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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2月18日电（记者尤梦
瑜 刘晓惠）天涯盛情迎宾客，星光璀
璨耀琼州。12月17日晚上，第四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三亚市海棠
湾举行。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周红波
宣布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

省长王斌致辞。
开幕式晚会以“浪花入海，逐梦不

息”为主题，分为“扬波”“踏浪”“奔腾”
三个篇章，寓意中国电影将与世界电
影携手并肩，在新时代的浪潮之中奔
涌向前，成为助力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的一朵坚实浪花。活力四射的歌舞节

目《海南海南》拉开晚会大幕。《光影之
路》《舞·侠》等一个个展示电影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精彩上演。
葛优、王景春等演艺人士和电影人悉
数登台。

王斌在致辞中表示，海南依托自
由贸易港政策红利，大力引进和培养

各类电影人才，努力营造一流营商环
境，吸引全球电影技术、资金等资源要
素在海南聚集，为电影产业发展提供
优质环境。希望国内外电影界人士，
充分借助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这一平
台，共同分享中国电影市场新机遇。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为期8天，将围绕“全年展映、全岛放
映、全民观影、全产业链”目标，通过电
影展映、创投会、高峰论坛等多种形
式，为电影人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为广
大电影爱好者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光
影盛宴。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三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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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慧玲

12月18日下午，第四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暨首届纪录影像·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主题论坛在三亚举行。国内外
纪录片大师、导演和制作人立足国际视
野，分别就“生态美学视域下自然类纪
录片中的人文表达与技术革新”等话题
展开对话，多角度探讨纪录影像的发展
与意义，探索纪录影像未来发展的更多
可能性，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这张展
示中国风范靓丽电影名片锦上添花。

回归本真
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在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
任、纪录片制作人张同道看来，纪录片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上经历了从

“征服自然”到“消费自然”再到“认识
自然”“保护自然”的漫长转变。纪录
片不仅是对世界的观察，更是人们认
知世界、传播文明的媒介，自然纪录片
则担负着更重要的生态责任。

近年来，生态问题成为人们高度
关注的一大话题，“人与自然”的主题
越来越多渗透到艺术创作中，不少优
秀的自然生态类纪录片频频出圈。“正
如《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众神之
地》《家园·生态多样性的中国》《蔚蓝
之境》《与象同行》等多部优秀纪录影

像，以其独特的主旨题材建构和生态
美学风格，传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价值观。”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省
文联主席、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
员会委员夏斐说。

当镜头对准自然万物，不仅考验创
作者对叙事手法的灵活运用，更为重要
的是创作者要学会如何与它们相处。

仅有4集、每集50余分钟片长的
纪录片《众神之地》，自今年7月11日
上线以来广受网友好评，口碑仍持续
走高。论坛上，该片导演曾若海透露，
拍摄自然题材的纪录片期间，更多的
时间是在等待，“比如东北虎的感官能
力相当敏锐，只有花大量时间与它们
共处，让它们感知到人类的尊重和友
善，才能拍出好的故事。”

“纪录片是最合适国际传播的一大
媒介，尤其是自然类纪录片。”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副主任梁红
说，如今越来越多自然类纪录片从过去
以动物为主角到聚焦人与动物和谐共
处，不仅让观众更好地认知、了解自然
界，感受动物间的爱与力量、残酷与坚
韧，还让人们敬畏和学习自然法则。

发挥优势
自然纪录片海南大有可为

“把纪录片放到聚光灯之下，这是
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一大特色。”

CCTV-6电影频道资深电视制作人、
主持人潘奕霖说。

近年尤其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正式设立以来，海南在自然类纪录片创
作上，以及在亲近自然、走进自然的文化
活动上都进行了一些突破性的尝试。

“例如，展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的系列
人文体验活动‘雨林与您’，自媒体话题
曝光度破10亿，海外媒体传播覆盖量
超4亿，系列生态微纪录片《这里是海
南，秘境寻踪》、纪录片《山海有名》等佳
作备受关注。”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海南省影视家
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林青说。

海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在
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上
不断迈出的新步伐，以及深厚的人文
底蕴，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
内容资源和灵感源泉。

