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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福建电影事业蓬勃发展，无论是在外
的福建籍电影人反哺家乡，还是外省电影人来福
建，都给福建电影带来活力。福建作为题材富矿，
有大量富有时代价值、彰显时代风貌的题材等待
挖掘，福建电影事业发展有更大空间。

在采访中，记者在感受福建电影发展取得丰
硕成果的同时，也体会到福建电影还有很大的领
域可以拓展。比如，可以将人才库和剧本库打造结
合，以新文艺群体的帮扶工作为抓手，广泛凝聚各
方各界各层级力量，将福建题材加工成广大电影
界资源触手可得、来之即用的题材库。借鉴福建戏
曲发展的优秀经验，创办一系列常态性的剧本创
作研讨会，充分发挥闽派批评的历史优势，健全电
影创作生产引导机制，打造福建题材电影剧本的
创作金字塔、创作生态链。

还有，深度挖掘厦门、平潭、泰宁以及 20 个外
景拍摄基地的产业链纵深可能，在以创作为主要
内容的生产链中，拓宽拍摄、制作、发行、交易以及
衍生产业的可能性，特别是结合风头正健的文旅
经济，很容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在此基础上，
借鉴产业链招商、链式传导等其他工业领域的先
进经验，铸链强链补链延链，进一步向产业集群建
设蓄势积能。

此外，进一步创新探索更加有时代生命力
的 合 作 模 式 。就 这 一 点 来 说 ，福 建 轻 工 业 基 础
雄厚，尤其是鞋服、玩具、日用品等产业链影响
深 远 ，但 数 量 庞 大 的 中 小 企 业 缺 乏 品 牌 附 加
值 ，可 以 通 过 电 影 IP 授 权 ，锻 造 电 影 周 边 开 发
等 文 创 产 业 链 ，赋 能 传 统 制 造 业 ，探 索 福 建 电
影特色发展之路。

升维并非一时妙想，更非朝夕之功，只有在持
之以恒的奋斗和实践中，才可能高瞻远瞩、拓基稳
业。福建电影人有值得骄傲的过去，一定能昂然向
前、继往开来！

福建电影随想
□本报记者 陈尹荔

光影之间，带你“看”福建电影
□本报记者 陈尹荔

核心
提示

电影是综合国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载体，也是拉动文旅经济的重要引擎。近些年，福建
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让影视产业在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乡村振兴、闽台交流、对外合作上发挥更大作用，成为高质量发展新
能级，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福建文化的独特魅力。

据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统计，2010年以来，福建出品的电影票房过亿元共9部，5000万元至1亿元共5部，1000万元至5000万元共7
部；福建联合出品、联合摄制的电影多次斩获“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华表奖等全国性奖项，在东京电影节、加拿大电影节、中美电影节、丝
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澳门国际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上频频折桂，通过电影，福建声音走向了世界各地。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5月 23日晚，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
华表奖颁奖典礼宣布，福建第一出品和联合出
品、联合摄制的 4 部影片斩获 9 项大奖，创历史
最好成绩。

1984 年，由福建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武侠动
作电影《木棉袈裟》国内票房高达 1.4亿元，在当
时的中国电影史上仅次于老电影《红楼梦》，在
那个年代创下票房奇迹。

时光流转近 40 年，在福建电影的发展征程
中，不仅有遍布省内外的闽人智慧，更有为福建
电影倾力奉献的各方力量。展望未来，福建电影
需要更多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把福建精神、
福建声音传递出去。

闽人智慧

6月的一个周末，恒业影业北京公司，像之前
的每一个周末一样，20名策划人员每个人用5至
10分钟讲述着自己一周以来关注新闻、文学、影
视等形成的剧本创意，等待着制片人“沙里淘金”。

2007 年，从承包福州学生街一家倒闭的电
影院开始起步，创始人陈辉在福州创立恒业影
业。如今，以出品制作、营销发行精品影视内容
在业内颇具名气的恒业影业成为福建电影人走
出去的典范。

“在福建电影人中，我们算是比较早入驻到
中国电影文化的核心资源地北京的，这也使得
我们能够积攒更多人脉、获取资源，从而打开视
野、提高格局。我觉得，这对于公司未来电影创
作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恒业影业副总经理、
总制片人林朝阳说。

公开资料显示，2012 年起，依托福州总部
的发展，恒业开始建立分支机构，目前已成立了
北京恒业时光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恒
业牧马人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影沐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恒业（香港）电影发行有限公
司、恒业影业广州分公司等，发展版图在全国布
局拉开。此后，恒业影业还跟韩国、泰国、越南、
日本等电影团队有多项合作。

成立至今，以恒业为第一出品方的电影有
20 多部，其中 9 部票房过亿元，包括《被偷走的
那 5年》《闺蜜》《京城 81号》《中国乒乓之绝地反
击》等。其中，《误杀》上、下两部的票房分别是
13 亿元、11 亿元，成为截至目前福建第一出品
的影片中最高票房纪录。

