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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式在三亚举行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式在三亚举行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金椰奖”颁奖典礼近日在海南

省三亚市海棠区海棠湾广场举行。在改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之际，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应运而生。历经发展，电影节不

仅成为国际电影交流的重要纽带，也伴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见

证着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自信与包容。

第四届海影节圆满闭幕“金椰奖”获奖名单公布

通过严苛细致的评审，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竞赛单元获

奖名单已出炉。

《迷雾中的她》获得最佳影片奖。整部影片以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

和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将现实和非现实巧妙的结合，从女性意识出发，使

观者体验了一次关于寻找与自我寻找的冒险之旅。

《圣奥梅尔》导演爱丽丝·迪欧普获得最佳导演奖。电影取材于真

实事件改编，导演对两位黑人女性的角色给予了颠覆性的表现，对影

片纪实和非纪实的把握令人震撼，每一场戏都精准真实，情感丰厚，后

劲十足。

《晒后假日》获得评委会大奖。没有欢乐，悲伤就不存在。一部令所

有评委动容的电影，年幼的女儿通过与父亲的一次假期，在成年后，拼凑

起了关于父亲的一些往事，碎片式的讲述大量留白，给了观众无限的想

象空间和情感力量。

《那些野兽》主创团队伊莎贝尔·佩尼亚、罗德里戈·索罗戈延获得最
佳编剧奖。他们将看似不复杂的人物和故事，讲得惊心动魄，片中刻画

了精准的人物、阶级的冲突以及现代化的冲击，给观众带来启示。

卡莱姆·莱克努获得最佳男演员奖。他在影片《巴黎之子》中饰演

的巴黎底层通灵师，游走在现实和通灵两个维度的表演中，游刃有余。

薇拉·洁玛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她在影片《薇拉》中成功地饰演了

她自己，一个生活在父亲阴影下的星二代，一个坦诚鲜活的女性形象，虽

然一直被伤害和利用，但薇拉依然相信爱和善良，奠定了影片当代新现

实主义的基调。

《脐带》获得最佳技术奖。技术是一部电影强劲的筋骨，影片中摄

影、美术、音乐与故事巧妙融为一体，使得影片对于情感、生死的表现更

加深刻和丰富。

《我们，学生们！》获得最佳纪录长片奖。这部中非共和国大学生的

生活纪录，以朴素简练直接的电影手法展现了人的蓬勃生命力。

《空姐-737》获得最佳短片奖。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作品。它用意

想不到的方式叙述了一段母女情。导演及编剧的想法大胆新颖，全片不

失细节与生活的灵动。影片中多类元素起初并没有直接关联，却最终被

导演巧妙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影片镜头语言同样生动有力。该片将场景功能发挥到极致。女主

角的表演自然、真实，观众无法抗拒地一直跟随着她、并与她感同身受。

短片故事完整，情节流畅，风格强悍、独特，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佳作。

以上为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奖”获奖名单。“金椰奖”竞赛

单元为电影创作者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评委会层层遴选，力图让

优质影片被大众看见。“金椰奖”是荣誉，亦是激励，光影不灭，创作不息。

晚会群星璀璨 歌舞精彩绘影

晚会在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马可·穆勒的电影情境讲

述中拉开帷幕。电影频道主持人蓝羽、演员齐溪、演员杜江、演员李晨作

为本次海影节闭幕式的主持人上台致欢迎辞。

群星齐聚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晚会并带来精彩演出。国

际男子唱演组合INTO1登台合唱《点睛》，跃动在银幕上的电影仿佛世

界版图的“点睛之笔”。佟丽娅、徐柘带来电影情景歌舞《早十年的童

话》，用歌舞讲述了一段缱绻温馨的爱情故事，将观众带入如梦似幻的电

影童话世界之中。梁汉文登台献唱《海阔天空》，希望全球电影人在此施

展才华、逐梦光影。

青年钢琴演奏家万捷旎与陈瑶、金子涵、吴翊歌（MIKE 泰国）、高

嘉朗以及嘉积中学舞团、儿童合唱团一起带来电影情景表演《海上钢

琴师》。汹涌浪潮中海上钢琴师的动人演绎是很多影迷心中的经典。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晚会在朱明瑛与儿童合唱团带来的《大

