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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一部好评如潮的电影《志明与春

娇》，让无数观众从男主角张志明的故

事中，感受到了地道的香港城市生活和

港味文化。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30年

岁月中，也有一位张志明，他是为电影

节提供电影票票版印刷的上海宝山译

文印刷厂厂长，他和电影票的故事，让

影迷感受到电影节的成长，以及城市的

文化消费变迁。

引领潮流的电影节票

前不久，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因

《三十“光”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

办三十年展》，找到了一位资深影迷梅

海星，老先生非常有心，保留了 30 年

间 25 届电影节的电影票根，还整理成

册悉心收藏。张志明厂长的故事，跟

梅先生的故事，正好形成了完美的隔

空互动。

梅先生保留的电影节初期几届的

票根，都是式样普通的电影票，尤其是

第一届，甚至还没有印上电影节的字

样。“确实，前三届电影节的电影票，用

的都是电影院自己的底版。跟现在观

众熟悉的选座买票方式不同，当年影厅

的票，都要全部先印刷出来给影院的，

哪像现在观众可以自主选择。”张厂

长说。

上世纪 90 年代，全上海的电影

票，都在电影主管部门指定的两家印

刷厂印刷，包括译文厂和二十二厂

（上海人民印刷二十二厂）。“像大光

明电影院这些当时的大影院，都是在

我们这儿印电影票。”他说，当年没有

电脑，电影院用的票版全靠人工排

版，每一场电影都要单独制作包含厅、

排、座信息的模板装到印刷机上，“从

第二届开始，各家展映影院的票上加

了电影节的名称；而从 1999 年第四届

开始，我们开始和电影节合作，印上海

国际电影节的专用电影票。我们要更

仔细地校对座位信息，因为那时毕竟

是人工排版的，要尽量避免有可能会

出现的‘重号’，杜绝失误。”

当下观众习以为常的电脑打印电

影票，出现在2006年的第9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当年负责电影票印制的一位

电影节工作人员说，当时市场上一些门

票开始使用热敏打印技术，电影节闻风

而动，马上采用，也产生了引领潮流的

效应，“印刷厂只印带电影节标志和背

面广告的空白底版，是热敏纸，然后发

到各家展映影院，各家影院再通过电脑

打印观众想要的座位。这种技术发展

得越来越完善，至今还在用。”

有趣的是，因为电影节影迷观影热

情高，出票量远比普通场电影大，当年

各影院专门打电影节票的博卡打印机

总是一刻不停地处于工作状态，这位工

作人员记得：“打太快就会卡住，只能把

上一张票抽出来，从电脑系统里退票，

再塞进去重新打印。”

张厂长也说，当年各影院碰到这

样的问题很常见，就会打电话找他处

理，“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影院打印机

出了问题，不是票版出问题，但我们

仍然成立了服务部门，有 20 多个员工

专门对接影院的需求，尤其是电影节

期间的需求。”

收藏票根具有观影的仪式感

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印门票，张厂长

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乐此不疲。“其实印

电影票没有什么利润，但一张小小的电

影票，寄托了我们的文化情怀，让我们

觉得自己也是上海文化事业发展的一

部分。”他自豪地说。

电影票“进化”到只需要印空白底

版后，张厂长开始留意票面上的文化，

他觉得很有意思，“票版设计师开始根

据电影节的主海报元素来设计，有了

很清晰的文化标识感。像第 22 届的

票版就非常特别，底版上有美猴王掀

开帘子的主海报元素，电影节字样也

从传统的横排变成了竖排，很好看也

很有文化气息。”

如今电影节的票版，很有讲究。张

厂长介绍说：“现在普通电影票是 80*
85MM 大小，用的是 80 克热敏纸，而电

影节票是 80*200MM，一开始用 237 克

热敏纸，和票务平台合作后，为了方便

自助取票机‘吐’票子，就换成了140克

的。而影迷如果想要收藏质地更厚实

的电影节票，还可以选择去柜台打印，

那个都是用的 200 克热敏纸——造纸

技术进步后，200克热敏纸的厚度和硬

度，跟以前的 237 克热敏纸都差不多，

很有质感。”

