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8日，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部分入围短片在三亚夏日站星悦电影汇放映，不少影迷前来观赏。《谁来点亮我的颜色》《隔离》《毕业絮语》《千秋诗颂》等四部短片放映后，主创人
员还和影迷们交流，分享创作过程中的体会。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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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全球峰会在陵水举行

加速打造优质微短剧产业生态
本报椰林12月8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迎春）12月8日下午，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微短剧全球峰会在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
区举办。此次峰会以“短剧扬帆 海通全球”为主
题，以陵水海风国际影视基地为依托，吸引优质影
视行业合作方和全球微短剧行业的精英汇聚于
此，共话微短剧的发展趋势和市场前景，进一步加
速基地的优质生态打造。

位于陵水的海风国际影视基地，90个风格迥
异的拍摄场景能够满足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影
视作品拍摄需求，自今年8月实现商业化运营以
来，基地已接待了近30部剧集的摄制，随着越来
越多影视创作者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团队的入驻，
面向“短剧出海”的影视产业生态圈在此加速成
型。

“基地能够提供内容、拍摄、后期、发行、影视
剧组服务、演员公会等全链路一站式解决方案，打
造扎根陵水的短剧相关服务的功能性产业集群，
我们还落地陵水科创基金和短剧内容投资基金，
将为短剧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作为海风国际影视
基地的运营方，陵水影黎万像数字传媒产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琼雪向来宾分享了“基金+基地+运
营”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

微短剧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孵化环境
和专业人才的支撑。此次峰会上，海风国际影视
基地不仅正式发布微短剧孵化计划，还与中国传
媒大学达成了影视人才校企战略合作。当天，微
短剧服务中心也正式揭牌成立，将为微短剧的创
制、立项、备案开辟“家门口”的绿色服务通道，确
保作品能够快速审查、顺利上线，为微短剧的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

此外，此次峰会还发布了年度短剧榜单，集中
展示过去一年微短剧创作成果。现场，多名微短
剧制作方、平台方等行业精英，围绕“短剧国际化
的新机遇与挑战”展开深入探讨，分析行之有效的
跨文化传播策略，助力微短剧从“流量产品”转型
为有文化内涵的传播载体，打造跨文化交流的新
桥梁，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东盟单元”电影展映系列活动举办

让观众领略东南亚魅力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操）12月7日，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东盟
单元”电影展映系列活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
亚基地揭幕。活动期间，来自印尼、马来西亚、泰
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电影佳作为观众呈现东
南亚的别样精彩。

据介绍，本次“东盟单元”电影展映系列活动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亚基地和海南各电影院线
同时举办。活动期间，《锁战》《格伦·弗雷德里：大
电影》《安魂奇旅》《不亲密朋友》等11部优秀电影
作品，以露天影院和院线观影等方式与观众见面。
这些影片汇聚成一条光影的长廊，从新加坡的都市
霓虹到泰国的热带风情，从印尼的古老传说到越南
的田园牧歌，带领观众尽情领略东南亚的魅力。

12月7日，“中国—东盟影视交流与传播”论
坛同时举办。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政府官员、
文化学者和电影业界代表，围绕“光影筑梦，民心
相通”“影业创新，共享机遇”“影视文旅，双向赋
能”等议题，分享影视发展与合作经验，为中国与
东盟国家之间的影视交流与传播贡献智慧。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琬茜

“这玩偶真可爱！我能和它合张
影吗？”连日来，在第六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各大金椰论坛活动现场，一个
特殊的“身影”频频亮相，以其萌趣形
象吸引着宾客们的目光。

圆圆的脑袋、大大的眼睛、活力
感十足的“橙”皮肤……眼前这个颇
具海岛风情的玩偶，正是海南文明形
象IP“海小文”。

一年前，以海南典型物种雷公马
为原型创作的海南文明形象IP正式

出炉。这只“能上天、敢下海”的“雷
公马”，体现了海南地域文化，带领大
家深入海南自贸港，感受发展与变
化。

此次亮相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海小文”不仅与八方宾客一同尽享
“星”光、共襄盛会，更成为中外嘉宾
了解海南文化的又一“新窗口”。

“以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玩偶来
向国内外嘉宾推介海南，是一种很新
颖的方式。”受邀参加金椰论坛的纪
录片导演王申刚一落座，就被一旁的

“海小文”深深吸引。

世说新语影业集团制片人喻彭城
对此深有同感。“雷公马是海南特有文
化符号，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能让国
内外嘉宾快速识别并记住海南文化。”
他表示，雷公马以玩偶形象出现，更容
易让人产生亲近感，使嘉宾更乐意去
了解与之相关的海南文化。