海啊，故乡》中进入尾声。海洋带着千万电影人的光影之梦，向未来踏

浪前行。

电影人心怀热爱、勇敢逐光，琼岛椰林被光影照亮，海面上亮起银幕

耀眼的光，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待明年再会。

（影 讯）

沙飞（1912-1950）原名司徒传，曾用名司徒怀，祖籍广东

省开平县，出生于广州。1920年代末开始，沙飞以报务员的身

份任职于国民革命军、广西梧州军用电台、汕头电台。1930年

代初开始涉足摄影，并逐渐将镜头转向大众现实生活。1936

年，沙飞决心将摄影作为终生事业并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

画系学习。期间他拍摄过鲁迅与木刻青年、鲁迅葬礼组照，这

两次偶然的机遇促使了他的摄影职业转型，他希望通过摄影

和画报来记录传播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以此来唤醒民众的

爱国热情，以摄影为武器展开抗战的宣传动员。1937年前后，

沙飞分别在广州、桂林举办个人影展，展出大众生活、鲁迅及

国防前线南澳岛系列作品。抗战全面爆发后，沙飞又以全民通

讯社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共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展开报道。在烽

火连天的最前线，他全身心投入事业，成为反法西斯战线上出

色的摄影记者和画报编辑。沙飞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宣

传部编辑科及新闻科科长等职，他积极组建、培养抗战摄影团

队，其摄影也是在工作中形成了象征性纪实风格。1942年，由

沙飞负责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出版，为战时的抗敌宣传作出

了重要贡献，沙飞亦成为了中国革命摄影的开拓者。

今年是沙飞诞辰110周年，在他的出生地广州，广州美术

学院美术馆特别策划了专题展览“现实话语与象征秩序——

沙飞摄影展”，以此来缅怀这位中国现代摄影史上的重要人

物，并试图为学界再讨论沙飞提供独特视角和资源。此次展览

在历年来回顾沙飞生涯的展览策划中，首次关注了沙飞早期

艺术实践和周边媒介的复杂关系，尤其将视线引向了20世纪

30年代与摄影错时或同步发展的文学、木刻、电影、“洋画”、漫

画等领域，呈现了作为左翼青年的沙飞及其摄影现实实践的

方法策略。

沙飞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实话语

沙飞于1942年3月向党组织递交的《我的履历》中曾回

忆，在“九一八”事件之后“将来做一个革命的木刻工作者呢？

电影的编导呢？还是文学青年呢？”他徘徊在人生的三岔路口。

这是沙飞面对人生和事业选择时彷徨的写照，直接反映的是

现代传播媒介在现实发声中的“竞争”，其底色又是知识社会

在现实关注中形成话语体系的“混响”。显然，沙飞最后选择了

摄影。他认为，摄影能迅速形成传播的图像，在当时中国大众

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形势下是效果更佳的宣传武器，但同时

他也认为，摄影也是一种艺术，只有借助艺术的语言才能达到

更好的宣传效果。如何理解一位接受了现代思想的青年想要

艺术地表达现实而不是把摄影当成“颓废的娱乐”呢？我们试

图考据沙飞与时代文化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1937