电影节的门票不仅好看，甚至还有

防伪功能。“除了底版上能看到的水印

防伪，主票面和副券之间还使用了金爵

标识的专用防伪技术，用无色荧光笔照

就能显示出金爵标志，此外还有一重激

光防伪技术，不过这个需要保密。”他

说，每一张电影票上都使用了很多防伪

技术，“看起来很普通，但用特殊笔一照

就能语音播报‘真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电子票的普

及，张厂长曾经担心电影节的这笔印票

业务会逐渐消失，“现在看来并不会消

失，我们从第四届的二十几万张票，印

到现在有四十多万张，翻了番。电影节

的观众越来越多，爱收藏票根的年轻人

也越来越多，这已经成了很多人参加电

影节观影的仪式感。”

小厂见证了上海文体事业的繁荣

1981年，张志明从插队的云南西双

版纳回到上海后，进入这家印刷厂工

作，1995年，他担任了厂长。而就在这

一年，中国电影发生了很多里程碑式的

事件。

这一年，刚刚开启了引进大片分账

模式没几个月的国内电影市场，将分账

模式也推广到了国产电影上，带动了全

国观影热潮；这一年，国内电影开始市

场化运作，一些民营制片公司开始崛

起，其中的佼佼者《红樱桃》还在这一年

举行的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了

金爵奖最佳女主角；这一年，一些电影

院开始市场化运作，并诞生了国内第一

个商业院线……

“之前其实电影票业务很少的，

因为普通小电影院，一年也就放十

二三场电影，生意最好的就是南京路

上的大光明和淮海路上的国泰，后来

上海影城开业，就一直是‘票房老大’

了，”张厂长说，1995 年电影市场开始

快速发展后，“规模中型偏小一点的

电影院，一年在我这边印的电影票在

10 万张左右，但影院远没现在这么

多，现在全上海一年的电影票达到好

几千万张了。”

跟电影票配套的票版配送服务，也

同样让他感叹。“以前电影节有30家展

映影院，我们要开着车一家一家送票版，

因为电影节是统一时间开票，各家影院

都很急，怕赶不上开票，但有时候送过来

碰到对接人不在，要等一等，就会被下一

家狂催。”但如今，城市快递业超级发达，

票版总能及时就位，“只要电影节组委会

一声令下，各家统一时间开始打票就行，

我们真的是见证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如今已经 72 岁的张厂长，非常欣

慰的是，这么多年他参与了上海无数

的大型文体活动，“当年的东亚运动

会、八运会、A1 赛车、世游赛以及从甲

A 到中超的足球赛，这些体育赛事的

门票印制都有我们参与的身影，文化

方面像电影节、艺术节、博物馆以及各

种演唱会等等，我们也参与了票张印

制工作。我们厂虽然不大，但见证了

电影节的成长，也见证了上海文体事

业的繁荣发展。”

我与SIFF|三十“光”年荏苒，闪耀着“热爱”的璀璨光芒

上海国际电影节，一直是一场城市的光影盛宴，一个影迷的狂欢节日。

在吴贻弓、谢晋等诸多导演首次提出“中国也应办一个国际电影节”的想法五年之后，1993年10月，首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如愿举行。弹指挥间，三十而立，不忘来路，始知归处。

上海国际电影节诞生的30周年，电影节之于中国电影，只是“忽然而已”。但1993年的高光，在这30年的时光之隙

中，明亮至今丝毫未减——上海国际电影节从创办之初奠定的高规格、大格局，让它在一代一代电影人的努力下，将中国

电影越来越推至国际的前沿，并在交流汲取丰富营养后，反哺中国电影本身。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划举办了三十“光”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三十年展，面向影迷征集过去30年间，与上

海国际电影节相关并具有纪念与收藏意义的物件，如：旧票根、合影、签名本、观影手册、周边纪念品等。每个物件背后都

是一段青春、一个不输电影的精彩故事，期待你在提交物件资料时，也讲出你的光影故事，讲出你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那

