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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报记者 李佳蕾 摄影 李霆钧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本报讯 莫斯科时间 4月 17日晚，第

47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在具有百年历史

的莫斯科大剧院启幕。俄罗斯文化部作

为电影节的主办方，特别邀请中哈合拍故

事片《音乐家》在俄首映并参加本届莫斯

科国际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展映。

4月 18日下午，《音乐家》在莫斯科著

名艺术剧院"Oktyabr"放映，吸引了前来参

加电影节的多国电影从业者以及莫斯科

本地观众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到场观摩。

电影放映前，主办方向观众详细介绍

了《音乐家》的故事背景。《音乐家》总策划

和出品人、北京闪亮影业董事长沈健应邀

到场发表致辞。

沈健在致辞中首先感谢俄罗斯文化

部和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特别邀

请。沈健与现场观众分享了电影《音乐

家》部分故事场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取

景拍摄的难忘经历。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影片放

映前接见了出品人沈健。张汉辉代表使

馆向《音乐家》在俄首映表示祝贺。张汉

辉说，今年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 120
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

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分别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主战场和东

方主战场。冼星海为两大战场同时创作

出大量彪炳史册的音乐力作，激励人民抗

击法西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世界级艺术

成就。此次《音乐家》在莫斯科放映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驻俄罗斯公使衔文化参赞封立

涛亦应邀出席了《音乐家》的放映。封立

涛在现场盛赞电影《音乐家》所取得的艺

术成就。封立涛认为，《音乐家》所表现的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生命最后五年在卫国

战争中的创作和人生经历，成为中俄两国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人民友谊的文化纽带，

也为当前中俄关系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的人文合作提供了历史范本。

据现场观众反馈，影片中冼星海创作

《黄河大合唱》《阿曼盖尔德》等交响史诗

的场景尤其令人动容。许多俄罗斯观众

在观影后感动落泪，称赞该片“气势恢宏，

感人至深”“以独特的视角重构了战争记

忆，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的完美

平衡”。

今年是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创办 90周
年，不仅是俄罗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文

化盛事，也是国际影坛公认的 A 类电影

节之一。

电影《音乐家》由中国闪亮影业与哈

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联合摄制。由享

誉中国影坛的国家一级导演西尔扎提·牙

合甫执导，汇聚了胡军、袁泉、剧雪等中国

演员与哈萨克斯坦演员别里克·艾特占诺

夫、阿鲁赞·加佐别可娃的跨国阵容。

《音乐家》迄今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展

映，获得广泛好评和多项荣誉。影片于

2023年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2024年在柬

埔寨获得第二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等

多项国际荣誉。 （支乡）

4月17日，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无界

∞沉浸单元”举行开幕系列活动。中宣部电影

局副局长陆亮，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

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中国电影科研所

（中宣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所）党委书记、所长

龚波，国家电影专资办主任杨武军，华夏电影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白轶民，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副主任林思玮，中宣部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

作中心副主任唐科，中影集团党委委员、中影

股份副总经理任月，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电影局局长范庆瑜，贵阳市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黄成虹，河南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

长王仁海，中宣部电影局技术处处长黄治，北

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国际电影节运行中心主任

崔岩，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余小林以及全国各省区市党委宣传

部电影处负责同志，国有和民营电影单位、电

影专业院校、电影创作者、专家学者代表参加

活动。

现场举行了“中国电影新赛道”启动仪式，

陆亮、孙向辉、龚波、杨武军、白轶民、唐科、任

月、范庆瑜、黄成虹一起上台，共同开启虚拟现

实电影新纪元。

陆亮代表中宣部电影局将“电审虚字

〔2025〕第 001号公映许可证”片头颁发给影片

《唐宫夜宴》，王仁海代表出品方领取片头。

据悉，本届“无界∞沉浸单元”汇聚了47部
先锋作品，包含VR、AR、MR、环幕、三折幕及影

像交互装置等多种技术形态。特邀策展人黄

渤阐述了策展思路，他表示，本届“无界∞沉浸

单元”分为“无界影院”和“沉浸空间·无界影

像”两大板块，“无界影院”将展映来自全球范

围内精选的VR作品，“沉浸空间·无界影像”则

包含资深艺术家与高校青年创作者的艺术作

品，“在接下来一周多的时间里，我诚挚地邀请

大家一同走进‘沉浸影院’，感受不一样的电影

时空。”

