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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和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办的

《乌龙镇》专家观摩座谈会在京举办。

影片《乌龙镇》聚焦民国初年青

年实业报国者深入边陲小镇、唤醒民

众、重建家乡的过程，通过独特的影

像语言和浓郁的地方风貌，展现理想

与现实的交锋，被认为是一次富有实

验精神的东方美学探索。

在导演阿年看来，《乌龙镇》是对

其 30余年导演生涯的一次总结与突

破。他坦言，影片的灵感始于 2016
年，成型于对影像本体与民族美学的

深度反思。他在影片中大量使用皮

影戏、装置艺术、舞台艺术的元素，呈

现出浓郁的宋代山水画美学风格，力

图将中国传统影像语言与电影技术

结合，“探索在祠堂空间内呈现多维

情绪的可能性”，并借此表达青年在

乱世中的责任与理想。

会上，主创与业界专家学者共聚

一堂，围绕影片的艺术风格、主题表

达和社会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

主任宋智勤表示，影片通过青年与封

闭小镇的互动，展现了民间力量对旧

秩序的冲击与超越，是“现实主义精

神与东方美学风格的高度融合”。中

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作

为第六代导演中不断探索电影本体

表达的代表性人物，阿年这次推出的

《乌龙镇》再次让人耳目一新：“贯穿

全片的隐喻结构，建立起‘黑色寓言

电影’的新类型。”中国电影制片人协

会理事长焦宏奋从“镜头美学、人物

建构、社会投射”三重角度分析影片：

其一，画面调度极具国画韵味，是“中

式镜头语言”的一次创新实践；其二，

角色塑造拒绝脸谱化，赋予复杂角色

以真实情感；其三，社会背景刻画深

具历史密度，展现青年在乱世中的理

想信念和社会责任。

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霍廷霄

从视觉艺术出发，认为影片空间表达

“具有装置艺术的当代性”。他特别

提及影片“让场景与道具主动参与叙

事”，实现了布景、人物、动作的高度

一致，构建出“戏中有戏、景中有人”

的内在秩序。中国电影美术学会常

务副会长石建都认为，影片用符号化

构图、空间留白与写意构造，颠覆了

写实主义的叙事惯性，展现了视觉先

于故事的“自我表现”路径，是一次极

具当代艺术品格的光影探索。导演、

摄影师梁明从影像技术角度出发，表

示导演在光影表达中的留白与写意，

是“国画电影”的一次有效尝试，并称

影片“在单一空间中构建丰富冲突”，

体现出高度凝练的叙事张力。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网信处

处长王纯认为，影片采用“章回体报

幕”和演员谢幕的完整舞台戏剧式结

构，是“戏剧+电影”融合的创新探

索。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唐科

表示，影片在声音体系上“用违和制

造和谐”，通过多种地方方言、外国音

乐与地方戏曲的拼接，创造出跨文

化、跨时间的视听张力，形成具有市

井浮世绘质感的独特审美体验。中

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卫防从

文化传承角度展开分析，认为影片

对宋代山水画、皮影戏等非民国元

素的引用，是“创造性转化”，在叙事

和形式上都形成“超历史整合”。他

还表示，片中字幕叙述、镜框嵌套、银

幕显影等手法，呼应电影诞生 120周
年的媒介回望，具有“原电影”的象征

意义。

《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主编皇

甫宜川表示，《乌龙镇》在结构上融入

多线索群像，在风格上构建“装置艺

术与东方写意的双重语法”，是一次

对传统元素的当代表达。他特别强

调影片的作者性始终如一，在主题层

面将理想与时代、民间温情与社会结

构紧密融合，为艺术电影提供了“数

字语境下的新经验样本”。影片出品

方代表、保利影业副董事长李挺伟从

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角度分析影片

价值。他表示，《乌龙镇》是对中国影

戏传统的当代表达，影片延续了《孤

儿救祖记》等早期影戏的教化功能，

通过“善恶有报”的叙事内核传递利

国利民的主流价值，同时创新性融入

经济隐喻——以特殊货币体系映射

社会圈层结构。 （姬政鹏）

本报讯（记者 姬政鹏）近日，中

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题为“反

思‘时间晶体’：AI视域下电影诞生

130周年新观察”的第 61期影视大讲

堂，本期大讲堂邀请中国传媒大学

教授胡克、中国世界电影学会会长

李倩、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单万里、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

