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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高松 熊伟健报
道：11日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广东广播
电视台、珠海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
的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在广州
图书馆举行观影活动，港珠澳大桥
建设管理相关单位400余人观看了
影片。

据了解，该片经过8年不间断
的跟踪拍摄，用珍贵影像独家呈现
了港珠澳大桥的建设经过、施工难
度、技术成就。同时，该片与去年
在央视和Discovery探索频道同版
播出的同名电视纪录片系出同源，
但从小荧屏到大银幕，已完全脱胎
换骨。

11日，本报记者在广州采访了
该片主创人员，了解到电影制作过
程中背后的故事。

揭秘影片背后的故事

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开篇
就十分抓人眼球。去年8月，第13
号台风“天鸽”登陆广东沿海，多地
遭受重创，大树被连根拔起，车子
被大风掀翻，巨浪不断拍击海岸。
一组惊心动魄的台风镜头，让观众
的情绪也随之紧张起来。然而雨
过天晴，刚刚贯通50天的港珠澳大
桥巍然屹立在伶仃洋上，鲜明对比
中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力。

“一开始，我们设计了多个版
本的片头，但效果都不能令人满
意。在一次讨论中，我们突发奇
想，能不能就把台风来袭放在片头
呢？‘天鸽’来袭是当时非常重要的
新闻，关注度很高。港珠澳大桥使

用寿命120年，它的抗灾能力怎么
样？它安全吗？这是大家最关心
的，也体现着中国人建桥的质量和
水平。不妨就在影片的开头，先把
这个悬念给破了。”电影总导演闫
东说。

原本按时间顺序被放在影片
靠后位置的“台风来袭”，就这样被
提到片头。然而难题接踵而至，

“当时我们手里连一个‘天鸽’期间
有关港珠澳大桥的镜头都没有。”
电影执行导演李凯介绍，“当时全
桥封桥，监控系统还没有做，没有
人拍到台风中的大桥。当然，你想
去拍，人家也不会允许，太危险
了。还好，最后我们幸运地找到台
风前珠海口岸人工岛组织人员撤
离的一段视频。这是离台风和大
桥最近的一段视频，连接起台风肆
虐港珠澳三地的其他内容，这条线
就通了。”

“希望给观众带来启发和思考”

电影旁白中提到，港珠澳大桥
的桥、岛、隧，就好像一条银线串起
一串珍珠，点缀在伶仃洋上，体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好寓意“珠联
璧合”。而在闫东看来，整部影片的
创作，也是一个串珠链的过程。70
分钟的电影，是从近千小时的素材

里提取的，“我们舍掉了大量内容，
选出那些最精彩、最有光华的珍
珠。取舍的标准是能否给观众、特
别是年轻观众带来启发和思考。”

在中国电影市场，纪录电影常
常是“小众文化”的代名词，但闫东
之所以坚持一定要做这个影片，是
因为“这个故事值得搬上大银幕，
让更多人知道。”在他看来，讲述中
国故事，传递中国力量，是中国纪
录片人的使命。况且如今纪录电
影的尴尬境遇正在改变，一批制作
精良、立意深远、内容扎实的优秀
纪录电影，如《我们诞生在中国》
《我在故宫修文物》《二十二》等，都
在年轻观众圈子里赢得了口碑和
赞誉。这也印证了闫东一直对纪
录片的坚守。对票房，闫东表示要
以平常心看待，低调做事，不炒作，

“我不希望我做了哪个噱头赢得满
堂彩。我希望观众看到的是一个
好故事。我相信这个故事的力
量。”

片尾还有另一张特别的字幕
表，囊括了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70
多家参建单位，不仅有中国团队，
也有外国团队。闫东说，港珠澳大
桥不仅是中国建桥史上的奇迹，也
是人类建桥史上的奇迹，他希望以
此片向所有参与大桥建设的团队
表示敬意。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11日，北京师范
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挂牌仪式暨“汉字之美”2018
全球青年设计大赛获奖作品粤港澳大湾区巡展
珠海站开幕式，在北师大珠海分校举行。北京
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任该中心首席专家，她在开
幕式现场作了《中文的乡土》主旨讲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与灵魂，纽
约湾有哈佛大学，旧金山湾有斯坦福大学，东
京湾有东京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面临新
的发展与创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与
传播研究中心的挂牌成立可谓得天时地利人
和，应运而生。

