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青岛举办了《水彩让城市更精彩
——青岛首届中国当代水彩邀请展》《第八
届“水彩崂山”青岛当代水彩艺术展》《2022
中国（青岛）国际水彩艺术季年度展览》等多
场有分量的水彩画大展，成为青岛打造水彩
之都的“实力助攻”。青岛籍中国水彩大家
陈坚先生，回到家乡为青岛水彩“站台”，并
对青岛这个依山傍海的文艺人才摇篮寄予
了殷切的希望。在青岛首届中国当代水彩
邀请展开幕仪式上，陈坚在致辞中激动地表
示，本次展览是2022年全国水彩界最盛大、
最隆重的一次展览，克服了重重困难得以完
美呈现。随后，记者就青岛打造水彩之都的
诸多展望和设想，专访了陈坚先生。

让“水彩之都”成为可期的现实

“我生于斯、长于斯，记得这座城市的每个山
坡、每个海湾。我热爱崂山，热爱青岛的老城
区。”谈起这座哺育过自己的城市，陈坚的眼中难
掩眷恋之情，“一个只追求画技的画家，无法用画
笔表现青岛万分之一的美，只有用心去描摹、去
感受，才能在作品中展示青岛独一无二的灵魂。
因为爱这座城市，所以在画家眼中青岛才变得更
美。”陈坚说，青岛“天生丽质”，本身就是一幅画，
尤其适合用水彩这种诗意的介质去描摹。

陈坚是中国当代水彩画领军人物之一，怀
揣彩色的梦想，一直在路上。青年时期便离开
青岛的陈坚，已在北京生活了近 30 年，但在他
的心中，青岛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那个“乡关何
处”，是写满美好回忆的青春纪念册。作为中国
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
理事、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中
国美术馆展览评审委员会委员，陈坚的身份与
足迹无疑是斑斓的。这些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全
国的美术展，吹过海口清新的海风，看过伊犁广
阔的草原，漫步过杭州别致的西湖……但这些
城市都不能像青岛那样让他眷恋，“总是想尝一
口青岛的蛤蜊和啤酒，多看一眼这里的山海和
老城。”陈坚表示，无论与家乡分别多久，当他回
到“海阔天空一路是蓝”的青岛，就会有一种浓
烈的归属感。对于这位在外闯荡许久的艺术家
而言，即使出走半生，归来仍是一个“油然而生”
的少年。

在陈坚眼中，一个真正的水彩画家，需要的
不仅仅是纸笔和颜料，更需要拥有自己的思想，
他看过不少所谓“水彩画家”笔下的青岛，他们总
是把“像不像”当作最重要的追求，却忽视了画中
应该蕴藏的精神与内涵，这样恰恰违背了艺术的
基本规律，“形”固然重要，但抛弃了“神”，就失去
了一幅画作的精髓。

“青岛是一本薄薄的书，每个爱它的人都想

把它读厚，为它再增添一份浓郁的文化魅力。”作
为水彩画家，陈坚笔下的青岛永远美好、愉悦、荡
漾着无拘无束的优雅，他坚持用颜色寄托自己放
不下的乡土情结，让每一个看到画的人都能触景
生情，仿佛身临其境，拥抱无边无垠的海洋。

陈坚认为，青岛作为一个国际化的时尚都
市，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沿，在文化上更不能有
所懈怠，它是一座城市的支撑，也是灵魂的独特
升华，“其实我们不必去模仿其他国家和城市，当
下最应该做的，是把青岛本就灿烂的文化继续发
扬光大，比如水彩这样的鲜活优势。”

在他看来，青岛本身就具备成为“水彩之都”
得天独厚的优势：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天生丽
质”，有气质、有底蕴的文化特色，持续发展的经济
建设……但是“水彩画”并没有真正走进青岛百姓
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大部分人
都陷在一种焦虑的情绪中，大家甚至不愿意在百
忙之中‘浪费’一点时间，感受身边的花草树木，更
不用说去欣赏水彩画中的浪漫了。”

青岛有崛起为“水彩名城”的
深厚基础

多年前，陈坚就曾力主青岛办“五湖四海”的
国际水彩展会，邀请国内外的水彩大家，以现场
绘画、开放露天的形式举办自由自在的展览，无

论是青岛的专业水彩画家还是普通的民众，都能
够从这种“接地气”的水彩画展中，对外来的彩色
氤氲“深呼吸”。

“在其他城市，当他们听说我来自青岛的时
候，会众口一词赞美这座城市的漂亮。当知道我
是画水彩的，他们又会说，青岛的水彩画在全国
也是非常知名而大气的。”陈坚骄傲地说，这个