电影《满江红》的发行人朱玮杰被很多福建
同乡引以为豪，他掌舵的北京无限自在文化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被誉为业内“最能整合资源的
影视营销公司”。《新倩女幽魂》《叶问前传》《这
个杀手不太冷静》《夏洛特烦恼》《前任 3:再见前
任》《江湖儿女》《地久天长》等多部影片的营销
工作都由该公司负责，出品及营销助力的电影
项目票房累计超 400亿元。

自 2019 年起，“无限自在”就在福建落地了
多个优质项目，借电影传播将福建的文化名片
传扬至五湖四海。由其制作出品的《天龙八部之
乔峰传》正片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电影全网榜
第一；出品的《倚天屠龙记之九阳神功》《倚天屠
龙记之圣火雄风》齐聚甄子丹、古天乐等著名演
员，打破网络电影多项播映纪录，并登陆中国香
港、中国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区、国家院
线上映，火爆 2022 年春节档，创下了福建电影

文化出海的新纪录。
据省电影局不完全统计，闽籍知名电影人

有导演陈凯歌、夏蒙、林珍钊，制片人唐蒙、梁静
等，编剧林黎胜、杨金远等，演员杨紫琼、姚晨、
张静初、龚蓓苾、陈赫、欧豪、陈都灵等，发行人
耿 跃 进 、朱 玮 杰 、吕 建 民 、陈 辉 等 ，微 影 时 代
CEO林宁，导演、影评人江小鱼等等。

“这一批电影界的福建乡贤在整个中国电
影发展的格局和进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闽人
智慧的作用，家乡人也成为福建电影发展不可
小觑的一股隐形力量。”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
处长张应辉说。

《战狼 1》《战狼 2》出品方春秋时代影业的
董事长吕建民也是福建人。

“通过这些年福建电影人的努力，行业对福建
电影开始重视起来了。过去，我们要拍个电影没人
搭理你，现在我们要拍，行业里顶尖的创作者都会
主动地来寻求合作机会。”吕建民深有感触地说。

2019 年，春秋时代在平潭召集筹办了第六
届华语影视编剧研讨会，50 余位资深影视人与
会探讨剧本创作。在 2019年至 2021年的厦门金
鸡百花电影节，无限自在影视公司邀请到李少
红、王晶、管虎、张一白、陈思诚、徐峥、黄渤等著
名导演、制片人，王中磊、王景春、张译、杜江、霍
思燕、梁静、姚晨等明星齐聚“有福电影人之
夜”，为福建电影事业蓄势积能、凝心聚力。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不是讲福建故事，
但留在福建拍摄；姚晨的《脐带》来福建做路演；

《检察风云》第一出品放在平潭的公司；无限自
在影视公司的很多影片发行都来福建做推广……

“这些看似都是外力在对福建电影产生作用，但
内在还是闽籍电影人的推动，体现了福建电影
的影响力在逐步扩大。”张应辉说。

集结八闽

与福建电影影响力逐步扩大相伴随的，还
有外界对福建发展电影的信心。

2021年，身兼电影《流浪地球 2》科学团队执
行制片人，电影《独行月球》《球状闪电》和电视剧

《三体》科学顾问的王姝，与厦门大学教授黄鸣奋
等，联合申请了在该校落地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
学重大项目“比较视野下中国科幻电影工业与美
学研究”课题。2022年，王姝还成为厦门大学电影
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科幻电影方向的首批博士生。

“为了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福建给了很多扶
持政策和资金，形成了很好的土壤。我们做研究
一定要到最活跃最前沿的地方去，这是我看中
这个平台很重要的原因。”王姝说。

作为具有全球传播力的时尚艺术门类，电
影拴住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才俊的青春。福建也
通过电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有志之士。

“相对一些大省，我们对电影的资金扶持力
度还有差距，但我们用情感留人。”张应辉说。

导演陈力电影从业生涯已经 30 多年，从
2010年拍福建题材电影《爱在廊桥》开始，陈力与
福建的“电影情缘”就此结下。此后的13年间，从

《血战湘江》《古田军号》到《守岛人》，陈力与福建
电影的情缘被进一步深化。其中，《血战湘江》是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福建题材；《古田军号》
由福建电影制片厂立项出品，《守岛人》由福建电
影制片厂参与联合出品，均在福建拍摄。

2022 年 10 月，导演陈力因为拍摄影视作品
的需要，再次来到《古田军号》的取景地之一——
长汀县古城镇丁黄村丁屋岭。

“他们等到我后，像亲人一样拉着我的手说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陈力回忆，过年的时
候，丁屋岭村的老人食堂摆上一桌年饭，老人们
挨个儿和她视频拜年，“来到这里，一下子就能
融入，感受到最质朴的情感带来的温暖”。

