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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发言摘要

赵进军：中法关系良好并非偶然，有历

史渊源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国

驻法国大使、资深外交家）

在我的外交生涯里面，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在

法国，从秘书到参赞，再从参赞到公使，最后到大

使。我的一生都致力于中法关系的相关工作，自

认为非常了解中法关系，但是看了这部片，才发现

原来两国之间，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还有这样一

段历史，我是不那么了解的。我觉得这非常珍贵

和有价值。我要对本片的提议者、创意者和实践

者表示感谢，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康熙与路易

十四》能够让人了解到，中法之所以后来能有这么

好的关系，不是偶然，它有历史和文化的渊源，还

与两国人民的特质有密切相关。我希望本片能够

很快在电影院公映，也期待能看到更多有深度的

评论文章，重新解读中法关系——原来两国人民

之间存在着如此深厚长远的关系。

胡占凡：题材稀缺，增加中国纪录片的

丰富性

（中国电视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电视

台原台长、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这是一部独树一帜的电影。选择这样的题

材，还做得这么漂亮的片子，在我印象中还真不

多。首先这是一部稀缺性题材的影片，而且看下

来很有趣味性。此外它也有非常强的史料性，有

很高的存在价值和传播价值。这部影片的诞生，

增加了中国纪录片的丰富性。反映中外关系的纪

录片本来就不多，反映这段历史的就更少了，因为

这段历史本身比较短暂——在它之前，顺治是封

闭的，后来到了乾隆，又开始闭关锁国，难得有康

熙这段窗口期，就显得特别好看、特别奇特。这部

纪录片反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多面性和

复杂性。这部影片的好看，还在于它非常流畅，故

事性很强，观众看起来不枯燥。它不是单纯说史

料，而是用故事在说，语言和画面信息量很大，制

作上也很讲究，是很娴熟的纪录片制作手法。

张丕民：本片一定会载入中国纪录电影史

（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家广电

总局副局长）

我对这部影片的创作者们表示敬意。这是一

部整体完成度非常高的纪录片，挑不出毛病。我

相信这部影片一定会写入中国纪录片史。我还希

望本片的发行工作要得到重视，这部片出自广州，

仅就广东而言，它本身就是中国电影的大票仓，更

何况还有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这么好的片子，在

国内能造成多大的影响力，创造多大的价值，我觉

得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童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中国广播电视

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原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都非常强的

作品。影片完成得很成功，它以全新的角度诠释

了三百年前一段不太为人知的历史。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这部影片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

如何共赢，三百年前中国和法国的君主其实

已经在思考。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电影里很好地

渗透进了这些内容。世界现在有一些曲折，但人

类最终是要走向大同的，这些曲折需要我们当代

人用智慧去化解。对这个问题，这部影片打开了

我们的思路。这部影片的意义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

仲呈祥：我们就是要歌颂这样的电影

（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央文史馆馆员、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原主席）

《康熙与路易十四》以史为鉴，把这样一段珍

贵的历史同当代文化相联系，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完全打通了历史和现实的通道，再怎么评价它都

不为高，我认为我们就是要歌颂这样的电影作品。

《康熙与路易十四》的破题在于元首外交，写

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 300年前交汇，开始了

一段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片中提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影响了法国思想界，其实这