“大”，源于青岛的城市格局和面貌，源于青岛集
结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源于青岛历史上就是国
内最早与水彩画结缘的城市之一，也源于青岛有
这么团结的力量一起来为水彩事业“聚力”……
诸如种种，为一座水彩名城的崛起打下了深厚的
基础。

“尤其去年，青岛水彩首度以城市文化品牌，
成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这得益于20多年
里，在王绍波等一批水彩名家的带领下，青岛培
育了大量的水彩人才，所以青岛的水彩展能够在
中国美术馆引起轰动也是时间的力量。”陈坚说，
这也引起了很多城市深思，他们也想举办“水彩
进京展”，但是各自的力量、文化、作品、历史传
承，都无法与青岛的水彩文化和水彩优势相比。
陈坚自豪地说，一直以来，青岛有一些老前辈在
传承水彩，现在还有一个辛勤的、强大的团队一
直在做水彩这件事情。风云际会，大有可为，青
岛是该亮出“水彩之都”这张名片了。

不过，陈坚也中肯地指出，打造“水彩之都”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绝不是办一次展览、
喊一句口号就能一蹴而就的事。”陈坚恳切地表
示，让青岛真正配得上这个名号，是一项长期的、
深刻的、有广泛参与度的系统工程，艺术城市建
设也要让艺术深深地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里。
美育工作要从“娃娃”抓起，水彩要从幼儿园就开
始普及，青岛人的审美培养和水彩对生活的介入
感也要大力营造。比如，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应该
接受美育教育，小处用心，大处壮阔，用审美的眼
光来为这座城市服务。他希望，通过这种“美的
教育”，让水彩画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百姓的
生活中，让每一个青岛人能够从欣赏水彩画到了
解水彩画，再到爱上水彩画。

“我听说明年青岛计划举办国际水彩邀请
展、学术研讨会等多元化的水彩节庆活动，这就
是一个很有诚意而实际的推进举措。”陈坚希望
青岛能引来全世界热爱水彩的人，也让越来越多
的青岛市民用水彩这种介质表达自己对城市的
情感，让青岛这座城市因为水彩而美丽。“除了物
质上的富足，青岛人民也应拥有更加丰富美好的
精神财富。”

陈坚对“水彩之都”充满着自己的憧憬。这
个期许是斑斓的、彩色的、诗意的，如同他笔下的
水彩画。

备受关注的好莱坞年度科幻巨制
《阿凡达2：水之道》宣布将于12月16
日北美公映，同步引入国内放映。消息
传出后科幻影迷一片欢呼，院线纷纷发
布门票销售优惠政策，影视公司、院线
公司股价也顺势表现。导演詹姆斯·卡
梅隆的前作《阿凡达》2009年北美首
映，2010年1月引进国内，去年3月引
进中国重映，三个时间节点都引发了电
影市场的震荡。而它在电影资本运作、
影视拍摄科技、科幻制作等多方面的创
新突破，深深影响了后来的全球科幻产
业。不只《阿凡达2》，动画版《三体》也
于 12月 10日在 B站上线，而科幻片
《流浪地球 2》将在 2023 年春节档公
映，科幻热潮汹涌来袭。

2010年《阿凡达》首映时，青岛还
没有一块真正的 IMAX银幕；而 2022
年《阿凡达2》上映时，青岛已经成为中
国科幻电影的生产中心，相继推出了
《流浪地球》《独行月球》《流浪地球2》
等具有开创意义的科幻佳作。2020年
8月，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
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决定
将科幻电影打造成为中国电影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动能，提出了对
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
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10条
政策措施，被称为“科幻十条”。围绕
“科幻”这一大命题，青岛的科幻文学、
科幻拍摄、科幻影视项目正在协力发
展，形成了“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优
势局面。在一系列中外科幻大片的技
术呈递和科幻扶持政策的强力加持下，
构建由原创故事版权、虚拟拍摄科技、
特效后期工业、国际水准影棚组成的科
幻影视产业链条，青岛版的《阿凡达X》
目力可及，遥遥在望。