启忠作为主讲嘉宾，中国艺术研究

院影视所研究员储双月、副研究员

金燕、助理研究员刘斐为对话人。

在人工智能深刻重塑影像创作的时

代背景下，大家共同回溯世界电影

130年与中国电影 120年的发展历

程，深入探讨了电影艺术的本源价

值与未来走向。中国艺术研究院影

视所所长赵卫防做开场致辞，中国

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张啸涛

任学术主持。

交流中，胡克以喜剧电影为线

索，勾勒世界电影 130年脉络。他认

为，现代黑色喜剧（如库布里克《奇

爱博士》）将战争恐惧喜剧化，而韩

国电影《寄生虫》的全球性成功，正

源于其精准刺中了“阶层固化”这一

当代世界性焦虑。面对AI可能助长

创作惰性的风险，他表示：“喜剧创

造所要求的高度智慧与原创力，是

人工智能难以取代的高地。”

李倩系统梳理了中国电影海外

传播的百年跋涉。从 1923年《莲花

落》在东南亚放映、1935年《渔光曲》

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到第五

代导演国际突围、《流浪地球》开启

全球协作模式，中国电影“走出去”

经历了从影展到合拍的范式转型。

她认为，AI技术正在重塑跨文

化沟通：中影 AI译制系统精准保留

原片情感，腾讯云平台实现全球协

同制作，算法分析助力精准营销。

然而挑战犹存：文化折扣、语言障

碍、区域审美差异（如欧洲喜仙侠、

东南亚重亲情）仍是核心瓶颈。面

对当下市场低迷，李倩呼吁业界把

握技术动能：“电影作为跨文化对话

的艺术，其生命力在于人类创造力

与算法逻辑的协作共生。”

单万里从卢米埃尔兄弟 1895年
的“成功商业放映三要素”（付费、公

开、广告）回溯，致敬电影前辈：爱迪

生的“电影视镜”预示个人终端观影

模式；雷诺1892年的动画早于电影三

年，揭示绘画与摄影两条影像血脉；

基歇尔 1655年的《伟大的光影艺术》

更将“影戏”推至三百年前。单万里

深入剖析电影运动的哲学悖论——

“视觉滞留”与“短程似动”的共谋机

制，认为观众甘愿“受骗”完成心理补

完，恰是活动影像魅力的根基。

张启忠以法国动画为样本，揭

示艺术探索与产业成功的平衡之

道。从雷诺开创性哑剧动画《可怜

的比埃洛》，到《猫猫的奇幻漂流》以

默片形式荣膺奥斯卡，法国动画始

终深耕“哑剧传统”与“印象派光影

美学”——《叽哩咕与女巫》借鉴马

奈空间晕染技法，《青蛙的预言》动

态复现莫奈《帆船》的色彩韵律。其

成功背后是国家战略支撑：强制电

视台 26.3%儿童预算投入动画、CNC
基金扶持、出口退税高达 30%等政

策，为创作者构筑了抵御商业风险

的艺术堡垒，证明“政府引导与产权

保护是艺术创新的坚实土壤”。

在对话环节，储双月聚焦美国历

史电影的意识形态书写，剖析其如何

通过宏大战争叙事（如《拯救大兵瑞

恩》）或人物传记（如《林肯》），建构以

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想象。她表

示，这类影片被赋予“高制片价值”光

环，其权力结构更不易被察觉。而反

讽模式的历史片（如奥利弗·斯通《刺

杀肯尼迪》），则通过激进批判揭示了

体制裂痕，展现了历史电影在“巩固

主流”与“解构权威”间的张力。

金燕回顾了韩国电影艰难崛起

的早期篇章。她认为韩国电影史是

“吸收与破坏的奇特历史”，通过模

仿他国类型并反复批判演化，最终

淬炼出独特民族面孔，为理解后发

电影国家的路径提供了参照。

刘斐对姜文《一步之遥》展开符

号学解码，视其为“一部关于中国电

影自身的寓言”。他认为，姜文以激

进的自我指涉（如衔接《让子弹飞》

的上海叙事）试图重写中国近现代

史，其“一步之遥”的片名既是对完

美电影的悲观喟叹，亦是对电影本

体“缺陷美学”的自信坚守。

本报讯 近日，入选第九届国家大

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华夏风华”单元

的昆曲电影《牡丹亭》在呼和浩特寰映

影城振华广场店上演了一场跨越 400
年的艺术对话。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黄丹和