于丹教授在挂牌仪式上表示，中心的成
立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粤港澳地区同文不同
音，易于立足汉字等传统文化元素，通过创意
激活，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广东家教家风、宗
庙祠堂保存完好，易于以文化遗产凝结乡愁，
凝聚大湾区民众的文化认同；广东还是中国
最大侨乡，血脉相连，易于在国际社会以人际
传播为途径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据介绍，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
科学高等研究院孵化的重点中心之一，粤港
澳大湾区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将与北京
校区文创院实现两地联动，为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发展献计献策，提供高质量的科研与社
会服务，同时服务北京师范大学“双一流”建
设和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该中
心将在于丹教授的带领下，依托特色新型智
库——北师大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发挥
北师大在文科基础研究、文化传播研究、传媒
应用研究等领域的优势，打造一个全新体制
的新型智库、学术平台和人才高地。未来，中
心将扎根湾区历史文化传统，紧扣湾区文化
创新发展需求，在文化发展、创新、传播等领
域重点突破，为湾区的文化产业优化和区域
文化融合，为中国文化的创新传播和中国文
化走出去做出应有贡献。

助力区域文化腾飞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新
与传播研究中心落户珠海

11 日，北京师范大学粤港澳
大湾区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
在珠海挂牌成立。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剧照。 央视网供图

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总导演闫东接受媒体采访。央视网供图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实习生黄艺报道：11
日，由珠海、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侨界社团共
同主办，珠海市侨联承办的第27届珠港澳穗深
五地侨界乒乓球联谊赛在珠海市体育学校举办。

据悉，该赛事创办于1992年，是五地侨界
品牌活动之一。赛事每年举办一次，由香港侨
界社团联会、澳门归侨总会、广州市侨联、深圳
市侨联、珠海市侨联轮流承办，受到各地侨界社
团的高度重视，得到侨界朋友的广泛参与。

本届比赛为团体赛，最高龄参赛选手有60
多岁，年龄最小的选手仅17岁。比赛采用5场
单打对抗的单循环赛制，共进行了50场。最终，
香港、广州和珠海代表队分获前三名。

珠港澳穗深五地侨界
乒乓球联谊赛在珠海举办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11日，“汉字之
美”2018全球青年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巡展在北
师大珠海分校图书馆启动，将持续至14日，市民
可前往观赏。本次巡展将在珠海、广州、澳门三
地相继举办。

“汉字之美”全球青年设计大赛自创办以
来，通过将创意设计与汉字结合，呈现源远流长
的中华文化与当代创新设计语言交汇碰撞的全
新表达。此次大赛以“家和万事兴”为主题，征
得近2300份作品，最后产生17个重量级奖项、
百余件优秀作品。本次巡展精选67件作品展
出。

记者现场看到，以“堂”字为模型的台灯，体
现“亮堂堂”“高堂”之美；以传统家训提炼出81
个汉字，做成双色六面正方体，通过不同的组合
和排列，可拼成全新的汉字，可能是“大方之家”

“书香世家”，可能是“家和富贵”。通过创意设
计手段，感受汉字独有的文化内涵；通过个性化
设计语言表达，让汉字构型之美融入日常百姓
生活。

“汉字之美”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品牌公益活
动，已成为北师大展现中国文化创新发展、提升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重要品牌，以公益性
活动方式在联合国总部、欧洲、美洲、东亚等地
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受海内外民众认同，
越来越引起各界关注。

“汉字之美”优秀作品巡展启动

以汉字创意激活传统文化

“汉字之美”2018全球青年设计大赛获奖作品
巡展作品之一。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