科幻冲击波，

青岛聚力
科幻产业链条初具规模，我们生活的城市

已悄然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生产中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科幻小说，想象力之源
自刘慈欣和他的《三体》出现后，国内对科

幻小说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三体》《流浪地球》
《球状闪电》等都是热门改编项目，而放眼国际
影坛，经典科幻小说一直是影视改编的重点。
去年，“黄金时代三巨头”之一阿西莫夫的《基
地》、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史诗《沙丘》相继改
编成影视作品，而根据华裔科幻名家特德·姜
作品《你一生的故事》改编的《降临》也备受影
迷好评。

青岛科幻作家群体近年来不断壮大，来自
青岛电影学院文学系 2020 级戏文专业的王艺
博今年暑期凭借长篇小说《石碑》荣获首届鲲
鹏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奖一等奖，而 84 岁的
青岛女科幻作家张静新作《星海迁徙》即将由
意林出版社出版，张静曾凭借《神秘的声波》

《女娲恋》两度荣获全国科幻小说银河奖。科
幻新作的不断产出使得青岛原创科幻版权库
持续增容。

科幻小说带有作家创作环境的特性。张静
接受采访时介绍，《星海迁徙》的灵感来自古籍
与海洋的结合，“《晋书》里有个故事，在南方海

域曾经生活着鲛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美人鱼，
她们经常上岸和村里的渔民交流，分别的时候
流下珍珠泪赠给岸上人家，双方和谐共处，频繁
往来。后来鲛人渐渐消失，成为传说。我灵感
来源于此，把鲛人的故事延伸为海洋环境保护
方面的科幻小说。”张静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科幻创作，作品大都带有鲜明的海洋文化主题，

“我在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工作时，读到一本
《科幻海洋》创刊号，接触到了阿瑟·克拉克、汤
姆·戈德温的作品，也启发了我创作科幻小说，
那时我是个海洋工作者，整天接触海洋科考，于
是就写了一部《神秘的声波》，在1986年获得了
第一届科幻小说银河奖。”张静的科幻小说往往
以海洋主题结合古代典籍、民间传说，展现带有
中国风的幻想之美，“青岛毗邻大海，山海之间
有很多民间传说，我的创作多来源于此。新生
代作家创作科幻小说，没有必要一味模仿国外
的科幻，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好好发掘我们的远
古神话、民间故事。与大海为邻是一个优越的
条件，青岛年轻一代应该写出有自己特色的科
幻小说。”

作为青岛年轻科幻作者的代表，王艺博的
长篇小说《石碑》展现了宏大的想象力和对现实

的关心，“《石碑》更偏向于黄金时代科幻小说的
风格。小说里，世界被探索新星球的宇航员带
回来的病毒席卷，接着科学家对这种病毒展开
了漫长的研究。在这个故事中我加入了很多有
趣的观点，比如说病毒能够将人变为石头，复活
节岛石像是感染了相同病毒的外星人，留下了
给人类的讯息，还有梦境是人类连接思想的桥
梁等。”《石碑》里对病毒的属性、附着的条件、治
疗的路径做了缜密的设定和探讨，既是想象力
的体现，也有严谨的推演。

科幻影视，从短剧到长片
由科幻小说到科幻影视，中间需要项目开

发、主创团队、宣发运营等多个环节，“科幻推
手”不可或缺。去年在青岛备案的科幻剧集《后
来世界》，今年冬季开拍的科幻短剧《流星客》，
两个项目推手都是青岛市科幻艺术协会会长葛
云峰。科幻剧《后来世界》构想恢弘，预计分为
五季，讲述人类对异星文明从接触到抗争的过
程。从剧情和架构来看，《后来世界》受《曼达洛
人》《星际迷航》等经典科幻影视作品的影响。
另一部《流星客》属于科幻喜剧类型，背景是太
空文明地带，讲述外星人被流放到宇宙中，意外