年赴晋察冀军区之前在广州、上海等地拍摄的“乡土风景”及

“大众生活”的现实话语环境并在此次展览中加以呈现。

20世纪初，现代报刊杂志等新媒体的出现为文学、艺术事

件的诞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共舆论平台，这是我们考察具

体个案不可或缺的历史投影。以文学来说，鲁迅的《故乡》《阿

Q正传》等小说多以“启蒙”的理念，写实底层的呐喊与挣扎，

对传统封建的乡土文化进行批判。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

城》则以写意为主，将田园的美好与城市丑恶作对立，将传统

乌托邦式的情感寄托于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书写，以此重建民

族身份。然而，随着阶级斗争、政治局势的更加动荡，作家们从

纯文化氛围中探寻重建民族人格理想的热忱被存亡的紧迫性

所淹没，阶级分野、图存救亡取代了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

1920年代，乡土文学裂变为1930年代如“东北作家群”的流

亡文学。在艺术领域，岭南画派领军者在探索中国画现代语言

变革的同时将其艺术观念注入对现实的关注，在其城郊风景

结合落款题词的画作表达中也多了几分现实的感怀，而其“二

代”画家更是频繁地将目光投向大众遭难的现实生活。现代版

画会的同仁则是直接继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走在

现实批判和革命艺术的前列，其作品可视为左翼思想衍变出

来的新的艺术形式……沙飞无疑是汇入这些文化洪流中的一

分子，他对文学、新兴木刻和电影戏剧的兴趣都表明了其对现

代媒介的敏感，而他最终对摄影的“选择”又体现了沙飞独特

的智慧。此次展览中的“乡土风景”“大众生活”与“鲁迅”系列，

均体现了沙飞与乡土文学、岭南画派及现代版画会直接、间接

的“关系”。通过摄影，沙飞的才能得以在现实话语的各类媒介

中交流、延伸、扩展，报刊杂志及出版物即为重要的传播载体

及舆论阵地。

基于20世纪30年代现实、战争、媒介与知识分子、艺术家

的复杂关系所形成的“现实话语”，此次展览策划借用了知识

考古学的方法，将“大众生活”这一主题视为同一“知识地层”

问题进行考察。左翼文学、新兴木刻，包括岭南画派的艺术家

们对现实的关怀与沙飞的工作相互影响、延伸、扩展，沙飞与

木刻家李桦保持密切交往的同时拍摄了大量在城市中被现实

“异化”的底层民众，并与漫画家鲁少飞合作，频繁在上海《立

报》刊发其抨击不公现实的报道。另外，如果我们再将“乡土风

景”相向考察，会发现沙飞与1920年代乡土文学的错时关联：

乡土话语在传统与现代碰撞、新旧文化更迭的时代语境中构

建起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主体身份意识，无形中渗透到沙飞“描

绘”的乡土风景中，抒情的风景带着的“乡愁乌托邦”正是作者

现代性体验的重要构成。只是，后来民族危难迫临，加上新闻

报道文字的编辑，沙飞重新编辑南澳岛的乡愁风景便演化成

为了国土危机的警示。以上沙飞与“现实话语”的复杂关系，都

有相关联的作品和文献呈现，构成了此次展览的第一个部分：

“沙飞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实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