句话也是当今世界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

矛盾的一个普遍真理，还可能成为解决当今世界

局部纷争的一剂文化良方。

这部片子还在哲学方面给了我们启示。现在

21世纪，更适用哪一种哲学？我认为应该以中华

文明为主体，并以广博的胸怀，吸纳西方文明适合

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中西合璧，不是二元对

立，而是互鉴共进，是一种和谐辩证的新哲学。总

之，这部电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

思想，它很好地体现了为什么文明因交流就能互

鉴，因互鉴就能共同繁荣和发展。

刘建中：站位高且接地气

（著名纪录片专家、原国家广电总局电

影局局长）

看了这部片子，我很吃惊，我认为它是可以拿

奖的作品。总结下来，它有四个特点。一是主题

突出，题材选取角度特别。它集中在两个国家元

首的身上，站位特别高，但里面的内容又非常充

实，而且接地气，毫不空泛。片子围绕 1688年路

易十四给康熙皇帝的一封信开始，后面路易十四

1715年去世，康熙 1722年去世，而另一个主要人

物白晋死于 1730年，就是几十年的时间，非常集

中，不散乱。 二是素材充分，史料详实。本片有

很强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这是纪录片当中最重

要、最本质的东西。三是故事叙述流畅。这些史

料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新闻要素都有，有开头也有结尾，还有相互关系，

看起来非常流畅，能抓住你看下去。四是从纪录

片的角度，本片的文学表达和影视表现都非常有

特点。它对中法历史交流这个题材把握得非常

准，中国人看了很舒服，法国人看了也会很舒服，

这就很难得。解说词的作者，还有历史顾问，功不

可没，很有功力。

阎晓明：兼具文献性、知识性、艺术性

（中国电影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看了影片后，我大受震撼，没想到会是这么一

部深具文献性、知识性、艺术性的佳作，我觉得它

会在中国的外交史、文化史、电影史上都留下一

笔。《康熙与路易十四》有几个特点。一是历史长

度。它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把三百年甚至

更长历史阶段里的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进行了一

次很有章法的讲解。二是广度。当时东西半球两

个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和法国，如何跨越大洋

进行交流？影片通过一艘船把它们连接了起来。

三是高度，以前我们的电影表现了很多历史上的

民间外交，比如马可·波罗、鉴真和尚等，这一部则

提升到了当时两国君王之间的外交。四是深度。

过去我们常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

一人”，但之前的康熙其实也在“看世界”。中华文

化对欧洲、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今后我们如何

将中华文化更好地发扬光大，这部影片带给了我

们全方位的思考。

江平：强强联手，让人眼前一亮

（资深电影监制、著名导演、中国夏衍

电影学会会长）

新中国与国外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中法

合拍的《风筝》，当时是中影的前身北京电影制片

厂做的。60 年之后，我们又拍了这么一部影片

《康熙与路易十四》，也是中法合拍，而且恰恰是能

够纪念中法建交 60周年，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

新。本片从两位君王的交往当中，与当今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相呼应。其实在于西方文明

的交融当中，我们也有许许多多向西方借鉴的部

分，片里展现的，可以说是最早的，而且详实、珍

贵、具体、立体。它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纪

录片。

制作方面，感谢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拍了这么

一部优秀的作品。本片主创团队是强强联手，尤

其是总监制喇培康，他把驻法多年的经验都用在

了片里，还有制片人董培雯，追溯 20多年前内地

与香港电影的早期合作，她就做了很大贡献，这么

多年来也一直拍了很多好片子。希望《康熙与路

易十四》将来能够取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双丰

收。

侯光明：运镜自然，有感染力，难得的精品

（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书记、博士生导

师、教授）

从历史认知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讲了两个

帝王如何互相宽容，最后实现双赢，这背后也有白

晋等一批来华科学家的努力。这是历史的真实，

对今天也有借鉴作用。 从文化传播和文明互鉴

的角度来看，本片从哲学、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

呈现中法交流的内容和成果。在全球化的当下，

文化的互鉴很重要，不仅能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

也能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从纪

录片的角度来看，本片用了影像、音效、文献甚至

专家解说等多种手段来呈现三百年前的事实，并

且呈现得很好——运镜自然，生动逼真，有感染

力。从中法文化特色呈现的角度看，它在中法合

拍片里是一部难得的精品。

郭本敏：带来很强的冲击力和可看性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原总编辑）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国际交流渊源流长。当

然后面的交流有曲折，比如说乾隆全面封锁孤立

等。但在那之前，还有一段文明之间的互相欣赏、

互相借鉴、互相融合。这个选题很高明，几乎是填

补空白式的。很难得的是，它不是故事片——如

果是演绎就没意思了，少了纪录电影的真实性和

冲击力。这部作品综合应用了各种视角和各种手

法，包括到当年故事的发生地去还原，片中影像给

大家带来的冲击力和可看性是很强的。

李舫：文化价值高，更有重要政治意义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首先，这是一部历史纪录片，但同时它也具有

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这部作品在这个重要的时

间节点上推出非常重要。今年还是习近平总书记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一周年，所以这部片子的重要

意义更是不必多言。其次，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化

价值。我知道这个故事，也曾在故宫的展览里看

过路易十四给康熙皇帝写的信。中法远隔万水千

山，但一直经历了持续不断的互相理解的尝试，这

部影片把三百年前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交流互鉴的

重要对话重新呈现出来，非常有意义。

皇甫宜川：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次

非常好的探索和实践

（全国政协委员、《当代电影》社长兼主

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看完电影我很激动，没想到会这么好。首先，

它是一部品质很高也非常好看的纪录片，集知识

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于一体，而且具有历史思考和

当下意义。影片的信息量非常大，在结构上非常

扎实，叙述和解说非常流畅，对这段历史的总结、

评判和展望娓娓道来，很有亲和力。其次，这是一

部具有很强的当代性的影片，是一次对历史的重

新发现和思考。它用一种很好的讲述方法，把两

个国家相互交融带来的人类发展必然性呈现出来

了，能给年轻人带来很多思考和启示。再者，这部

影片是对中国电影“走出去”一次非常好的探索和

实践。对于“走出去”，合拍是一种特别好的形式，

我们过去更多在故事片领域发力，但其实我们还

有很多纪录片值得走向海外。

张燕：一部中法历史文明互鉴的论文电影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这是一部纪念中法建交60年的纪录片，有重