开幕式上，崔岩代表电影节组委会为黄

渤、费俊、王之纲、王跖、张文超、卢思屹、叶佑

天、蒂埃里·洛亚（Thierry Loa）、柒感等创作者

颁发了展映入围证书。崔岩表示：“北京国际

电影节始终关注电影的前沿与未来，相信40余
部用科技与艺术共同编织的参展作品能够进

一步丰富大家对未来影像的感知和理解。”

2018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承办北京国际

电影节“北京展映”时首次设置了沉浸式影像

展映 VR单元。2023年，该单元升级为 XR单

元，今年进一步扩展为“无界∞沉浸单元”。孙

向辉表示，随着虚拟现实电影归入电影管理体

系，中国虚拟现实电影开启了新的征程，“无界

∞沉浸单元”将继续为中国虚拟现实电影搭建

交流平台，“希望大家在技术交流、文明互鉴、

艺术对话中进步，拓展电影艺术的感知维度，

给观众带来更多沉浸式的作品体验。”

现场还举行了“致敬中国电影120周年：高

校主题创作”作品联合发布仪式。林思玮、黄

治、崔岩、余小林以及来自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电影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四川美术学院、中国

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

大学、天津美术学院、北京印刷学院、广西师范

大学、西安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广州美术

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入围高校的相关院系代

表上台进行了发布。

当日下午举行的“影链未来——虚拟现实

电影产业生态大会”，是国家电影局发布《关

于促进虚拟现实电影有序发展的通知》（简称

《通知》）后，全国首个虚拟现实电影产业的相

关活动。

会上，黄治就《通知》精神与大家进行了交

流。他表示，国家电影局高度重视这一文化和

科技融合创新的新赛道，夯实发展基础，推进

《虚拟现实电影》系列技术规范的研制工作，各

级电影主管部门将为虚拟现实电影健康发展

提供扶持和保障。他还表示，不管使用什么样

的科技手段，电影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虚拟现实电影也要高度关注人民

的所思所想，“多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

作品，新形态、新业态才真正立得住、走得远。”

随后，王仁海介绍了河南广电在虚拟现实

电影及产业方面的布局和相关探索经验。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迅、皇甫宜川，

中国电影科研所（中宣部电影技术质量检测

所）检测认证北方中心副主任董强国，中影科

技公司CTO兼产品总监、中影电影制片厂总工

程师靳宇，西安XR电影产业基地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西安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季萱，PICO亚太企业服务负责人刘凯等专家学

者围绕虚拟现实电影的发展以及虚拟现实电

影规范化建设的路径与展望展开了交流。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雯、

HTC中国区业务总裁华晓枫、当红齐天集团高

级副总裁陈肃、中鼎科技集团创始人兼CEO张

晋鹏、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董事长姚中福、

XPARA创始人兼CEO呼显龙等学界和业界代

表则聚焦虚拟现实电影的产业化与市场模式

探索进行了讨论。

大家表示，发展虚拟现实电影，不仅是响

应中宣部电影局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电影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电影行业各产业链

应同心协力，从产业端推动创作和研究，积极

构建电影、艺术、科技、教育、产业为一体的新

场域，开辟中国电影新赛道。

会上，大象元、吾知科技、三体宇宙、醒客

科技、亲客传媒、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企

业发布了《龙门金刚》《甲骨风云》《长安三万

里》《吞食者》等虚拟现实电影项目。

生态大会还特别创设了虚拟现实影院发

展计划，为虚拟现实电影项目提供放映端支

持。潇湘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谷良，珠

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

理笪剑，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晓刚，浙江时代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孙德顺，华夏电影院线执行

董事、总经理李淋琳，四川太平洋影院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莎，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董

