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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宝：包括这一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在内，成都也举办过很多有
影响力的盛会，包括去年的成都大
运会、今年的成都世园会等。在您
看来，百花奖，能够给成都带来哪
些机遇？

尹鸿：百花奖会再次推动电影
的活跃度。这次百花奖，可以看到
成都这座城市和成都市民在很多

方面对电影的热情。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的优秀电影人在成都交
流对未来电影发展、电影创作生
产、电影与文化关系的新观点新看
法，这也会调动本地的各种资源各
种力量来关注电影，让每一个市场
主体和创作者都能够找到跟电影
的结合之处。

马玉宝：当前，全国上下正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进一步将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
署落到实处，对于文艺创作来说，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城
市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如何从电影
中落实“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秉持？

尹鸿：其实就是让人民得到实
际感受，体验到生活的幸福。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美好”不

仅仅是要满足一些基本的物质需
求，也是一种精神认同。电影的功
能之一，是为社会提供共同话题、共
同社会情绪和社会关注，这种共同
性其实是幸福感非常重要的来源。

当然，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借
助电影，人们还可以同优秀的传统
文化展开沟通。跟李白、屈原等古
人展开情感沟通。跨越不同的时

间、不同的空间，这就是电影的神
奇、文化的魅力。

比如说大家看《长安三万里》，
会有台上台下、银幕内外观众与角
色一起背诵唐诗的场景，这种连接
是很动人的。成都也是一座诗城，
有很多伟大的诗人，仅仅在诗词上，
就有杜甫、苏轼、陆游等有名的诗人
描绘过成都。希望成都作为一个美
好的电影之城，能够为全国观众创
作出更多美好的电影，让全国各地
的人能够喜欢“雪山下的公园城市、
烟火里的幸福成都”。

马玉宝：39年前，成都和百花奖
第一次牵手。在这39年的跨度中，
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电影也
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看
待在新时代里城市和电影之间这种

“携手并行、协同发展”的关系？
尹鸿：众所周知，电影在传播

现代文明、现代文化方面起着重要
的作用。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电
影市场规模的扩大，电影观众数量
的增多，电影跟城市的关系也更加

密切。回溯这 39 年的历程，会发
现中国电影经过了一段起伏，而现
在我们又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
展时点。

比如，我们银幕数字化程度在
世界上遥遥领先，这为电影事业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这些
年的发展，中国电影各方面越来越
成熟，观众对中国文化、中国题材、
中国故事也越来越认可。

进入新时代之后，大家可以更

明显地发现，电影不仅仅是要有票
房，或者单纯作为一个娱乐产品，
当电影影响扩大、市场规模扩展之
后，其实它就会带动整个经济、社
会、文化的发展。

所以对城市也是一样的，电影
里表现的时间、空间、标志性的建筑
场景、人物的生活和情感方式⋯⋯
这些因素会把一个地方的烟火气和
幸福感描摹出来、反映出来。

这些年，在全国一些比较有特

点的城市，基本上都出现过一些非
常好的电影，这些电影与各个城市
独有的魅力密不可分。大家觉得
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要把城市的休闲性、创造性、幸福
感传递给大家，电影就是很好的载
体，它能够给成都的生活方式和城
市特质提供非常好的诠释。

马玉宝：从早年的《二十四城记》
《好雨时节》，到近年来的《我的姐姐》
《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

人们总是能够在电影中感受到属于
成都的韵味、气质与性格。您怎么
理解这些影片中的成都性格？

尹鸿：与成都相关的电影作品
很多。既有成都拍的电影，也有拍
成都的电影。39 年前的《红衣少
女》就是成都出品的电影，它实际
上很有成都风味，也代表着当时成
都电影产业的发展水平。近年来，
在成都拍的电影不少，包括一些高
票房电影。当然，成都电影的题材
和风格更加多样化了。它不一定
是取自于成都的题材，而是来自四
面八方，这也表现了成都的开放和
包容性。