“这样的IP玩偶还可以衍生出钥
匙扣、玩偶摆件等一系列周边产品，
出现在各种旅游场合、文化交流活动
等场景，进一步增加海南的曝光度，
助力提升国内外知名度。”喻彭城补
充道。

不仅嘉宾一致好评，参与盛会的
媒体记者也对“海小文”爱不释手，在
论坛会场、媒体采访间纷纷举着玩偶
拍照留念。在记者们的镜头下，“海
小文”还化身“影迷”，带领广大网友
探访电影节各大活动现场。

在三亚国药中服免税店的金椰
论坛活动现场，被人潮吸引而来的

“候鸟”老人闫大姐，也被“海小文”圈
了粉，迫不及待地与它合影。“玩偶非
常可爱灵动，让我感受到海南充满无
限活力与生机。”闫大姐说。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

海南文明形象IP“海小文”亮相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用别样方式“打开”海南

电影人齐聚“海纳圆桌对谈”

让青年电影人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佳琪

“青年电影人正在以耳目一新的镜头语言，追
溯传统、抒写故乡、记录当下，我们希望更多具有
国际视野的优秀青年电影人面向世界，讲述真正
的中国故事。”12月8日，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产业特别活动：阿里影业·海纳圆桌对谈”在三
亚市夏日站商场举办，一批电影创作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国际青年电影人的成长发展之路。

阿里影业总裁李捷介绍，2023年阿里大文娱
集团就发起了“海纳国际青年导演发展计划”，主
要面向国际青年导演，如在海外院校毕业的华语
青年导演。“我们通过‘大师班’、进剧组跟班学习
等方式为青年导演提供机会，目前已经吸引了45
名青年导演加入。”

“国际青年导演面对的观众不仅有国内观众，
而且有国外观众。”美国南加州大学影视专业教师
郑非表示，这要求青年导演们在跨文化传播的过
程中，拍好电影、讲好故事，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很多青年导演首次拍摄电影时，对拍什么题
材和内容感到困惑。”坏猴子影业总裁、CEO王易
冰建议，其一可以先拍自己熟悉的事情，它包括自
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或者深入研究过的某种类
型的影片；其二则是去拍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因
为它接近创作者的生活，容易发现细节，充实电影
内容。而且接近观众的生活，容易引起共鸣。

在“海纳国际青年导演发展计划”导演、编剧
张裕笛看来，拍摄与自己经历、情感相近的短片充
满了挑战，找到故事的“切入点”很重要，她以自身
经历为青年导演们提出了建议。

“在拍摄电影《倒仓》之前，我想拍一部青春
片，但苦于没有好的‘切入点’。”张裕笛说，她们后
来想到了唱京剧的小孩，他们在经历变声期后会
倒仓，很可能不适合上舞台了，这就能够和孩子们
青春期的迷茫相结合，也能够引起年轻观众的共
鸣。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张琬茜 宋灵云）以大海为眼，探索纪录片
的边界，我们该如何思考海洋、影像、人类的互
文关系？12月8日，在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海洋纪录影像的传承与创新”论坛上，导演
范立欣从自身经历出发，分享作为一名纪录片
工作者的深切感受。

“我在与国外摄制团队合作过程中，学到
了很多他们对自然类纪录片或海洋动物拍摄
制作的经验和理念。”范立欣分享，首先是对动
物进行常年跟踪拍摄，并形成一套完整的拍摄
理念。例如，不去打扰动物，在拍摄动物时保
持一定距离，不诱导动物去做任何非常规的、
非自然习性的行为，以及用一个更平等的视角
来制作等。“这些价值观和底层逻辑，都是我非

常受用的。”范立欣说。
包容开放是海洋文化的特点，同时让海

洋文化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在范立欣看
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一个非常好的平
台，未来将成为对外国际传播的重要基地和
窗口。

“我期待，未来海南自贸港能出台更多相
关扶持政策，不断拓展纪录片市场，与国际接
轨，同时在电影节推出规模更大的纪录片产业
论坛，推动中国纪录片事业迈向新高度。”范立
欣说。

范立欣表示，拍摄海洋主题纪录片，作品
的深度、广度以及科学性缺一不可。当人们向
海而兴、拓海而荣，一个又一个动人故事正在
等待被挖掘。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张琬茜 宋灵云）辽阔的海洋，孕育
了无限生命，潜藏着数不尽的文明基因密
码。12月8日，在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海洋纪录影像的传承与创新”论坛上，
导演段锦川表示，从历史文化、科学观察、
人与海洋三个层面来看，海南是海洋纪录
片创作的富矿。

