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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董梅雪
　　通讯员 李杰 报道
　　本报讯 10月16日，以“发挥影
视桥梁作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为主题的世界“电影之都”合作
活动在西海岸新区举行，来自国内
外的业内专家学者线上线下齐聚，
从影视产业发展、影视教育、国际传
播等多个角度，积极探索电影文化
产业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模式，就
青岛建设世界电影之都、打造东方
影都文化符号等内容展开深入交
流，为国际电影文化产业合作注入
新动能。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青岛影
视博览会组委会主办，中国-欧
盟电影节组委会、欧盟中国联
合创新中心承办，中国传媒大
学电视学院提供学术支持，
共分为主旨发言、产业座
谈、教育座谈三个环节。
　　在国际电影合作和
国 际 影 视 教 育 合 作 方
面，来自国内外的业内
专家学者分别就《电影
与城市：“电影+”时
代，东方影都的影视
产业新高地探索》
《新时代、新政策、

新技术下的影视
教育国际合作与
创新》两大议题
展 开 线 上 线
下探讨。
　　中国传
媒大学新闻
传播学部副
学 部 长 、中
国 纪 录 片
研究中心主
任 何 苏 六 ，
从纪录片的
角 度 阐 述 了
纪 录 片 对 于
城 市 记 忆 留

存、城 市 气 质

提升、文化产业带动的重要意义，认
为青岛东方影都打造东方好莱坞有
很多天然优势，要真正打造具有影
响力的影视之都，城市本身要更加
包容、友好，要有更加开放的姿态、
更为广阔的气度，让来自世界各地
的节展活动在此落地成长。
　　针对新时代、新政策、新技术下
的影视教育国际合作与创新，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杨乘
虎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相应
影视摄影技术、制作技术的普及，影
视制作专业壁垒被打破，影视制作
人才专业和非专业、科班和非科班
的两分法被更多元的评价标准所替
代，影视产业腰部和带有行动力的
制作、执行人才成为中国影视产业
发展的巨大缺口，新的教育体系、人
才培养通道需要搭建完成。
　　论坛中，专家学者们纷纷对世
界“电影之都”青岛在国际的知名
度和认可度给予了充分认可，对青
岛 和 青 岛 东 方 影 都 发 展 提 出 了
建议。
　　前比利时驻华大使、终身荣誉
大使帕特里克·奈斯认为，人才是整
个电影产业最关键的要素之一。青

岛拥有美丽的地理环境、丰富的人
文底蕴，有潜力成为世界电影中心，
目前青岛东方影都已完成基本硬件
建设，更需要软件方面的进一步提
升，尤其是国际人才的引进。可以
通过国际电影节的引入，促进国际
专业人士的交流合作，通过培育设
立电影工作室、电影中心，吸引全球
人才聚集。芬兰商会副会长吴兰表
示，青岛应充分发挥影视行业最新
技术应用的优势，通过不同于其他

“普通或传统”的标志性活动，吸引
全球人才集聚。
　　2017年，青岛被授予“电影之
都”称号，成为教科文组织创意城
市网络第9个、也是中国首个“电
影之都”，2018年，青岛东方影都
落成运营，建成国际一流影视基
地。截至目前，青岛东方影都已
集聚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的影视
产业项目，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超过1000亿元，累计接拍《流浪
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等影视作
品200余部，累计票房超过110亿
元，带动新区注册影视及配套企
业超过4000家，成为中国高科技
电影重要制作基地。

全球智汇 打造东方影都文化符号
世界“电影之都”合作活动在新区举行，国内外学者共话国际电影文化产业合作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
长廖祥忠：
　　当前，国际影视文化新格局
正在加速形成，中国影视产业腾
飞成为这一新格局形成的关键驱
动力。应当以正确的价值观、健
全的审美观引导学生，以设计思
维、融合思维启迪学生，以科技与
艺术融合、理论与创作贯通的课
程塑造学生，全力培养具有中国
文化底色、国际多元视野、善讲中
国故事的未来影视创作人才，为
中国影视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胡智锋：
　　依托区位优势、文化优势，青
岛东方影都已完成了软硬件的丰
富配置，在此优势条件下，未来影
视合作应从广度、深度、高度三个
方面延伸发展，以更广阔的国际
化视野与世界建立更广泛的联
系，开展更深思想、理念的学术合
作，依托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开创国际
电影教育、国际电影文化合作新
局面，展示中国魅力、释放中国能
量、提供中国智慧。

　　前比利时驻华大使、终身荣
誉大使帕特里克·奈斯：
　　文化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维
度，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不畅的
情况下，电影能够提供国际交流
的有效补充。欧盟和中国有着截
然不同的背景和思维方式，电影
创作试图揭示共有的人道主义和
共同的文化精神，让两个世界真
正建立起对话，希望通过青岛影
视博览会、中国欧盟电影节等国
际文化活动平台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推动国际合作与创新。

声音嘉宾

  国内外学者共话电影产业发展。□记者 董梅雪 摄

　　□记者 于林平 报道
　　本报讯 10月15日至17
日，世界“电影之都”电影
大师课在西海岸新区连
续举办3场，影视艺术领
域行业专家共聚青岛
电影学院，结合影片展

映深入剖析影片创作的
幕后故事，探讨影视创作

突破点和创新之处，在师生
中引发强烈好评。
　　三场电影大师课分别围绕

“新生代动画艺术创作”“电影
美术设计”“电影表演与角色造
型”三个主题，为到场的学生们
梳理了行业历史脉络和发展
现状。
　　从《铁扇公主》《宝莲灯》到

《大圣归来》《姜子牙》，从中国
乃至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到
与国际顶级特效技术接轨的国
产3D动画电影，15日，以“新生
代动画艺术创作”为主题的第
一场大师课在中国动画电影发
展史中徐徐展开，电影《姜子
牙》出品人、制片人高薇华以及
导演程腾等人将他们在国内外
工作、教学过程中积累的丰厚
经验与感悟分享给了广大师
生 ，现 场 不 时 响 起 雷 鸣 般 的
掌声。
　　“不仅是影片剧作和核心
价值观，影片视觉造型也会引
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探讨。”16
日，在第二场以“电影美术设
计”为主题的大师课上，中国电

影美术学会副会长全荣哲带来
了三部军事题材影片，提出了

“电影一定首先是视觉艺术”的
观点，并从电影的精神世界分
析视觉效果制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
霍廷霄作为《长津湖》《我和我
的父辈》《唐山大地震》等影片
的美术设计师，结合影片《唐山
大地震》中从一个西红柿到一
盆西红柿的设计细节，让现场
学生们连连叹服。“大师之所以
成为大师，是因为不放弃对每
一个细节的打磨，今天我对这
一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给予
我今后的学习实践很大启发。”
青岛电影学院视觉艺术系学生
王雪从大师课中受益颇多。

　　17日，中国著名表演艺术
家孙维民、中国著名影视造型
艺术家白丽君结合自己从事
影视行业多年的经验，为学生
们带来了“电影表演与角色造
型”的分享。“在知识付费的当
下，能够免费学习到这么多巨
制影片幕后的创作经验，对我
们影视学子来说是极为难得
的机会。”青岛电影学院学生
张佳佳说道。
　　据了解，青岛电影学院已
连续10年举办大师课，先后邀
请了著名导演谢飞、管虎、徐皓
峰、刘苗苗等前来讲课，开阔了
学生的视野，为新区培养高质
量的影视复合型人才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世界“电影之都”电影大师课圆满落幕，专家探讨影视创作突破点和创新之处

分享经验感悟，助力新人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