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自12月9日起至明年3月

将发放约50万张电影惠民消费券

补贴金额700万元

活动期间
用户登录

多种渠道
即有机会领取电影惠民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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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慧玲

从电影《可可西里》的荒芜之美，到
《解密》的亦真亦幻，他用镜头筑梦，帧帧
如画；他的影像风格独树一帜，“诗意的
写实主义”让现实与梦幻在银幕上共
舞。12月8日，电影摄影指导、监制曹
郁亮相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
班，点燃了全场气氛。

从回归电影行业的初心，到点燃创
作热情的瞬间；从钻研前沿技术的心得，
到确立个人风格的思考；从光影背后的
人生感悟，到对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展望
……当天，曹郁以“我的光影世界”为主
题，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分享艺术见
解。

“我认为电影就是梦的艺术，在艺术
类型里没有比它更像梦了。”在曹郁看
来，没有所谓的真实电影，即便是特别写
实的电影，也只是一种创作风格，纪录片
同样需要选择和剪辑，时间也是非线性
的。

“电影也是视听的艺术，视觉不仅仅
局限于摄影，演员的表现、美术设计、剪
辑等都是视觉的一部分。”曹郁说，如果
电影在视听上不出色，那么观众完全可
以在网络上看电影，就没有必要走进影
院。

于曹郁而言，《可可西里》是他第一
部真正进入电影行业的电影。“这是一部
很难拍的电影，我甚至产生了恐惧感。”
曹郁回忆，由于环境限制，当时几乎只能

用最传统的方式拍摄，仅有两台摄影机、
三个镜头。到底怎么拍，他困惑了许久。

站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峰，置身于
震慑人心的大自然，曹郁找到了答案
——大自然是拍摄的主体，要顺着大自
然的感觉拍。曹郁认为，阴郁是《可可西
里》剧本故事的基调，为了体现这一基
调，他选择不同时间和不同气候拍摄。

《可可西里》带给曹郁的意义不仅仅
是第一次获得电影奖项，更重要的是这
部电影让他的内心打开了。“我终于明
白，摄影的好坏不光是造型能力、技术手
段等，能否读懂剧作、贴合剧作，才是关
键。”

从《可可西里》《八佰》到《解密》，
曹郁的作品中所展现的光影交织让观

众印象深刻。曹郁认为，拍摄电影还
要有“胡来”的勇气，“当然，所谓的‘胡
来’必须是有利于主题的发展。”例如，
拍摄《南京！南京！》时，曹郁向导演陆
川大胆提出用黑白的影像风格，并且
采用肩扛摄影的方式。这一决定虽然
有些冒险，但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摄影与技术之间相辅相成，摄影推
动技术的发展，技术也推动了摄影的进
步。针对“摄影，在科技加持下我们需要
坚持哪些方面？”这一问题，曹郁认为，首
先要坚持“技术就是艺术，艺术就是技
术”这一准则，其次是要有永远的激情，
只有真正热烈地表达自己，才能创作出
触动人心的作品。

（本报三亚12月9日电）

电影摄影指导、监制曹郁：

电影是梦的艺术 本报三亚12月9日电（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李梦楠 张琬茜）“现在是一
个有金子就能发光的时代，坚持去做，
总会有人能看见。”12月9日，在“青椰
计划”青年创作论坛上，青年导演刘江
江讲述自己的故事，和观众分享如何寻
找属于自己的航道。

2022年，刘江江自编自导的个人
首部电影《人生大事》获得了第35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等荣
誉。作为从创投中走出来的青年创作
者，他的这一成绩激励着电影追梦青
年。

回忆起自己的创投经历，刘江江感
慨颇深。“我每天坐最早一班火车去北
京，最晚一班火车回石家庄，每天要拜
访三四家创投公司，好在最后为《人生
大事》找到了资金。”刘江江说，寻找“合
伙人”是一个博取信任的过程，“你擅长

什么就做什么，没什么技巧。”
出众的才华、坚持不懈的努力也使

其崭露头角，入选成为本次“青椰计划”
创投培训营评委。

怎样的影片才能打动人心，脱颖
而出？“我主要看的是故事，选题与解
题的方式至关重要。”刘江江强调，一
个能够让人沉浸其中的故事，往往具
备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内涵。而解
题的方式，则考验着创作者的智慧与
技巧。好的故事，不仅要有吸引人的
选题，更要有巧妙的叙事手法，才能
让观众产生共鸣。