“作为一个拍片子的人，我首要关心的
问题是能在这个地方拍什么，有什么题材
吸引我。”段锦川分享，一个多月前，他沿着
海岸线一路走、一路看，从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到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再到
福建马尾船政博物馆，看到了无数宝贵的
海洋文化遗产，“大量的资料都是我们的创

作源泉。”
海南四面环海，是中国海域面积最大

的省份。在海南探讨海洋纪录片，段锦川
兴奋表示：“这里有大量触动人心的题材值
得挖掘”。

段锦川举例，在琼海潭门，世世代代传
承至今的更路簿记录着捕鱼航线、资源、海
况、气象、天文等丰富的信息，是一代代先
辈渔民积累下来的宝贵航海经验，“这些都
是特别棒的题材。”

当纪实与艺术相结合，海洋文化、海
洋魅力能得到更好展现。段锦川也期待
着，能有更多海南本土创作者关注和挖掘
海洋文化，创作出一批批深入人心的影片
佳作。

导演范立欣：

期待海南不断拓展
纪录片市场

导演段锦川：

海南是海洋纪录片
创作的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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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灵云 张琬茜

海南是海洋大省，海洋文化积淀深厚。12
月8日，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间，“海洋纪
录影像的传承与创新”论坛在三亚举行，与会嘉
宾聚焦海洋纪录片的创作路径，分享创作视角，
探索在海南拍摄海洋纪录片的更多可能性。

广袤而神秘的大海有着独特吸引力。1922
年，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
克》诞生，展现了生活在北极海岸边的因纽特人
生产、生活的情景。此后的百年间，人们常常将
镜头对准海洋，不断拓展甚至颠覆我们对海洋
的认知。

论坛上，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红云梳理
了海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她认为，纪录片对海
洋的呈现，与人类对海洋的态度息息相关。到
了20世纪下半叶，艺术家开始反思人类对自然
的不断侵害与过度掠夺，关于海洋环保的纪录
片越来越多。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中心主义受到冲击
和质疑，人不再被视作衡量万物的尺度，海洋纪
录片也不再着力于展现人类对大海的征服，而是
越来越强调人与海洋的和谐共处。”在孙红云看
来，人与海洋的关系，并不只是在海边浪漫地晒
着太阳。海洋纪录片是在唤醒每一个人对海洋

的热爱与保护意识，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不过，海洋纪录片拍摄难度大、门槛高、周

期长，在国内的电影市场中，一直处于“非中心
地带”。纪录片导演范立欣举例道，比如《地球：
神奇的一天》，跨越22个国家和地区、历时三年
制作，投入非常巨大。他强调，自然题材纪录片
的拍摄需要庞大的系统支撑，除了各种高科技
设备、高昂的拍摄成本，还需要学术支持和跨学
科团队的协作，“希望更多的科学研究人员加
入，推动纪录片的深度、广度再上新台阶。”

将眼光投向海南，与会嘉宾形成共识：海南
是拍摄海洋纪录片的富矿。

从神秘的南海孤岛到热闹的渔镇生活，从
古老的海洋传说到现代的海洋产业……海洋文
化是海南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之一。海南省
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文艺处处长林尤铮表示，
欢迎广大纪录片工作者常来海南采风创作，以
专业独特的细节，细致入微的洞察，持之以恒的
耐心，全力挖掘动人的海洋故事；积极探索“纪
录片+”，比如纪录片+旅游，通过纪录片展示海
洋旅游的独特魅力。

“从历史文化、科学观察、人与海洋关系三
个层面来看，海南是海洋纪录片创作的富矿。”
纪录片导演段锦川说，一个多月以前，自己沿着
海南岛走了一圈，内心很受触动。特别是，在琼

海市潭门镇，渔民们世代从这里出发驾船出海，
靠着祖祖辈辈的积累，详细记录下岛礁名称、准
确位置和航向、距离、特征等，这些来之不易的
经验为后人出海提供了极大帮助，是个非常值
得关注的题材。

“海南岛本身就是我国海洋文化的一部分，
做好对海南文化的记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情。”纪录片导演于广义认为，在交通不便的

年代，海南由于地理区位原因，与外界交流较
少，保留下来许多原生态文化。如今，这些文化
正在加速消失，需要进行抢救性记录。

此外，与会嘉宾认为，可以利用海南政策优
势和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这个平台，打造面向世
界的纪录片产业交易平台，拓展中国纪录片的
国际市场。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

“海洋纪录影像的传承与创新”论坛举行，与会嘉宾分享创作视角——

在浩渺的蓝海中打捞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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