变轨降落到了地球，以外星人的角度观察地球
人，对人类生存进行反向观察。该剧预计将通
过头部视频平台与观众见面。

科幻影视给外界的印象往往是大制作、高
成本，然而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误解亟待消
除。“今年有一部小成本科幻喜剧《宇宙探索编
辑部》在平遥电影节拿下三项大奖，门票特别抢
手，郭帆导演亲自担任了它的监制。”葛云峰介
绍。《宇宙探索编辑部》根据真实新闻改编：山东
一男子自称抓到了外星人，结果引来一连串意
料之外的后续事件，改编成电影之后，这个故事
既浪漫又辛酸，还带有疯狂的笑料，为小成本科
幻电影开创了新思路。短剧今年成为视频平台
的热门品类，类似《流星客》这种较低成本的科
幻短剧有望成为下一轮爆款。

作为青岛电影学院的学子，王艺博对影视
与科幻的结合有着切身感受，“青岛的科幻氛
围一直是很浓厚的，今年刚刚成立的青岛市科
幻艺术协会，青岛 CBD 营造的科技感等等，都
能让人感受到青岛在科幻领域的努力。青岛
影视基地也孕育出了《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
人》等优质的科幻电影，所以我毫不怀疑，未来
青岛肯定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科幻作品，青岛
这座城市就是科幻作品的摇篮之一。”《石碑》
具有极佳的影视改编潜力，王艺博表示，这部
小说的影视改编还在构想阶段，希望把剧本打
磨得更成熟些。

科幻特效，向《阿凡达2》取经
2009年的《阿凡达》大胆革新了摄影、渲染

以及后期制作技术，让全世界影迷领略了动作
捕捉、CG 特效的魅力；2022 的《阿凡达 2：水之
道》则在水下特效领域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大
量的水下戏份中，特效工业甚至能把水的张力
呈现给观众，视觉非常华丽。青岛籍视效导演
李俊曾经担任过《黑夜传说》《生化危机》《暮光
之城》《变形金刚》等好莱坞大片的影视视效工
作，目前正在横店拍片的他也在关注《阿凡达
2》带来的技术冲击，“《阿凡达2》的主要场景是
以水为主要载体，这自然就需要用相应的技术
手段或者硬件研发来实现故事中所需要表现的
内容和氛围。我认为，虚拟拍摄、水下拍摄等技
术会持续发展，也是因其为故事和艺术本身提
供了助力。国内的科幻影视行业目前还在启蒙
阶段，未来我们会用合适的影视技术手段来讲
出一个个充满魅力的科幻故事。”

伴随着电游、影视、VR 等行业的发展，特
效行业也迎来了飞速发展。李俊认为，特效终
究是要为剧情服务，“我个人的理解是，特效并
不是用来炫技的，而是用合适的技术去表达故
事的内容和艺术感受。需要肯定的是，相关硬
件的提升、特效技术的进步也可以优化制作流
程，提高制作效率。无论什么样的技术或者硬
件，最终都是作用于故事和艺术本身。”

在《阿凡达 2》为代表的科幻大制作面前，
中国影视界也需要借鉴好莱坞影视投资思路。
葛云峰表示，“国家已经出台了‘科幻十条’，各
地可以进行相应的探索，构建影视投资渠道，像

‘剧本知识产权抵押融资’就是一条新思路。青
岛有这么好的影视基地，如何对真正优秀的影
视作品进行扶持，需要树立一个标杆。”

青岛市科幻艺术协会今年发起了“星浪奖”
科幻电影展、致未来科幻文学奖等活动，吸引了
科幻领域的影视人、科幻作者关注，预计“星浪
奖”现场活动将于明年5月在青岛举行。葛云峰
表示，如何将科幻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是未来的
一个大课题，“ 中国科幻要在世界立足，需要有
独特的表达。《流浪地球》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
它表达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孔子说：齐一变至
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就是儒家思想对宇宙文
明相互碰撞的思考。《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继续拍
下去，需要表达对人类文明走向深空的关怀。我
希望青岛科幻能站到更高的位置，为中国科幻开
创一种形式，探索出一个新的思考路径。”

“天生丽质”的青岛，尤其适合用水彩这种诗意的介质去描摹——

陈坚眼中的“水彩之都”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陈坚。

王 雷 摄

■作家张静钟情于
海洋科幻创作。林 芳 摄

■王艺博
代表了青岛科幻
作家新兴势力。

■葛云峰
在新剧中构建
了庞大的外星
宇宙。

■《阿凡达》系列
的巨大成功引发科幻
影视行业思考。

2022年12月12日 星期一10

责编 马 兵 王 瑜 美编 李晓萌 审读 王忠良 排版 吕 雪

城市&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