要的历史价值以及时代引领与献礼意义，契合了

时代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等国

家主题。它有如下鲜明特点：纪录片创作形态探

索新颖，以论文电影为主要特色，有立论，有史论、

有评价，更具传播力与感染力与影响力。立意高

远，以史为鉴，力求在银幕上还原历史，构建中法

经贸文化交流的开端起点的影像图景。以人为核

心，聚焦两个君王，又以受到康熙重用的法国科学

家白晋为中心人物，以白晋视点进行旁白叙述和

情感书写，极具内在张力，达到共鸣、共情与传播

接受效应。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互动为

重心，表现了两位君主英雄所见略同，双向奔赴，

做到了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体现了全球文明

互相尊重、促进、借鉴。总之，这部电影有效推进

了中国故事的国际化讲述与全球性推广。

王一岩：制片难度大，体现团队智慧

（国家一级导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文化节目部主任）

作为还坚持在一线工作的老导演，我今天看

完这个片子后特别激动。作品的成色非常好，我

也同意它是值得拿奖的一部作品。《康熙与路易十

四》是中法合拍——我也曾在法国拍过片子，我深

知其中的制片难度，要远远大于创作难度影片前

期的“田野调查”做得非常充分，而在后期制作上

也值得称道，里面有许多本来是很烧钱的动作，在

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做到现在这样的效果，我觉得

是后期团队的智慧。而且本片的思想性非常强。

我一直强调，纪录片如果停留在对史实的挖掘和

史料的堆砌，它不叫纪录片，纪录片一定是学术

性、思想性的体现。

樊荟：适合年轻人看，希望影片走进校园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国家二级编剧）

纪录片对年轻人来说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片

种。因为相较于虚构性的故事片来说，纪录片的

客观性更强、可信度更高。对于有一定教育背景

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更愿意选择纪录片来作为他

们观看的对象。《康熙与路易十四》对于在年轻人

中普及中法文化交流历史非常有意义。这部影片

的叙事角度，尤其是对历史的再现，可以很直观地

让年轻人代入历史的现场，而且题材涉及多学科

的融合，我觉得很值得在校园推广。希望这部影

片能走进更多全国的高校以及中小学，让更多的

学生们看到。

（下转第15版）

电影《康熙与路易十四》专家研讨会获赞

展现中法文明互鉴丰硕成果

《康熙与路易十四》专家观摩研讨会现场合照

4月 24日，中法合拍纪录电影《康

熙与路易十四》在北京举行专家观摩

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夏衍电影

学会、广州广播电视台主办，佰安影业

（北京）有限公司承办。

《康熙与路易十四》为庆祝 2024
年中法建交 60周年而作，分别在中法

两国实地取景。这部“中国故事，国际

表达”的影片讲述了三百多年前，法国

国王路易十四派遣六名“国王的数学

家”前往中国，随后当时中国清朝皇帝

康熙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路易十四展

开积极互动，开启了影响深远的中法

科技、商贸和思想文化交流，包括两国

科技合作催生了中国第一张具有科学

意义的《皇舆全览图》，范围涉及 1100
万平方公里，不仅第一次标注了世界

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而且西藏、新疆和

台湾赫然含盖在中国版图之内；两国

商贸交流给双方带来巨大实惠，特别

是中国商品进入法国后屡屡掀起“中

国热”和“中国潮”；两国思想文化交流

使一大批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古籍

经典传入法国，在法国思想界、学界、

特别是对后来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启蒙

运动产生深远影响，不仅实现了西学

东渐，同样做到了东学西传。

《康熙与路易十四》深刻反映了习

近平总书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

因互鉴而丰富”的重要理念，具体展现

了中法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丰硕成

果。影片真实、细腻、生动、有趣，知识

性强、信息量大，是一部别开生面，令

人耳目一新的纪录电影。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常务副主任、原中国驻法国大使、资

深外交家孔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副理事长、原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副主任、原中国驻法国大使、资深外交

家赵进军，中国电视家协会名誉主席、

中央电视台原台长、中国文联原副主

席胡占凡，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原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中国电

影家协会顾问、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副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副局长童刚，著名文艺评论家、

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仲呈祥，

著名纪录片专家、原国家广电总局电

影局局长刘建中等参加研讨，对于《康

熙与路易十四》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