对于正在探索影像世界的年轻创
作者，刘江江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
鼓励年轻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
被外界的声音所干扰，“拍电影就是克
服困难的过程，要让自己心理更强大一
点，有机会就拍。”

青年导演刘江江：

“坚持去做，总会有人能看见”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琬茜
李梦楠

当年轻的电影节迎来一群怀揣梦
想的青年创作者，这一方舞台将迸发出
怎样的火花？12月9日，第六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青椰计划”青年创作论
坛在三亚举行。国内多位资深导演、制
片人及创投导师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创
投活动如何推动青年影人发展，以及如
何助力他们突破创作瓶颈，让作品登向
更广阔的荧幕。

当前，青年创作者已成为中国电影不
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作品在题材选择、
创作手法、审美趣味、技术运用等方面展
现出新面貌，在年轻观众中引发反响。

在此背景下，本届电影节首次推
出“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涵盖项目
评审、导师工作坊等环节，旨在为青
年创作者提供即时开拍的机会，为每
部短片拍摄提供资金支持和行业资
源扶持。

该项目一经启动，便吸引了众多电
影新生力量汇聚海南。不到半年，众多
青年创作者就完成了从项目筛选到短
片成品的链条式实践。

“敢直接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
让青年创作者有想法当即就开拍，是
本次‘青椰计划’最大的特点。”作为

“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导师之一，导
演、编剧李霄峰认为，在相互信任的
基础上逐步从文本落实到影像，这是
一个难能可贵的过程。

“‘青椰计划’正是助力青年电影人
的短片梦想坚实落地，为华语电影乃至

世界电影的新力量蓄能。”制片人徐佳
含表示。

纵观影视行业，诸如“青椰计划”这
样的创投活动不在少数。作为许多青
年导演进入这个行业的重要入口，各类
创投活动的共同目标在于挖掘具有潜
力的青年导演。那么，行业对青年导演
有着怎样的期待？

“青年电影人除了要通过好的作品
施展才华，还要具备对市场的感知力和
敏锐度。”开心麻花影业常务副总经理
李凤华说。而当广大青年创作者创作
出优质作品，都需要直面市场、获得投
资。简言之，即如何更好地将自己的项
目“卖出去”。

对此，李凤华认为，清晰的认知、真
诚的沟通、平和的心态缺一不可。她建
议，一开始可以尝试低成本制作，减少
压力，在实践过程中多接触不同的团
队。即使得到不太理想的反馈也不要
气馁，尽量多总结经验，持续寻觅机会。

作为从创投活动中走出的青年创
作者，毕业于海南大学的“90后”导演
邬浪认为，对青年创作者而言，创投活
动是一个充满机遇的舞台，也是一个激
烈的竞技场。

“创作就像放出去的风筝，尽量把
线头拽在自己手里，多问问自己为什么
要参加创投，当心里有了一把钥匙，才
能更好地打开机会的大门。”邬浪说。

与会嘉宾们纷纷期待，未来将再次
在大银幕上聆听“青椰”创作者的声音，

“青椰”们也终会变成“金椰”，为电影行
业注入更多新活力。

（本报三亚12月9日电）

与会嘉宾共话光影“新”力量，关注青年影人成长

助“青椰”变“金椰”
本报三亚12月9日电（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徐慧玲 刘操）12 月 9 日
晚，国家电影局在三亚市举办“跨年贺
岁 喜迎新春——全国电影惠民消费
季”启动仪式，旨在充分激发岁末年初
电影市场消费活力，更好满足广大观

众观影需求。
本次消费季从12月延续至2025年

2月，覆盖贺岁、元旦、春节等重要电影
档期，惠及全国电影观众。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银联、猫眼娱乐、淘票票作为支
持机构，将合计投入不少于6亿元观影

消费补贴。4家支持机构在现场发布消
费季期间惠民措施，将通过购票立减、抽
奖观影、春节超值套票、异业联动等丰富
有趣的形式，为广大电影观众带来实实
在在的优惠，并积极营造跨年贺岁、喜迎
新春的节日氛围。观众可通过4家机构