内蒙古艺术学院师生现场解读影片，

让这场经典赏析成为文化焦点。

“昆曲电影《牡丹亭》是改编自明

代剧作家汤显祖同名经典作品的戏曲

艺术片。该电影以现代数字技术重现

昆曲程式化表演体系。该影片园林布

景，既保留了昆曲‘一桌二椅’的写意

精神，又用镜头景深拉出了真实的庭

院层次，让观众既能感受传统美学，又

不会觉得疏离。”黄丹说。

“原来昆曲可以这么‘潮’！黄教

授说的‘电影蒙太奇遇上昆曲水磨

调’，让我突然看懂了那些唱腔里藏着

的潜台词。”呼和浩特市民李女士走出

影厅兴奋地说。

由国家大剧院与中国电影集团联

合主办的第九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

电影展，以多元艺术矩阵吸引观众走

进影院，并在呼和浩特万达影城、寰映

影城以跨界形式将音乐剧、话剧、戏曲

等搬上大银幕，搭建起舞台艺术与大

众的光影桥梁，让艺术更易触达民心，

拓宽了艺术传播边界。同时激活影城

功能，丰富文化供给，助力传统与现代

艺术融合传承。

据了解，内蒙古通过多元观影形

式为影院注入活力，带动文化产业创

新发展，助力区域文化市场繁荣，不仅

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还通过个性化、

场景化的观影体验，让观影从单纯的

娱乐变为文化参与，增强市民对文化

消费的热情。

（于欣莉）

本报讯 在全球动画产业蓬勃发

展的时代浪潮下，中国动画学派以其

独有的民族文化底蕴和艺术风格，在

世界动画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由孙

立军执导的动画艺术短片《黄土坡》以

“以泥土为纸、足迹为笔”的核心创意，

为中国动画学派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

新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其创

作实践与艺术探索得到中国电影家协

会的关注指导，汇聚了文艺理论家、影

视研究学者等学术专家的深度研讨，

更吸引了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电影学

院、辽宁传媒学院、AI未来电影研究

院等行业代表的共同聚焦，成为彰显

中国动画学派传承脉络与创新方向的

标志性实践。

《黄土坡》对中国动画学派的传承

体现在多个维度。从文化内涵来看，

影片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生

命轮回、传承的哲学思想，以老少毛驴

在黄土高坡上的生命历程为主线，将

成长、传承、离别等主题融入叙事框架

中。这种对生命的礼赞和对传承的重

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高

度契合，是对中国动画学派一直以来

强调的文化本位理念的延续。作为在

动画领域深耕四十余年的创作者，导

演从《小兵张嘎》《兔侠传奇》到《秋实》

《三岔口》等作品，始终以民族文化为

根脉，在传统美学与现代表达的融合

中持续探索，《黄土坡》更是将这种坚

守推向新高度——以黄胄先生笔下毛

驴的艺术神韵为灵感，让传统绘画精

神与动画艺术实现跨时空对话。

在艺术风格方面，《黄土坡》传承

了中国水墨动画的独特韵味。自水墨

动画诞生以来，其以独特的水墨晕染

效果、含蓄悠远的意境表达，成为中国

动画学派区别于其他国家动画的显著

标识。《黄土坡》以大自然为背景，通过

浓淡相宜的水墨晕染，让黄土高坡的

肌理成为画面的天然底色，让毛驴深

浅交错的蹄印成为叙事的视觉符号，

展现四季变迁和生命轮回，营造出极

具东方美学意境的画面。

《黄土坡》在技术应用上积极拥抱

前沿数字技术，实现了传统艺术与现

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在角色塑造上，