事长姚中福，上海华人文化电影院线、UME影

管运营总监蔡晓雪，文投控股常务副总经理、

耀莱影城董事长蔡敏，百老汇内地运营总经理

王杰，卢米埃影业副总裁吴秀琦，保利影业投

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林群等 12家国内电影

院线、集团代表共同启动了虚拟现实影院发展

计划。

此次活动由中宣部电影局指导，北京国

际电影节主办，中国电影资料馆承办，河南广

播电视台·大象元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

持，哈密谦益瑞祥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博大

算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支持。“无界∞

沉浸单元”将持续至 4月 27日，除影片展映

外，还将举办“沉浸之夜——高校交流会”和

“虚境开拓——虚拟现实与沉浸影像技术高

峰论坛”等活动。

4月19日下午，《民警故事》4K修复版在中

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进行世界首映。该片

由宁瀛自编自导，是“北京三部曲”的第二部，

以近乎纪录片的形式，冷静客观地真实还原上

世纪九十年代末北京基层民警的日常工作图

景。2025年恰逢影片上映30周年，其数字化与

修复工作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数字修复实验室

完成，宁瀛导演到现场参与指导艺术修复。此

前《找乐》已于去年完成修复并进行展映。导

演宁瀛、主演李占河以及特邀嘉宾导演黎涛到

场就影片的纪实美学、时代价值以及修复工

作，与观众进行了映后交流。

帧间寻踪：电影修复考古城市记忆

不少观众在放映后表示，对影片中所展现

的灰色墙壁、狭窄的巷道、西四的老杏园、蜂窝

状的煤炉以及古朴的瓦片等画面印象深刻，仿

佛让人“回到了 30年前的北京，是一段非常珍

贵的城市记忆”。为了能够让观众有最佳的观

看效果，放映前一晚，《民警故事》4K修复版深

夜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进行测试。

黎涛介绍：“《民警故事》与其他北电 78班
导演的作品在影像风格上有所不同，修复也有

着不一样的价值。这部片子最难修复的就是

声音，一方面因为当年的录音设备有限，另一

方面导演的拍摄手法有着强烈的现场感，话筒

摆放与我们常说的故事片还是有着很大的区

别。”

因此，声音修复基于保存完好的35毫米混

合声底，全新制作了5.1声轨。据了解，团队特

别强化了鸽哨等具有老北京特色的音效元素，

巧妙地增强了影片的地域特色和时代氛围。

这些细节的修复不仅提升了影片的音画质量，

更共同构建起了一段富有呼吸感的城市记忆，

使观众在观影时仿佛能够穿越时空，置身于那

个时代的北京胡同之中，亲身感受那个时代的

独特魅力与氛围。

最高的表演境界

《民警故事》几乎都是非职业演员，让警察

来演警察，让他们在近乎真实自然的生活流程

中呈现他自己的日常状态。影片自然状态的

展现，甚至在拍摄难度极高的动物身上中也得

到了特别体现。据李占河回忆，影片中民警追

逐“疯狗”场景中的那只“疯狗”其实是一只训

练有素的警犬，在拍摄过程中，警犬的走位非

常准确，且未遭受任何伤害。映后交流中，他

还谈及导演曾攥着家用DV机登门想要拍摄真

实的生活场景的趣事，让观众会心一笑的同

时，也揭示了纪实美学背后的创作密码。

伦敦国际电影节上，宁瀛与迈克·李就演

员表演境界有过深入交流。宁瀛说：“迈克·李

当年拍的《秘密与谎言》，他用的全是伦敦剧院

最有名的戏剧演员，但演成特别像非专业的感

觉。我就跟导演说，让这些剧院的演员演得这

么非专业，非常厉害。他跟我说，我也很佩服

你，因为你让非专业演员达到专业演员的标

准，这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后来我们两个人

就总结说，当你让一个非专业演得像专业演

员，让一个专业演员演得像非专业，这就达到

了最高的表演境界。”

谈及如何指导素人演员时，宁瀛导演有独

特的心得，虽然拍摄时用的是全台词剧本，但

对具备即兴能力的民警，她会仅提供情境框

架，鼓励其结合职业经验自由发挥；对需要引

导的参演者，则提供固定台词，帮助其找到自

然表达节奏。

现场观众热情提问，气氛十分热烈。当

被问及未来有何有关现代民警故事的新片计

划时，她强调，真实破案的呈现绝不能有丝毫

偏差，拍摄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真实的底线，

因此还在不停地打磨、寻找中。现场观众也

纷纷表示，非常期待明年“北京三部曲”的第

三部《夏日暖洋洋》4K修复版能够进行放映，

让大家在大银幕上重新回顾北京 90年代的文

化记忆。

《音乐家》在俄罗斯首映
参加第47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

《民警故事》4K修复版北影节世界首映

《唐宫夜宴》获颁“电审虚字〔2025〕第001号”
北京展映“无界∞沉浸单元”开幕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实习生 陈美仪

