影片于 1958 年在
中法两国上映，30多年后，依
然有不少法国人在怀念这部
他们童年时看过的电影。他
们依旧记得片中的“孙悟空”，
以及从电影里学会的中国话

“谢谢”。
“这是一部当时中法两国

观众都喜闻乐见的电影。”徐
枫说，“片中的中国有两面：一
面是古老的中国，有孙悟空和
紫禁城；另一面是后来的中
国，有着当代中国的市民图
景。这两种面貌的中国同时
展现在一部中法合拍的电影
中，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很稀罕
的事。”

徐枫：
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中外合拍故事片《风筝》上映，合拍双方是中国和法国。影片问世的6年后，中法两国正式

建交。多年来，《风筝》在中法电影交流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徐枫看来，早在
《风筝》拍摄之前，中法之间的电影交流便已启程。

徐枫长期从事电影史论教学研究，尤以法国电影研究著称。此外，他亲身参与中法电影交流，自1999年起在中国
与法国统筹和组织了近20个影展。在近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徐枫回顾了中法电影交流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
中法电影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理解与友谊的重要作用。他还提出，法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既相互影响又彼此对抗的经
验，对中国电影在全球电影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具有借鉴意义。

A 一部《风筝》揭开中法电影合拍序幕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B 中法建交前，
两国电影人已交流密切

C 多形式合拍，促进中法文化互通共融

D 法国人看中国电影，偏爱现实与奇观

E “对抗”好莱坞，法国电影提供经验

《狼图腾》法国版海报

法 国 经 典 影 片《这 个
杀手不太冷》今年首次登
陆中国内地银幕

《地久天长》法国版海报

《风筝》中国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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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枫

在《风筝》拍摄前
中法电影交流便已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