论坛上，海南日报与纪录工厂（海
南）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型历
史文化纪录片项目《海南万里真吾乡》
正式启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有关负
责人介绍，这不仅是一次意义重大的
跨界合作，更是坚定不移推动媒体融
合向纵深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双方
将用纪录影像的方式展开波澜壮阔的
海南传奇，为主流媒体讲好海南故事，
发出自贸港声音提供有效的路径。

（本报三亚12月18日电）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暨首届纪录影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论坛举行

以影像传递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项目
《海南万里真吾乡》启动

光影之路 金椰璀璨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侧记

12月18日，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暨首届纪
录影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论坛举行。论坛上，
海南日报与纪录工厂（海南）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项目《海南万里真吾乡》正式
启动。该项目旨在用纪录影像的方式展开波澜壮阔
的海南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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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晚，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三亚举行。

开幕式上的节目《光影之路》。

开幕式上的节目《舞·
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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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晓惠 尤梦瑜

椰风拂鹿城，光影耀海棠。12月
17日晚，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
幕式在三亚海棠广场举行。海南岛上
再次架起光影桥梁，面向八方，广迎宾
朋，在新老电影人的见证下，集结青春
担当、中坚力量，邀约世界共赏、共建、
共享电影盛事。

扬波、踏浪、奔腾，本届电影节开
幕式晚会分设三个篇章，以海洋奔涌
之势寓意电影发展之路，为观众敞开

一扇奇妙梦幻的光影之门。
“海南海南，一起来吧，

地大天大，海边热情的家
……”在开场秀歌曲《海南海
南》的轻快节奏中，椰树、帆
船等极具海南特色的元素在
舞台上跳动，海岛气息扑面
而来，展现出海南岛的热情

奔放。
开幕式晚会是一次电影人的海岛

相聚，也是一次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
回顾。从露天白布到商业银幕，从影
院购票到点播放映，从3D电影到VR
电影……演员耿乐、金瀚、印小天、袁
文康共同演绎的节目《光影之路》，生
动讲述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史。

“电影就像一条纽带，让不同时空
的人类情感连接在一起，电影也像一把
画笔，将人们的生活描摹得越加光彩
……”舞台上，演员们对电影深情“表
白”，海风吹过光影长廊，也激起了电影
人和爱电影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

在众多的电影类型中，有一种电
影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也让世
界看见了专属于中国的文化风骨，这
就是武侠片。

舞蹈《舞·侠》在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的舞台上，用舞蹈艺术向中国武侠
电影致敬。当电影与舞蹈相遇，当东
方武林的传奇风云来到舞台中央，一
股强劲的力量在每位电影人与观众的
心中迸发，中国侠义精神在光影艺术
中得到了凝练与升华。

开幕式进行到半程时，天空下起
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但雨水丝毫没有
浇灭影迷和电影人对本届电影节的热
情与期待。

在雨中，本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开幕电影《保你平

安》剧组成员走上舞台，导演大鹏说：
“我们非常荣幸能成为开幕电影，我们
也很重视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的亮
相，希望所有演员都能拿出最好的状
态，把更优秀的电影献给观众。”

“三、二、一，咔嚓”，《保你平安》剧
组在舞台上留下合影，这也寓意着未
来将有更多精彩的电影作品在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上留下印记，推动电影的
发展如海洋般澎湃。

电影的魔力流动在光与影的变幻
中，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情节、艺术化的
呈现都吸引着银幕外的你我。第四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宣传推广大使、演员王
景春带着他与电影的故事来到了开幕式
现场，讲述他被万有“影”力吸引的经历。

“小时候我远远仰望电影，长大后
我变成了荧幕上的小人物，我的3个
小时，是电影角色30年的人生
悲欢离合……”王景春在台
上动情讲述，质朴的话
语感染着台下的观
众，让人更能感
受 到 电 影

跳动的脉搏，见证了一场观众与演员
的双向奔赴。

歌手周笔畅一曲《向前跑》为开幕
式晚会画上句号，同时也为观众们开
启又一次海南岛上的光影之旅。

金椰璀璨，光影流转。第四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大幕已经开启，在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引领下，中国电
影将迎风踏浪、逐梦不息。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也再次敞
开怀抱，迎接来自世
界各地的电影人
与观众，为世
界电影注
入 海

南力量。
（本报三亚

12 月 18 日
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