通过高精度3D建模与骨骼动画技术，

精准还原毛驴的肌肉动态与细腻表

情，使角色踏在黄土上的每一个动作

都自然流畅，与“足迹为笔”的创意形

成呼应；场景构建则运用虚拟现实

（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将“泥土

为纸”的概念具象化，构建出沉浸式的

黄土高坡场景，从微观的土地纹理到

宏观的山川地貌，都让“泥土”的质感

成为画面的核心叙事元素，增强了画

面的立体感与真实感。其团队在技术

应用中始终坚持“科技为艺术服务”的

原则，通过优化渲染算法，让水墨晕染

的自然晕化与数字技术的精准控制达

成平衡，既突破了传统水墨动画制作

的局限，又保留了东方美学的含蓄特

质。

叙事表达上，《黄土坡》打破了传

统动画线性叙事和复杂剧情架构的模

式，以极具东方意象的“春启、夏寻、秋

惑、冬护、雨别、轮回”六幕构建起故事

框架。每一幕的推进都以蹄印在黄土

上的延伸为视觉锚点，让“足迹”成为

时间流逝与生命成长的具象化表达。

这种简洁而富有深意的叙事方式，以

小见大，使动画成为一种跨越语言与

文化的生命表达，引发全球观众对生

命的共鸣与思考。

通过对传统的坚守和创新探

索，《黄土坡》为中国动画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启示。未来，中国动画应

以此为契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

中发展，不断提升自身的艺术品质

和国际影响力，续写中国动画学派

的辉煌篇章。

（刘琤琤 张文正）

本报讯 近日，电影《浪浪人生》正

式定档 12月 31日。电影讲述曾经叱

咤小镇的“大哥”黄荣发（黄渤 饰）如

今嘴硬腿软，开启人生困难模式，但他

和家人都没有被命运的风浪裹挟。儿

子黑狗达（范丞丞饰）看似是黄家唯一

“淡人”，暗地却密谋如何发家又“治

父”；妻子陈梨珍（殷桃饰）样样全能横

扫困难，是小镇人尽皆知不太好惹的

“妈系超人”；胆大手“黑”的女儿黄娇

娇（李嘉琦 饰）和“神”通广大的阿太

（刘雪华 饰）也各出奇招笑料百

出。逆境当前，一家唯有兴“疯”作浪

跟生活贴脸硬刚，没准真能让他们绝

地翻盘？

预告中，黄渤饰演的“嘴强王者”

黄荣发曾是东石镇的“大哥”，背负巨

债出走半生，偷摸归来病痛半身，在医

生面前嘴硬死撑站起来却不受控跪倒

的一幕，又搞笑又心酸。范丞丞饰演

的儿子黑狗达明明关心父亲却开口就

怼“你是不是有病啊”，身上有着年轻

人特有的叛逆。殷桃颠覆以往银幕形

象，饰演暴走妈妈陈梨珍，平时温柔隐

忍，却又一言不合就动手，高压水枪玩

得溜，反差十足。李嘉琦饰演姐姐黄

娇娇，“省钱小能手”上线自学针灸为

父治病，颇有喜感。

同期发布的“笑迎风浪”版海报

中，黄渤、范丞丞、殷桃、常远、李嘉琦、

刘雪华、付航集体亮相，无论是灿烂的

笑容和舒展的姿态，还是阳光下沙滩

与海浪产生的鲜明色彩碰撞，皆一扫

生活逆境带来的阴霾。而俯瞰视角造

成的视觉错位，也让海报更具解读空

间：这些人物既像是全体“躺平”，尽显

乐观与松弛感，亦仿佛勇立潮头之上，

无惧风浪起伏，笑对人生难题。

《浪浪人生》取材自蔡崇达畅销书

《皮囊》，由韩寒监制，马林执导，周海

运编剧，黄渤、范丞丞、殷桃领衔主演，

常远、李嘉琦、刘雪华、付航主演，孙艺

洲、张本煜友情主演。 （赵丽）

昆曲电影《牡丹亭》呼和浩特展映

《浪浪人生》定档12月31日

动画艺术短片《黄土坡》：

在传承与创新中开辟中国动画新路径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第61期影视大讲堂

在AI浪潮中叩问电影本质

聚焦东方美学的现代化表达
——电影《乌龙镇》专家观摩座谈会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