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1日，电影《赢家》在三亚1+X红树林影城展映。
⬆导演哈桑·纳泽尔在映后为观众签名留念。
➡导演哈桑·纳泽尔在映后与观众分享创作经历和心得。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12月21日，三亚阿那亚社区草坪举办第五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嘉年华系列活动，吸引市民游客
前来参与体验。

⬆市民游客在市集上选购商品。
⬅小朋友们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标识牌前玩耍。
⬇草坪音乐会歌手在演唱。

12月16日至22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华彩绽放，期间举办了数场论坛活动，八方影人宾朋共话光
影：有的探讨如何激发电影产业的创新活力和市场潜力，有的讨论电影工业化、影视数字版权保护等热点话题，
有的在交流中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

观点的交锋，思想的碰撞，绕不开的主题始终是“海南”。众多的真知灼见凝结成两个关键词——
“海南拍”，扎根海南，在海南设立影视机构，开展高质量影视创作；
“拍海南”，聚焦海南，以海南素材作为主题，拍出自贸港靓丽风采。
再来回顾几场论坛，我们试图在思想的花火中，采集属于海南的电影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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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迷与“金椰奖”剧情长片
入围影片《赢家》主创对谈

导演哈桑·纳泽尔：
这部影片是我童年的缩影

本报三亚12月21日电（见习记者余佳琪）
在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间，观众不仅能够
尽享光影盛宴，也能够走近电影人，与他们进行面
对面交流，开启一场观点的交流与碰撞。

12月21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剧
情长片入围影片《赢家》在三亚市1+X红树林影
城上映。电影放映结束后，导演哈桑·纳泽尔现身
电影院。从影片的剧情设置，到电影的视听语言，
现场观众接二连三举手向导演进行提问。

电影《赢家》是一部献给伊朗电影人的“情
书”，它讲述了在伊朗的一个贫穷小镇上，孩子们
努力工作支撑家庭。一天，热爱电影的9岁男孩
叶海亚和他的朋友雷拉捡到了一座奥斯卡小金
人。叶海亚的老板——一个同样热爱电影的人，
决定帮助他找到奥斯卡小金人真正的主人。

“这部影片是我童年的缩影，电影拍摄地就
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小镇，而电影中的角色雷拉则
是我童年时喜欢的女孩儿。我像电影中的叶海
亚一样，从小热爱电影，但父母并不支持我。”哈
桑·纳泽尔在现场为观众讲述了这部电影的创作
灵感。

“这次是这部电影在中国的首映，我看了非常
喜欢，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在院线上映，我会去
看第二遍。”在交流环节，现场观众直接向导演表
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

据了解，本次电影节中，《赢家》《百川东到海》
《喜欢高兴爱》《苍山》等电影均设置了映后交流环
节，将生动、热闹、接地气的“思想碰撞”带进了电
影院。

79分钟看4部短片电影
本报三亚12月21日电（记者周月光）12月

21日晚，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映环节，三
亚市红树林影城一口气连续放映4部电影——
《侬到何里去》《月亮将包容我们》《白蚁》《迪埃
利》，让观众在79分钟时间里，领略4个国家不同
文化背景的电影。

《侬到何里去》，是一位来自中国浙江的年轻
导演在家乡拍摄的，讲述三代母女之间相生相斥
相恋的情感故事。

《月亮将包容我们》讲述在哥斯达黎加一个小
岛，当一轮月亮在暮色中悄然升起时，不同的时间
线交织在一起，小岛居民的生活日复一日，他们想
要逃离不变的人生，却又迷茫不知从何入手。

《白蚁》，讲述一名男子从孟买被召回老宅，发
现白蚁危害村庄。通过放大的镜头，主人翁看到
白蚁们忙碌的场景，他终于明白，这里是村民的
家，也是白蚁的家，大家应该相融共生。

《迪埃利》，讲述了一位酒鬼父亲与儿子生
活的故事。主人翁迪埃利因为父亲喝酒而耽误
了学业。父亲承诺改变，当父亲酒瘾复发时，父
子关系破碎。儿子陷入绝望，陪父亲一起喝酒，
大醉后父亲扶他回家。短片探讨了父子之间爱
的力量。

放映结束，《月亮将包容我们》的制片人与《侬
到何里去》的导演走上前台，与观众分享她们电影
制作心路历程，使观众对她们的电影情境有了更
深的理解。

本报三亚12月21日电（见习记者余佳琪）
作为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影片，电影《雪
豹》12月22日将在三亚市1+X红树林影城上映。

影片讲述了一只雪豹咬死九只羊后引发的一
系列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故事，并一如既往
地呈现了已故导演万玛才旦对生命的尊重与大爱。

据了解，此次《雪豹》成为闭幕影片，不仅是该
片在国内的首次放映，也是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对万玛才旦的一次特别纪念。

万玛才旦作品《气球》曾获得第二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金椰奖”最佳影片，女主角索朗旺姆也
夺得最佳女演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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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遗作《雪豹》将作为第五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影片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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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影像，作为影像艺术的重要分支，
它带领观众跨越时空的限制，感受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和生命的独特韵律。在以得天独
厚自然资源、环境资源著称的海南，有足够
的底气可以成为记录影像的主场。

不久前，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副总裁、大
中华区和东南亚区总编辑魏克然·钱纳拍
摄了一部有关海南热带雨林的纪录片，“我
们的体验非常好，目前拍了第一集。我们
很希望能够制作出最好的片子，最好地展
现海南热带雨林风貌。”

