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4月 3日 星期一5 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杨李超 美编：潘晓光
电话:(0591)87095943 关注

海丝文化，为电影文学注入新元素

今年初，国内春节档影市持续火爆，多部影片创下
票房纪录，《流浪地球 2》等作品更是卖座又叫好。究其原
因，整体上看，中国电影产业不仅具备了越来越强的制
作和技术水准，在电影剧作的创作上也更加注重质量。

“编剧是电影的第一生产力，文学是电影艺术的基
础。”在著名编剧、中国电影家协会文学创作委员会会长
张思涛看来，好的编剧就是为电影“画设计蓝图的人”。

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黄建新曾监制和
执导过《建国大业》《长津湖》等许多优秀作品。他说，

“电影导演往往是站在作家和编剧的肩膀上创作的，比
如，导演张艺谋的成名作《红高粱》就是由同名文学作
品改编而成的”，“中国有非常多的好作家，也有很多好
编剧，他们是支撑中国电影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为中国编剧领域的重要活动，“中国影协杯”年
度十佳电影剧作推选及推介活动今年扩容为中国电影
编剧周，并与泉州“牵手”，为这座千年古城带来文艺的

“春风”。
“春天来了，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发展电影，而一部

真正好的电影，应从剧作创作上折射出文学的魅力和
力量。”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
认为，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的举办，是泉州打造“编
剧之城”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影协开展编剧品牌活动
的全新起点。它为电影文学创作和编剧交流搭建了平
台，将为业内积极整合资源要素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编剧周在泉州落地，为广大电影编剧提
供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交流平台，为中国电影事业迎
来了全新的起点。”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国家广电
总局原副局长张丕民坦言。

“原来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表彰，现在变成表彰、影
片展览、学术研讨、采风跟具体剧本的论证会‘五位一
体’的活动，更加符合电影创作的需要，也符合创作好
剧本的艺术规律。”张思涛认为，这样的活动为电影编
剧业掀开了新的一页，也让海丝文化为电影文学注入
新元素提供了契机。

泉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近
几年来，已有《炽道》《以家人之名》《奔跑吧，急救医生》

《那片花那片海》等 10 余部影视作品在泉州取景，展现
泉州地域特色，推动泉州影视文化产业迈入发展快车
道。其中，以宣传“晋江经验”为主题的重大现实题材电
视剧《爱拼会赢》，在央视一套热播并荣获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

而随着世遗之城知名度进一步打响，今年初以
来 ，泉 州 文 旅 热 点 指 数 暴 涨 ，许 多 影 视 剧 到 网 红 城

“打卡”拍摄，让古城变身热门“摄影棚”。比如，全程
在泉州取景的电视剧《执行局》2 月底杀青，在近 3 分
钟的花絮中，西街、清源山、洛阳桥等场景一一亮相，
泉州元素“满格”；知名演员赵丽颖、李现等近期也现
身泉州……

与会专家认为，作为多元文化宝库，泉州的海丝文
化、非遗项目、世遗古迹、人文精神和独特的闽南烟火
气息，是影视艺术创作中丰厚的素材和题材之源。

作为资深电影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皇甫宜川认为，电影人特别是编剧应向历史走去，从本
地区、本民族的“宝藏”中汲取养分。

“泉州有世遗之美、奋斗之美、人文之美、生活之美，
是个很有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的地方，同时它的民营经
济十分发达，可见泉州人的内心一定是丰富的，形象一
定是丰满的，值得挖掘。”皇甫宜川说。

“宋元时期，泉州是发达的国际商埠，多元文化在
这里交融共生，表现出经济发达与文化丰富的一致
性。”黄建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这一角度而言，泉

州是经济和文化发展并行的“样本”，“泉州对文化人的
吸引力是巨大的，因为这里有厚重的历史、独特的闽南
文化，还有多种宗教和谐共处，其文化开放性对今人很
有启发”。

因而，在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和第一届海丝泉
州文学周期间，相继举办了影展、论坛、文学之夜、创作
采风、电影大师课等多项精彩活动，表彰优秀电影编剧
人才，激发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热情。“这是一次电影编
剧艺术与海丝文化的‘共舞’，也是泉州对中国电影编
剧事业的致敬。”不少业内“大咖”如是说。

