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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已成为电影的“造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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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第十一回》概念海报。

从早年的现象级科幻电
影《阿凡达》到斯皮尔伯格执
导的热门影片《头号玩家》，
再 到 今 年 热 映 的 科 幻 大 片

《阿丽塔》；从中国奇幻喜剧
《捉妖记》，到去年春节档的

票房黑马《唐人街探案 2》，
再到体现中国电影工业水平
的 国 产 科 幻 片《 流 浪 地
球》……不同风格、不同类型
的故事都离不开电影科技的
支撑。随着特效在电影工业

中地位的提升，技术也顺理
成 章 地 成 为 电 影 的“ 造 梦
者”。在正在进行的北京国
际电影节电影科技论坛中，
中外影人就电影与科技之间
的关系达成共识，提出“建设
电影强国必须要有一流的电
影制作技术”。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
在电影创意、编剧、后期制作
等环节的发展与应用，不仅为
电影的呈现提供了更为广泛
的可能性，同时带来了制作技
术方面的新工具。“比如传统
的工艺手段里，老照片的修复
需要很有经验的老师傅一人
一周时间才能恢复，如果用算
法 5 秒钟即可以处理完毕。”
全球著名视觉化工作室“第三
层楼”的创始人克里斯·爱德
华兹认为，技术进步可以让更

多的电影工作者从简单重复
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从事更有
价值的创意内容。

近年来，中国的电影特
效技术得到了较快发展，涌现
出一批优秀的制作团队。倍
视影业创始人克里斯·布兰博
认为，中国不乏会讲故事的人
才，和擅长做视觉特效细节的
艺术家，然而既懂创作又懂技
术的高水平人才还相对缺乏，
这一短板有可能导致分工协
作的低效、流程管理和标准化
制作的薄弱。在电影工业中，
需要大量的沟通、大量的团队
协作，涉及数据库、云平台的
使用等诸多问题，补齐这一短
板或许是中国电影下一步取
得突破的关键。

据新华社北京4月 17
日电

前天，天坛奖入围影片
《第十一回》举行媒体见面
会，导演陈建斌现身回答记
者提问。该片是陈建斌自

《一个勺子》后再次挑战自
编自导自演，讲述的仍是发
生在西北小镇上一个接地
气的故事。

“与《一个勺子》相比，
这部新片的故事更丰富、线
索多、人物多，从这一点来
说，对我有考验，尤其是掌
控一部电影的能力。”陈建
斌坦言，剧本写作是整个过
程中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既
要把故事讲得好看，又得体
现自己的追求。“写作剧本

的漫长过程中，很难找到有
新 意 的 点 ，需 要 坚 持 。”他
说，每当自己某一天起床，
发现思考了好几天的问题
突然有了答案，这一时刻是
最开心的。

谈及自编自导自演这个
话题，陈建斌强调，自己并不
是每次都追求同时包揽三个
任务，“一定得是故事人物合
适我，我才会去扮演，如果没
有适合的角色，或者别人更
合适，可以让别人来演。”他
透露，下一部作品已经在筹
备中，目前手头有好几个剧
本，现代、古装戏都有，但还
没决定。 （新华网）

陈建斌自编自导自演新片《第十一回》

最难的是写出有新意的剧本

4 月 15 日晚，获得 2018
年第 71 届戛纳电影节评委
会大奖，以及金球奖和奥斯
卡金像奖等多个提名的《迦
百农》亮相北京电影节，导演
娜丁·拉巴基来到现场与观
众交流。这部收获了超高口
碑的电影中文译名为《何以
为家》，确定将于 4月 29日上
映。对于现场观众表现出的
对影片的喜爱之情，娜丁·拉
巴基表示荣幸，她也期待这
部电影在中国上映后，能得
到中国观众的认可。

迦百农是《圣经》中的地
名，有不少神迹和重要的事

情在这地方发生。影片讲述
了一个 12岁男孩赞恩的艰难
历程，他状告父母让其来到
这个世界，却没有能够好好
地抚养他。故事就此展开，
并对他存在的合法性产生质
疑：除了被虐待之外，这个幼
小的儿童生来就没有任何身
份。通过赞恩的奋争，《何以
为家》希望成为所有没有获
得基本权利保障、缺乏教育、
健康和爱的人们的代言人。

《何以为家》在全球上映
后 ，被 称 为 是“ 眼 泪 收 割
机”。在 15 日晚的展映中，
影片同样收获了中国观众的

盛赞。《暴雪将至》导演董越
坦言自己是“全程在哽咽中”
看完了全片。导演许振昊则
关注到了影片的摄制技巧，
称低机位的拍摄呈现在影院
大银幕上给人带来了极强的
代入感。