沈健（左）在放映现场与观众交流

陆亮（右）为王仁海颁发“电审虚字〔2025〕第001号公映许可证”片头

4月 22日，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北京展映“幕力所集”单元所推出的“繁

花·好久不见 特别盛典”活动在中国电影

资料馆艺术影院举行。中国电影资料馆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党委书记、馆长

(主任)孙向辉，泽东电影有限公司发行总

监、《繁花》总发行人冯丹，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朵云轩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旗，艺

术家黄海等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孙向辉、冯丹、朱旗、黄海

共同揭开帷幕，以《繁花》剧集人物为灵

感，由王家卫策划、朵云轩精心制作的巨

幅木版水印作品《云起花开之青云》展现

在观众面前。现场的影迷们爆发出热烈

的掌声，对作品细腻的笔触和精湛的工艺

感到震撼。这件艺术珍品将由中国电影

资料馆永久收藏。

中国电影资料馆与泽东电影有限公

司、王家卫导演有着不解之缘。2014年在

《一代宗师》3D版本即将公映之际，共同策

划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王家卫电影回

顾展，并永久收藏《一代宗师3D》手绘油画

版海报原件；2019年，由泽东电影投资、王

家卫导演监制、万玛才旦执导的艺术电影

《撞死了一只羊》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

盟专线发行，创下了导演个人作品的最佳

票房纪录。

这次合作不仅是再续前缘，更是影像

与非遗传统技艺两种艺术的跨界结合。

“《云起花开》系列作品是王家卫导演与百

年老字号朵云轩携手打造的非遗传承项

目‘朵云繁花’的重要成果，更是影视艺术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完美融合的典范。中

国电影资料馆能够收藏这样一件凝聚着

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的珍品，不仅是对馆

藏体系的丰富，也体现了我们对传统文化

传承与发展的一贯初心。”孙向辉说。

为了做好木版水印作品《云起花开》

系列作品，上海朵云轩版画团队花费了整

整一年的时间。朱旗介绍：“版画的源起

是王家卫导演的天才创意，他见到木版水

印技艺后就表示一定要传承下去。制作

过程中，造纸、颜料、木版水印都是国家非

遗技艺，找到这么大的板材也花费了很大

力气。”

作为《云起花开》系列作品的设计者

黄海表示：“将纸质海报变成木板水印是

很珍贵的想法，它能够像胶片一样留住记

忆。中国电影资料馆能够永久收藏非常

难得，因为这不单是收藏历史，更是为未

来创作者积蓄能量。”

《云起花开》系列作品共分为绛云、紫

云、碧云、青云、卿云五色，王家卫导演选

取《青云》交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寄意

“青云直上”。《青云》的主色调为瓷青，以

朵云轩80年代库藏金箔手工贴金，在八尺

粉笺上呈现绚丽恢弘的气势。

除了本次收藏木版水印作品《云起

花开之青云》外，中国电影资料馆与泽东

电影再次达成合作，永久收藏王家卫导

演的《堕落天使》《春光乍泄》《花样年华》

《爱神-手》《蓝莓之夜》五部经典电影拷

贝，它们将成为国家电影档案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为了能够让影迷更好地感受木版水

印《云起花开之青云》的魅力，中国电影资

料馆特意制作了“典藏纪念”书签发放给

观众。此外，还有一个令影迷们振奋的消

息，今年5月至7月，泽东电影将携手中国

电影资料馆举办“繁花永续：王家卫作品

收藏特展”，展映王家卫导演多部最佳修

复版本作品。“没想到资料馆这么‘宠粉’，

不仅能够在大银幕上看到《繁花》剧集，还

有精美的书签，甚至未来还能在资料馆看

到导演王家卫的其他作品，非常幸福。”一

位影迷说。

北京展映举办“繁花·好久不见 特别盛典”
《云起花开之青云》被中国电影资料馆永久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