魏克然·钱纳曾去过巴西、印尼、东南
亚等地的热带雨林，但海南的热带雨林让
他感到与众不同。“我们发现海南的热带雨
林很特别，包括它从大陆分离的地貌，它诞
生了热带雨林，它有一些亚热带以及热带
的特点。我在纪录片第一集里展现了这样
的特点，讲述了海南热带雨林的故事，以及
与巴西热带雨林和其他地方热带雨林的不
同。”魏克然·钱纳介绍，这部纪录片的第二
集将从动物的角度展现海南热带雨林，包
括长臂猿等如何适应不同的季节。第三集
则将展现人，关注在热带雨林中居住的人的
生活方式。

海南不仅是“天然摄影棚”，也是“电影
题材库”。海南的红色文化、黎苗文化、雨林
文化等都是电影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导演、制片
人傅进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自然景
观独特。我们有很多关于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的选题已经在开展。”

就在电影节举办期间，一部记录海南环
岛旅游公路建设故事的专题纪录片《慢慢到
达》同步开拍。傅进透露，《慢慢到达》将以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为引，展现沿线独特的自
然与人文，从“生态、生活、生产”三个维度，
挖掘人物故事，呈现沿线居民正在改变的生
活，从不同侧面折射出新时代的海南。

零碳电影、VR电影、艺术创新……关
于电影、关于海南的讨论不会止步于电影节
的落幕，嘉宾们的真知灼见，将为海南电影
发展提供动力和方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
的电影人在海南做思想火花的点燃者，拍出
未来电影，拍出电影未来。

（本报三亚12月21日电）

作为中国影视娱乐行业的先行者，华谊兄
弟与海南早前就结下了深厚渊源。华谊兄弟
不仅出品了多部在海南取景拍摄的影片，还携
手观澜湖集团打造电影公社，对海南电影发展
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副董事长兼CEO王中磊谈到如何进一步利用
好政策推动海南电影高质量发展时，他建议首
要任务是发挥政策优势，注重政策落地。其
次，需要先进技术与创意理念支撑，吸引人才
留驻。此外，还需要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有
工业体系的影视基地，建立健全标准化专业化
的电影拍摄服务体系，探索海南特色的电影产
业发展模式。

海南与浙江，虽相隔千里，但电影的力量
可以使两地跨越山海，建立紧密联系。

“希望浙江、海南的影视服务、拍摄资源可
以深度融合，两地在影视发展方面能有联盟。”
浙江影视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晓晖提出了

“跨省协拍联动”的设想和愿景。
近年来，浙产影视剧的数量、质量和影响

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横店影视基地、象山影
视城等都已形成规模化的协拍管理和运营模
式，这些成功经验值得海南借鉴。在张晓晖看
来，浙琼两地可以资源互补、精准对接，通过两
省协拍，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互补，避免同质
化竞争和资源浪费。

“海南如果要做引领电影行业的中心，就
要从硬件到软件进行升级，这是很大的挑战，
但也是很好的开始。”厦门金砖国家经济文化
研究服务中心发起人阿都尔·达拉果地建议。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电
影》杂志社社长、主编皇甫宜川说，“海南有海、
有雨林、有勤劳的人民，优势不仅仅是旅游。”
他认为，未来基于自贸港的相关政策支持，海
南可以在海洋文化方面挖掘多层次的文化体
现，可以把纪录片、短视频的镜头对准海南的
汪洋大海。

留住人才、双方合作、软硬件升级、挖掘文
化……嘉宾们的建言献策，给了海南追逐电影
之光的方向，也让“海南拍”“拍海南”有了更崭
新的心态、更开放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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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自然偏爱着的海南，历来站
在电影的聚光灯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具有海
南元素、代表海南文化形象、反映时
代精神经典影片《椰林曲》《红色娘
子军》等均在海南取景拍摄。今年
暑期档爆火的《孤注一掷》《消失的
她》让陵水、儋州等地成了游客热门
打卡地。今年以来，《非诚勿扰 3》
《凶海》等 30 多部影片也完成了在
海南取景拍摄工作。

“海南拍”“拍海南”，何以聚光？
青岛东方影都产业控股集团总

裁孙恒勤细数着海南的优势：人员
进出的自由便利方便了外国的群
演、演员，运输来往的自由便利方便
了特种器械道具的运输，低税率吸
引头部影视文化企业和从业者落户
……“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就是一张
最能打的牌。”孙恒勤表示。

皇甫宜川与孙恒勤所见略同，他
表示：“自贸港的建设给海南提供了
特别好的历史机遇。”对于电影来说，
这样的历史机遇最终呈现在文化上，
自贸港将赋予海南文化更多更深层
次的含义，要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海南
和海南电影产业未来的发展。

在海南谈电影产业的发展，绕不
开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旅游”。当下，
文旅行业迎来强劲复苏，旅游又是海
南的突出优势，如何找出电影节、电影
产业以及旅游业的联系与黏性，也是
众多嘉宾关注的焦点。

“海南很大的一个优势是它的
旅游，我们在探讨海南影视产业的
时候，可以将视野再提升一个层级，
跨行业去思考这个问题。未来海南
还会推出新政策，将电影和旅游行
业紧密结合寻求新突破。”海南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艺术处副处长
张骐严认为，海南发展电影产业要
利用好特色的文旅融合和自贸港政
策，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值得深入探
讨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