张思涛希望，通过首届中国电影编剧周活动，寻找
一种更有效的培养青年创作者的方式，让电影制作各
环节的专家齐聚一堂、深度交流，进一步推动海丝文化
与电影文学的“碰撞”，推动好剧本的孕育。

“泉州是‘一带一路’交流的重要节点城市。这一次，
影视行业的重要平台在泉州打造，让电影之光与世遗之
城交相辉映。”闫少非认为，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为中
国编剧人才汇聚、成长壮大，以及为优秀剧本创作扶持
推出精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铸就了温馨的港湾。

在泉州，电影《邓小平小道》等 10 部影片荣获第 13
届“中国影协杯”年度十佳电影剧作称号。《邓小平小
道》编剧、艺术监制王兴东动情地说：“第一次在泉州，
把编剧推向舞台，我们永远记住泉州、记住海丝。求木
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踏实创作，描摹出独特的泉州图景

借助“双周”活动举办的东风，从海丝文化和闽南
文化中孕育的文学，让泉州的光影之梦有了更具现代
性、更坚实的表达基础。

3 月 27 日，第一届海丝泉州文学周首场活动——
“向海而生”文化采风在石狮黄金海岸举办。作为泉州
代表性的历史港口，石湖码头见证了泉州的千年历程、
福建人爱闯爱拼的海洋精神，演绎着“涨海声中万国
商”的泉州故事。在林銮渡旁，一间设计兼具古典韵味
与现代气息的“宋·潮”书店内，参与“海丝背景下的福
建文学”主题沙龙的各路电影“大咖”、文学名家，畅谈
了福建文学的无限可能。

3 月 29 日，位于泉州古城庄正故居的“人民文学出
版社创作基地”迎来首期创作坊。创作坊将持续与福建
省作协等机构联动，选拔优秀青年创作者参加，邀请文
学名家、著名编剧及名刊编辑开办讲座对其进行定向
培训，推荐优秀作品在知名刊物发表。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创作基地”与蔡崇达出版工作室此次在泉州正式挂牌
成立，这在全国尚属首个，具有开创性。今后，出版社将
邀请更多作家来闽采风、交流，加强联动和合作，激发
更多优秀创作者书写泉州故事、福建故事，把真正好的
东西推广出去。

作为闽籍知名作家，“80 后”的蔡崇达已然成为把
海丝文化推介出去的优秀代表，他的作品《皮囊》问世
后销售量达四五百万册，并被改编成舞台作品，受到文
艺界和书迷的追捧。

在把“双周”和出版工作室带到泉州之后，读者期
待蔡崇达再接再厉，尽快策划出新的优秀选题来。但臧
永清却说：“文学不能急，得持续发力。”他希望，本地作
家可以踏实沉稳、认认真真地把精彩的故事挖掘出来。

“每一个作家都有梦想，每一篇文章里都有地图。”
著名作家苏童提及，福建是一块未被充分发现的“宝
地”，作家要首先关注作品本身，致力于写出足够优秀
的作品，“地图”才会从作品的传播中浮现出来，才能让
其他地域的人认识到福建，进而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
的一部分。“当我们谈论如何传播当地的文化时，不妨
从脚踏实地写好某一部作品开始。”他说。

“泉州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也是一座充满人情
味的城市。基于这样的文化结构，相信会发生种种值
得书写的故事。”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余岱宗也希望，作家们能“找到泉州的城市
情绪”，从人物个体的日常生活、对命运的拼搏争取之
中找到人物与城市的起伏联系，创作出独特的“泉州
图景”。

福建作家李师江说，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城市，是写作的“富矿”。他自己近两年来重点关注丝
绸之路题材的创作，“计划从传奇性的角度切入，对丝
绸之路的历史故事展开挖掘，进行《丝路古船》后两部
曲的创作”。

光影造梦，影视宝藏之城正在构建

“双周”活动的接连举办，让世人惊觉“世遗之城”
已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推出扶持影视产业发展的“影视十条”，成立影视
工作专班，引导培育影视业态，构建完整的影视生产服
务体系……这两年来，泉州陆续吸引到北京、浙江等地
的优秀影视制作机构落户，众多本土影视企业也相继
涌现，影视产业发展的路径渐渐清晰。