马玉宝：作为彼此赋能的双
方，百花奖不但为成都带来了群星
璀璨，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成为滋
养成都影视产业的又一方沃土。
成都近年来不仅作为电影的取景
地，也作为电影的生产地和出品
地。成都影视产业的优势主要体
现在哪里？

尹鸿：电影要发展，需要与之相
适应的产业体系。中国电影要走出
去，就要建设全球化、整合化的电影
工业体系，这两者息息相关。 事实
上，无论是四川还是成都，在影视制
作上，都有很好的基础。位于成都
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就是当时全国
六大电影制作基地之一，出了很多
好作品。在电影市场化改革之后，
应该说成都在培育民营或者是社会
性的电影企业方面相对起步较晚，
除了峨眉电影制片厂以外，缺乏一

些社会资源参与的品牌影视企业。
在目前发展的状态下，成都影视产
业还是大有可为。

第一，成都的区域经济非常活
跃，这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一个非
常好的基础。第二，成都是一个有
文化艺术气质的城市，大家走到街
上去看一看，无论是锦里还是宽窄
巷子，或者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有设计感的
城市，它是有艺术品位和艺术气质
的。无论是从城市的界面看，还是
各类高校的影视相关专业，都能够
发现，这里不缺创意人才。第三，
成都是一个全国的电影票仓。它
一直是全国城市当中的电影票房
排行榜能够进前五、前六这样的一
个城市，实际上它有非常好的市场
基础。从这几方面看，都足以让成
都好好去发展电影产业。

从具体的举措上看，更多的还
是需要一些产业政策去扶持，去激
发市场的活跃度，让更多的市场资
源能够加入电影创作、生产、放映、
传播当中来。从全国来看，可以说
是中国电影产业借助市场化的力
量从低谷走向了今天的繁荣。现
在，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中国
是一个世界电影大国。这个过程
是深化改革带来的结果。所以成
都还是要继续活跃市场要素，给市
场主体提供更多的机会，给创作者
提供更多的政策。我相信有天时
地利人和，成都一定会成为全国的
电影重镇。

马玉宝：提到电影产业，不得
不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创新”。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每个城
市必须完成的课题。作为“科技密
集型”产业的前沿阵地之一，影视

产业发展史上多次重要转型都与
科技创新密切相关。我们应该如
何理解影视行业的新质生产力，在
此方面，成都可以如何去做？

尹鸿：首先，我们可以利用现
有的比如说像人工智能等新的技
术来提高电影的生产效率，降低电
影的生产成本。在电影的生产过
程当中，以提质增效来作为自己的
主要目标。这就需要一些现代科
技产业的支持。据我所知，成都有
很好的科技基础，游戏动漫、后期
特效等相关企业众多，从上下游产
业协同的角度来说，这可以在相当
程度上推动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认为还是要利用
好电影的传播影响力来带动城市
旅游、时尚、会展等各个方面的发
展。电影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
的行业，“雨点”是直接经济价值，

“雷声”是影响力价值。电影要培
育新质生产力，很重要的就是充分
去利用这个“雷声”，把这个影响力
的价值放大、做足，这就要调动社
会各方面的力量。

通过近年来很多影视作品，人
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电影对很多
行业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一部
电影带火一座城、一个小镇、一个
品牌、一家企业，或者一条旅游线
路⋯⋯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新质
生产力的体现。从这个外延延伸，
电影对全社会的经济文化社会发
展，包括城市幸福感，都能够起到
推动作用。

成都的一些特质，比如美景、
川菜、大熊猫等，都能够非常好地
跟电影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有时
候会在想，不一定都是成都产的电
影，包括全国的电影甚至全球的电
影，都可以到成都来拍摄，跟城市
文化、消费场景、经济发展的诸多
领域去深度地结合、绑定，进而达
到创新。

产业 与 电影 “培育新质生产力 做好融合文章”

百花奖如何为成都影视产业持续赋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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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玉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