娜丁·拉巴基 1974 年生
于黎巴嫩，导演兼演员。《何
以为家》是娜丁·拉巴基的第
三部导演作品，而三部电影
就已奠定了她的国际声誉。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娜
丁·拉巴基将担任一种关注
单元评审团主席，她感谢电
影节给予她的这份殊荣，让

她的梦想照进现实，而她也
更希望多拍关注社会现实，
让观众有共鸣的电影，就像
这部《何以为家》。（新华网）

亮相北京电影节

《何以为家》堪称“眼泪收割机”

新华社莫斯科4月 17
日电 以“丝·尚”为主题的中
国丝绸服装展 16 日晚在俄
罗斯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开
幕，参展的 30 件丝绸服装色
彩华丽、工艺精细，让到场参
观的当地民众深为叹服。

展览策展人、中国丝绸
博 物 馆 社 会 教 育 部 主 任 楼
航燕介绍说，展览分历史之
韵、女红之美和匠心之巧 3
个单元，既有根据历史资料
复原的传统服饰，也有使用
传统女红技艺及融入书法、
剪纸、青花瓷等中国元素进
行设计的现代丝绸服装，展
现 了 中 国 丝 绸 文 化 的 丰 富
内涵。

中国丝绸服装展
在莫斯科开幕

新华社首尔 4 月 17 日电
“ 文 房 雅 韵 —— 中 国 书 房 文 化
体 验 工 作 坊 ”活 动 17 日 在 韩 国
开幕，旨在增进中韩文化交流，
促进两国民心相通。

当天，在首尔中国文化中心
举 行 的 开 幕 式 上 ，中 国 驻 韩 大
使 邱 国 洪 表 示 ，中 国 书 房 蕴 含
了 丰 富 的 中 国 文 化 要 义 ，是 韩
国 民 众 了 解 中 国 文 化 、理 解 中
国哲学思想的重要途径。希望
以 此 次 活 动 为 契 机 ，进 一 步 展
示 中 华 文 化 之 美 ，促 进 中 韩 民
心相通。

韩国著名书法家、国际书法
艺术联合会韩国本部理事长权
昌 伦 在 开 幕 式 上 致 辞 说 ，韩 中
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希望
中国传统书房文化能够给予韩
国 艺 术 家 有 益 启 发 ，推 动 韩 中
两国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共同发
展。

在开幕式现场，中国书法家
海翁介绍了本次活动的一些书
法展品，并做了《东方智慧的家
园——中国书房》主题讲座，介
绍了中国历代书房的发展历史
和由此衍生出的文人思想和书
画作品。

本 次 工 作 坊 活 动 由 中 外 文
化交流中心和首尔中国文化中
心共同主办，包括主题讲座、书
法展示和互动项目等。

作为正在韩国开展的“丝路
文化月”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本
次活动持续两天。据介绍，“丝
路文化月”从 3 月底持续至 5 月
中 旬 ，是 首 尔 中 国 文 化 中 心 今
年 的 重 要 系 列 活 动 之 一 ，将 围
绕“ 一 带 一 路 ”主 题 举 办 展 演 、
讲座、互动体验等活动。

中国书房文化
体验活动在韩国举行

导演娜丁·拉巴基讲述
创作历程。

《头号玩家》海报。

据新华社上海4月17日电
四名演员，同时围着坐着轮椅的
小朋友妞妞身边，善意地平视着
她，用温柔的歌声不断呼唤“欢迎
妞妞”——妞妞脸上有了不同以
往的表情。

这 一 幕 出 现 在 沉 浸 式 戏 剧
《可爱的农庄》中。连日来，《可爱
的农庄》《温柔的巨人》《暴风雨也
不怕》《月亮上的歌》等专为脑瘫、
唐氏综合征、自闭症等特殊儿童
演出的沉浸式戏剧在上海儿童艺
术剧场陆续亮相，通过艺术教育
的力量为特殊儿童融入社会创造
更多可能。

这些剧目出自英国班布洛剧
团，在中国福利会为特殊儿童发
起的“海星之愿”爱心项目合作下
又一次来到中国上海。今年的

“海星之愿”第三届特殊儿童艺术
启发论坛上，“戏剧如何帮助特殊
儿童融入社会日常生活”成为主
题。

沉浸式戏剧
打动特殊小观众
“海星之愿”用戏剧艺术
启发特殊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