2021 年 3 月，《泉州市关于扶持影视产业发展的若
干措施》出台，以十条措施鼓励影视企业落户泉州，真
金白银鼓励创作更多优秀影视作品，讲好泉州故事。据
悉，“影视十条”全面涵盖了从剧本制作到影视拍摄、后
期制作、播映乃至产业园区建设、人才培养等影视全产
业链的各个环节，来泉取景最高可获 300 万元补助，优
秀作品最高可获 400 万元奖励。泉州下辖各县（市、区）
也纷纷出台扶持政策，争夺影视资源。

在政策激励下，2022 年以来，泉州市委宣传部牵头
成立影视工作专班，整合资源、促进各方有效对接，有效
衔接影视立项、剧本选取、资金筹备、影视协拍和开机拍
摄等关键环节，提供全链条全流程服务。据统计，泉州
2022年新注册影视企业 38家，新增投资 3.3亿元。

由此，泉州影视创作整体呈现蓬勃发展良好态势。
一批拥有高流量的影视作品相继生产，泉州影视人参与
的大项目、好项目越来越多，不少“泉州出品”的好作品
收获了业界诸多肯定。前不久在爱奇艺平台上线的国漫

《赤焰锦衣卫》，把故事舞台设在泉州府刺桐城，众多世
遗点及大量闽南传统古建筑让整部剧既充满泉州元素
又国风感满满。该片的制作公司就是一家本土企业。

此外，展现福建创业者继承发扬“爱拼才会赢”精
神的院线电影《奋斗吧青年》已完成拍摄，拟于今年上
半年上映。这部电影将通过喜剧的表现手法，展现福建
文化风情及闽南人不屈不挠的精神特质。

同时，讲述神话人物杨戬勇斗申公豹故事的网络
电影《封神天下杨戬传》也已完成拍摄，即将在爱奇艺、
优酷、腾讯视频等平台上线播出。

目前，《中国兵王·绝密任务》《执行局》《天龙八部
之乔峰传》《101次抢婚》等 11部由泉州主导或参与的影
视项目，已完成拍摄或正在拍摄；《刺桐花开》《向海而
生》《大宋市舶司》等 19 部影视项目正在筹备投拍中；

《我的青春我的国》《俞大猷》《回望闽南侨批》等 11 部影
视项目正在洽谈；《千年泉州传》等一批根植泉州历史
人文的剧本也在撰写中。

此外，记者了解到，泉州已连续两年获得福建省电
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持补助，补助的项目
数量及金额位居全省首位。

“泉州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丰沛的文学土壤，是
孕育影视编剧的天然富矿。”泉州市市长蔡战胜说，鼓
励影视企业落户泉州，鼓励推出更多的优秀影视作品
讲好泉州故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世遗之城、海丝泉州
的无穷魅力。

照亮世遗之城的光影梦
□本报记者 李向娟 何金 通讯员 张素萍

海丝名城正在迎来影视产业大发展的曙光。 陈英杰 摄

好电影，离不开好剧本。无数动人的故事，从编剧笔下流泻而出，借助光影的力量，带给世人感动与震撼。
3 月 25 日以来，以“致敬编剧”为主题的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暨电影编剧论坛，以及第一届海丝泉州

文学周活动，搅动了世遗之城泉州的文化基因。来自电影编剧、导演、文学、表演、剪辑、美术等领域的百余
名影视界“大咖”聚首海丝名城，助力优秀电影剧本创作推介，共铸中国电影文学新辉煌。

“海丝文化如何赋能电影文学”“如何借力影视，传播丰饶的闽南文化、世遗文化”……这场年度电影文
学盛事，带我们走近业界“大咖”，听他们讲解影视与文学“双向奔赴”——

核心提示

①3月 25日，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暨电影编剧论坛在泉州开幕。
陈英杰 摄

②第一届海丝泉州文学周在泉州庄正故居举办。 无线泉州 供图
③第一届中国电影编剧周闭幕晚会上，戏曲音乐《有缘来泉州》等展

示了泉州独特的海洋文化、闽南文化。 陈英杰 摄
④开元寺内古印度教石柱上，体现中外文化融合的石刻图案引起参

会嘉宾的浓厚兴趣。 林劲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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