段缘。

许多故事让我们深为感动：72岁的资深影迷梅海星先生，收集了每一届的票根、展映片单，书写了一部生动的电影

节“影迷史”，让人肃然起敬；年轻的影迷葛亚洁，在电影节展映活动中，找到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另一半，得到了全网影

迷的祝福；从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之初就提供印制票版服务的张志明厂长，见证着上影节的成长和上海这座城市文化事

业的发展，网友感慨“看哭了”……

6月6日至19日，上海国际电影节将精选这些民间收藏，举办一场名为“三十’光‘年”的特别展览，三十年的光影记

忆，在一个个极有年代气息的展品中苏醒，让业界、影迷都感慨不已。据悉，五代金爵奖杯齐聚，想必将成为关注焦点

——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核心标志，金爵奖杯的变迁史，正是电影节在艺术上不断攀高的见证。

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72岁的影

迷梅海星先生，从42岁开始，陪伴上海

国际电影节至今。

他收藏的第一届开幕纪念封、纪念

邮票、报纸头版头条，见证着当年一位

普通上海市民迎接电影盛宴的兴奋和

骄傲；迄今为止已举办的24届电影节，

从第一届“还没印上海国际电影节字

样”的票根开始，他每一届的票根都不

缺，堪称一部“电影票的进化史”；从当

年简单的《参赛参展影片排片表》到如

今精美的《市民观影手册》，他更是通过

这份“影迷必备”，感受着电影节 30 年

的高速发展。

这些藏品，梅海星先生整理进了收

藏册中，从电影节创办之初的几届归集

一本，到后来每届自制一本，他一共收藏

了厚厚的15本！“封印”在其中的30年光

阴，寄托了一位资深影迷的光影感情，也

成就了一部影迷心中的电影节编年史。

路过胜利电影院巧遇电影

1993年，梅先生在海事局工作，单

位在外滩海关大楼里，家则住在同济大

学附近的密云路。下班骑车回家路上，

他拐到乍浦路桥附近的胜利电影院时，

看到影院拉出横幅，上面写着“第一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

“那时候大概刚刚办嘛，宣传不像

现在这么铺天盖地，就《解放日报》等报

纸上刊登了一些消息，我也没太留意，

直到看到这条横幅，想起来了，就去买

了几张票子。”票子 10 元一张，跟当时

电影 8 元 10 元的价格也没太大区别，

“平时也看电影，但想到是上海举办的

第一届电影节么，更想参与一下。”

1993年的梅先生当然没想到电影节

会有今日的成就，但出于爱整理的习惯，

他留下了票根。“第一届的票子就是普通

电影票，第二届才有了专门的上海国际电

影节专用电影票，但第一至第八届的电影

票上并不标注片名。有一件事情非常遗

憾，第九届电影票开始标注片名，但票面

的字看不清楚，就像超市里的发票一样，

过了两个月上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当年的热敏印刷技术，让票根上的

片名留下了淡淡的蓝色痕迹，依稀可辨

认，但仔细看看，却又有一种时间流逝

的美——不过梅先生并不认可这种美，

到了第十届，电影票在他看来，终于有

了真正的“专业”味道：片名、导演、主演

一应俱全。

梅先生的收藏册里，有特别珍贵的

四件套——纪念章、纪念封、明信片、排

片表。“当时纪念章、纪念封、明信片三

样东西都是特意跑到上海影城排队买

的，排片表是送的。”梅先生表示，这些

珍藏的纪念封只在前三届和第十届的

时候推出过，“第三届的信封还是后来

上海影城业务科领导送我的，那是第八

届电影节售票的第一天，我去影城给大

家看我的收藏品。影城的领导十分震

撼，‘你还缺个纪念封，我送个给你！’”

在电影节不断收获惊喜

30年来，梅先生对上海国际电影节

的执着与热爱从未改变，他保持着每届

进电影院观看各国佳片的习惯，活动范

围也早已从胜利电影院扩大到了全市

各大影院。而电影节也不断地“回馈”