近年来，福建电影制片厂与全国影视大企
业合作，凭借一系列电影力作，拿下“五个一工
程”奖、金鸡奖、华表奖、百花奖等众多国内顶级
大奖，秉承了上世纪 80 年代就获誉的“小厂扛
大旗”基因，成为扬名全国的一支劲旅。

“福建电影开放包容的环境正在吸引着大
量全国优秀电影制作人来创作福建题材的电
影，福建电影题材的富矿也日益显现在全国电
影创作者的视野当中，不断让全国各地优秀影
视资源集结福建。”张应辉说。

近来，有消息传出，尹力导演要来福建拍林
则徐题材，华夏影业要来拍郑和下西洋题材，博纳
影业要来拍晋江商人，陕西团队要来拍“小巷总
理”林丹……

“福建文化资源丰富，红色文化、‘福’文化、
朱子文化、海洋文化、船政文化、侯官文化等等，
这些饱含福建文化特征的题材尽管看上去是地
域性的，但实际上具有全国视野，对整个中国历
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也面临着在新的历史
时期如何挖掘的问题，正因如此，如今这些文化
题材逐渐引起了全国电影人的重视。”张应辉说。

梦启未来

上世纪 80 年代，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
吴彤扛下重重风险，力挽狂澜促成与香港嘉民影
业公司合作拍摄《木棉袈裟》。她曾说：“我心中始
终有个梦想，就是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在 2022 年举行的金鸡百花电影节配套活
动——“福影·泰宁之夜”上，福建表示正努力打
造全国电影的“东南之强”。

时光流转，不变的是代代相承的福建电影梦。
“电影是便捷化、大众化的艺术形态，是把

福建故事、福建精神、福建声音传递出去的重要
手段。”在张应辉看来，未来福建电影发展需要
更多的“请进来”和“走出去”。

“我们主动邀请知名导演、知名编剧介入福
建电影创作，敞开胸怀来请进来，实际上也是一种
走出去，借他们的力把福建电影更大力度地传播
出去。我们希望，福建电影不管是福建拍的，还是
来福建拍摄的，中心目的还是要把福建文化往外
推，为福建文化强省建设添砖加瓦。”张应辉说。

金鸡百花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IM 两岸青年影展，在福建落户的三大电影节
上，福建电影管理部门都会打造“有福电影人”
平台，依托于此邀请闽籍电影人，并鼓励他们邀
约圈内朋友一起来参加节展，吸引他们到福建
立项，到福建开设分公司。

“这种模式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实现福建电
影口碑的传播，把福建电影的氛围往上烘托。”
张应辉说。

2022年，我省举办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活
动，精心策划“有福电影”“金鸡百花星光海岸”等
10余项特色项目，筹办第三届 IM两岸青年影展，

多地承办了法国儿童电影展、香港经典电影展、厦
门-泰国电影展、万达莎士比亚戏剧影像展等单
一节展。组团赴西安参加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
影节，举办“有福电影、丝路闽陕”电影工作交流活
动……在推进电影发展上，福建动作频频。

2000 多家影视企业先后落户厦门影视拍
摄基地；自平潭颁布影视政策实施细则后，春秋
时代影业公司、世纪长龙影视公司等多家知名
影视企业把分公司开到了平潭；总投资 2 亿多
元的泰宁影视基地位于山区，已经接待了上百
个剧组……当前，我省共有厦门、平潭、泰宁三
大影视基地及 20 个重点影视外景拍摄基地，名
声渐起。2022年，累计接待剧组突破 150个。

此外，福建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在推动中国
电影“走出去”中作出福建贡献。作为台胞重要
祖籍地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不
断加强对台对外文化交流，办好 IM两岸青年影
展、“有福电影 情系海峡”等闽台电影交流活
动，推进福建电影泰国展、新西兰惠灵顿“中国
电影周”等重点项目，探索成立海峡青年电影创
业联盟，引导台湾青年电影“首来族”来闽考察
创业，让福建成为台湾电影业登陆“第一家园”，
成为中国电影出海的“桥头堡”。

记者从宣传部门获悉，我省坚持把创作优秀
作品作为电影产业发展的中心环节，深耕重点题
材，提升原创能力，加快打造国内一流的影视工业
化制作基地、影视文旅目的地、影视文化交流中
心，让“拍在福建”成为全球影视创作的重要选择。

据《2022 年 福 建 省 电 影 产 业 发 展 情 况 报
告》显示，2022 年，共有 96 家电影制作企业向省
局申报电影剧本（梗概）通过 150 部，经国家电
影局公示后取得拍摄许可 120 部。全年审查国
产影片 27 部，经国家电影局公示取得公映许可
证 12 部。受一定因素影响，福建企业第一出品
的影片仍然公映 6 部，总票房仍然达 3199.8 万
元，我省正在聚力打造更多展现时代风貌、彰显
中国气质、蕴含八闽特色的作品，在不断攀登新
高的同时，福建电影已经成为福建一张闪亮的
文化名片，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聚积势能，为文
化强国建设贡献福建力量。

在福州举办的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福州举办的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