自有APP以及合作平台便捷获取补贴
权益。

消费季期间，国家电影局还将指导
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开展各具特色的电
影惠民消费活动，吸引观众们走进影院、
欢乐过节。

全国电影惠民消费季在三亚启动
将投入不少于6亿元观影消费补贴

本报三亚 12 月 9 日电 （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刘操 徐慧玲）12 月 9
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从第六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贺岁之夜”活动上
获悉，由省委宣传部主办、海南省电
影公司承办、猫眼娱乐执行的“嗨影
海南”电影惠民活动正式启动。活动
自12月 9日起至明年 3月，将发放约
50 万张电影惠民消费券，补贴金额
700 万元，全省观众及来琼旅客均可
参与。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积极响应省
委、省政府促进消费的政策号召，大力
丰富民众节日文化生活的一大举措。
活动期间，在岛用户登录“视听海南”
App、猫眼App、“海南电影通”微信小
程序、“猫眼电影演出玩乐”微信小程
序、美团 App-电影/演出、大众点评
App-电影/演出等多种渠道参加活
动，即有机会领取电影惠民优惠券。本
次活动以购票“单票立减20元”+“电影
消费券（20元+40元）”两种活动形式

开展，旨在让更多海南市民及来琼游客
享受电影文化盛宴。

本次活动覆盖全岛，分三个阶段
进行发放，发放时间为每天10时。活
动期间每位在岛用户每个阶段最多购
买 2张“购票立减券”，同时在第二阶
段活动开启后，每位用户每天可领取1
次电影消费券（20 元 1 张+40 元 1
张）。消费券使用不限影片，不限场
次，领取后当日有效，过期自动作废。
电影惠民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

得。具体活动规则见惠民电影消费券
发放平台或各影院前台。

本次活动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元
旦、春节等电影黄金档期，期间将有《误
杀3》《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射雕英
雄传：侠之大者》《封神第二部：战火西
岐》《熊出没：重启未来》等电影接连上
映、精彩不停。活动主办方欢迎广大影
迷朋友踊跃参与，共度光影盛季，共赏电
影佳作，在银幕前感受海南文化魅力与
电影艺术的融合。

“嗨影海南”电影惠民活动启动

我省将发放约50万张电影惠民消费券

本报三亚12月9日电（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李梦楠 张琬茜）在影视创
作行业中，青年导演带着满腔的热情与
创意，为行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2月9日，在“青椰计划”青年创作论
坛上，导演廖希畅谈青年导演面临的困
境，并结合自身经历提出建议。

作为电影节与电影新锐力量之间
的桥梁，“青椰计划”创投培训营为众多
青年电影人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展示才
华的舞台。作为此次活动的评委，廖希
深感责任重大，他坦言：“我们的目标就
是挖掘并发现有才华的青年导演，为他
们提供成长的机会。”

在廖希眼中，电影是多元化的艺
术，它包容各种风格与创意。因此，作
为评委，他始终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
去审视每一位青年导演的作品。“只要
有一点能打动我们，他们就是可塑之

才。”廖希说。
当前，青年导演普遍面临外部资源

获取困难以及内部创作经验不足等困
境，如何破圈，实现快速成长？

面对这些挑战，廖希建议：“拍起
来才是最重要的。不是不能完美，而
是不能一步到位的完美。”他分享了
自己参与的两部小成本制作影片《冰
下的鱼》和《日夜江河》的成功经验，
虽然制作成本有限，但导演们放开手
脚，尽情发挥，最终取得了意想不到
的良好效果。

在廖希看来，自己要做好一个“摆
渡人”，尊重青年导演的创作。“影视剧
是艺术的产品，我们可以在资金、拍摄、
人员主创搭配等方面帮助他们，但不要
太多干涉他们的创作。”廖希说，要给予
青年导演足够的自由和空间，相信年轻
人的力量。

导演廖希：

当好青年导演的“摆渡人”

青年创作论坛

制图/孙发强

① 12月8日，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竞赛单元故事长篇入围
影片《78天》在三亚夏日站星悦电影汇放映。

②“金椰奖”竞赛单元故事长篇入围影片演员和影迷（左）互动。
③“金椰奖”入围短片主创人员向影迷分享创作过程。

本组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与主创面对面
共话光影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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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椰计划”青年创作论坛现场。 海报集团摄影团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