这位铁杆影迷以惊喜，让他至今回忆起

来，都依旧眉飞色舞。

因为到开幕红毯所在的上海大剧

院，被交通管制“困”在了红毯边，他阴

差阳错地有了近距离拍摄张艺谋、成龙

等大牌的机会，“这也是唯一一次在红

毯上拍到明星”；法国影星于佩尔获得

金爵奖杰出电影艺术贡献奖后现身大

光明电影院，出席她主演的影片《海堤》

映前见面会，“我那时恰好坐在第一排

的位置上，特别请她在明信片上签了

名。”

见了无数导演和明星，令梅先生印

象最深的还是意大利导演马乌利兹奥·
夏拉。在他的第 10 届电影节收藏册

中，有一张两人的合照，照片下面，他特

意贴了 2007年 6月 22日五角场万达影

城的票根。“那场放映的是意大利影片

《克莱采奏鸣曲》，导演马乌利兹奥·夏

拉围绕这部家庭伦理片背后所涉及的

社会现象、夫妻家庭关系等敏感话题，

与现场200多位观众交流了40分钟，整

个见面会笑声不断，夏拉导演不厌其烦

地回答了影迷提出的各种问题。他的

这种认真，深深打动了我，我特别欣

赏。”

十年后，他无意中得知，意大利电

影周开幕式活动要在国泰电影院举办，

意大利方面多位知名导演将来现场，其

中就包括夏拉导演。他为此整理了一

本意大利历年参展影片资料册，并带上

了十年前的合影，“开幕影片放映前半

小时，10多位意大利导演来到了影院，

翻译同志特意帮我引荐后，加上看到那

张合影，夏拉导演非常兴奋，不仅让工

作人员赶紧把册子里上次的照片拍下

来，还特意拉着我，要拍一张‘十年再相

会的合影’。”

梅海星先生至今都感叹，这，大概

就是电影中经常说的“缘分，如此妙不

可言”。

成电影节30年巨变的见证人

从最开始的两年一届到一年一

届，从最初的 10 月举办到每年 6 月

如期而至，从最开始一张纸的排片

表到如今一千多场展映场次，从第

一届的 8 家展映影院到现在约 40 余

家参展影院，上海国际电影节 30 年

的成长速度令人惊叹。因为热爱，

梅先生成了电影节这 30 年一路变迁

的忠实见证人。

这些年，影迷都会在影院免费领

到电影节市民观影手册，里面涵盖

所有影展单元信息、影片排片表，以

及琳琅满目的官方活动时间表等

等，内容非常丰富。“前面十届只有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面是很简单

的排片表，后面就不得了了，这上面

泰国电影周、美国电影周、巴西电影

周都有了，包括电影节竞赛单元评

委会介绍，以及每个单元的电影信

息都非常详细。”这使他感到，电影

节不但丰富多彩，而且很为影迷着

想，办节内容对市民非常透明，方便

大家参与，“不愧是人民大众的节

日”。

梅先生在胜利电影院与上海电

影节结缘，并连续两届在胜利电影院

看片。“我从第三届开始在国际电影

院、大光明电影院看片，胜利电影院

放到第四届，第五届以后就不放了，

因为这个电影院比较小，也不符合国

际影展的放映要求。”要跑的影院范

围扩大了，提前安排自己的“看片

表”，成了梅先生“过节”不可或缺的

环节。“我会在电影节开幕前一个礼

拜做计划，一般一天看三场，距离不

能太远，否则时间衔接不上；我喜欢

看金爵奖参赛片，也要挑一挑影院。”

30 年前，梅先生可挑的影院只

有 8 家，30 年后，全市 16 个区展映影

院全覆盖。退休之后从杨浦搬到松

江养老的梅先生，近几年来也会经

常选择在松江看片；30 年前，梅先生

下班后骑车去看电影，30 年后，女儿

开车或者他自己坐地铁去看……便

捷程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每次电影节结束之后，翻阅和

整理电影节资料，真的是一种享受

和快乐。看电影节的电影，我从中

年看到老年，却越看越年轻；看电影

节的成长，年年有新意，让影迷们其

乐无穷。”他的感慨，何尝不是下一

个 30 年后，当下年轻影迷的感慨呢？

◎张志明：一张张电影票，见证电影节成长 ◎梅海星：15本收藏册构成的“民间编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