理解了历史的复杂能使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而沙飞的

艰难、智慧和艺术家的历史价值则不言而喻。

沙飞抗战摄影的象征秩序

鲁迅是乡土文学也是新兴木刻的重要推动者，沙飞既是其

思想的实践者又能敏感地成为见证者。在1936年的第二届全

国木刻展览会上，沙飞用镜头记录了鲁迅与其追随者的交流，

扩大了木刻艺术及其现实表达的大众传播。沙飞进而有机会

参与了不同媒介对鲁迅逝世的相关新闻报道，在全社会掀起的

对鲁迅讨论的热潮中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关注时代“大事”的摄

影工作者。自鲁迅系列摄影作品在新闻报道中得到广泛传播

后，沙飞亦加强了其与艺术界的联系。他先后在广州、桂林举

办摄影展，并提出“摄影是宣传武器”论。“七七事变”后，沙飞毅

然奔赴晋察冀军区，先以记者的身份游走于山西、河北，后加入

了八路军。他并不只是将镜头对准前线战场，同时还凭借其敏

锐的感知从战争的日常中捕捉极富视觉感染力的典型，如“战

斗在长城”“白求恩”“将军与孤女”等系列摄影作品便是对此恰

切的体现。

在晋察冀军区，沙飞还拍摄了相当数量的戏剧表演摄影，

在这些作品中总是将镜头定格于某个象征性的场景和动作。

1930年代，乡土文学在裂变出现实批判和民族独立的诉求

后，其呈现载体也从报刊延伸到电影和边区的戏剧表演。加上

延安文艺思想中对于文艺大众化的宣导，催生了根据地剧团

的蓬勃发展，以剧本表演的形式承载文学思想内核、结合音乐

与舞台布景等综合媒介的话剧，无疑是抗敌动员工作中重要

的宣传形式，这激发了沙飞一直以来对文学、艺术、电影、戏剧

的热忱。1939年，沙飞为延安摄影家吴印咸的《摄影常识》作

序时再次提出了“摄影是一种造型艺术”的观点，这有别于纯

粹的新闻纪实摄影的观念。这种“造型艺术”性的摄影风格是

通过类似设定的场景、姿态，象征战争的正义和组织生活的秩

序。1942年，沙飞通过其负责创办的《晋察冀画报》，使其象征

性纪实风格摄影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为战时抗敌宣传作出了

重要贡献，沙飞作品所显现出来的强大宣导力不仅影响了晋

察冀军区的摄影团队，还影响了此后的主流新闻摄影。

以上内容在此次展览的第二部分“沙飞抗战摄影的象征秩

序”中进行了呈现。知识考古学方法强调“位置”与“关系”，我们

想在广阔、复杂的历史空间中寻找和确定沙飞的“位置”与“关

系”，因此也特别向广东美术馆借展了沙飞在晋察冀边区拍摄

的话剧表演剧照，试图建立起其形成“象征秩序”风格摄影的图

式构成与修辞手法的来源，并与沙飞发表的代表作品形成对话

的“邻居”关系。为了加强观众对这一关系的理解，策展团队剪

辑沙飞不同时期的系列作品，使其成为某种连续画面，形成如

电影一样的叙述，在展厅搭建的抽象舞台中循环播放。通过展

厅中建立起的沙飞与文学、戏剧、电影的关系，来确认“沙飞风

格”形成的价值，进而理解其在抗战摄影中的“位置”。

关于沙飞的研究、活动和展览此前已做过不少，是学界很

“熟悉”的研究对象，如何从展览层面继续展开、深入并拓展沙

飞研究的空间就成为此次策展的出发点。无疑，在沙飞所处的

时代，知识社会都在为民族的危难作出自己的贡献，艺术家更

是汇入这一潮流中的重要一分子。沙飞曾经有意识地把自己

塑造为一位艺术家，但后来却做着不折不扣的最为“现实”的

战争摄影工作，这大概也是沙飞的强大魅力所在。尽管如此，

沙飞拍摄的照片也不过是他思想世界的冰山一角。沙飞早年

当过报务员，又对文学、木刻、电影等现代媒介抱有强烈的兴

趣。正是沙飞的思想所经历的这些现代媒介，深刻改变了现代

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在方方面面继续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社

会思想状态。沙飞及其同时代的先锋们是如何敏锐地感受现

实并进行语言、媒介的实验的？我们试图通过借用知识考古学

的方法，建立起特殊年代知识社会的“现实话语”以形成展厅

中的空间叙述，使其能够把艺术史研究、文学史研究、思想史

研究都囊括进来。我们需要涵括对于现实的基本感知及其表

达的具体转向问题，这也是此次展览构思的初衷。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览部主任）

知识地层的话语关系
——关于“现实话语与象征秩序——沙飞摄影展”的思考 □何小特

■关 注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左起：鲁迅、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
沙 飞 摄

小机枪手在战斗中成长 沙 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