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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她》获第二十五届上影节金爵奖
艺术贡献奖

本报讯 6 月 17 日，第二十五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上

海举行。当晚，由青年导演陈仕忠编剧

并执导，舒淇、白客领衔主演，张本煜主

演，郎月婷特别出演，顿河担任制片人

的电影《寻她》荣获金爵奖艺术贡献

奖。这是自第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该奖项设立以来，华语电影首度获此

殊荣。

《寻她》讲述的是由舒淇饰演的陈

凤娣在意外丢失女儿后，面临家庭的质

疑、世俗的偏见，依然勇敢追寻自我，以

“我想重新活一次”为信念与勇气，逐渐

走出困境的故事。作为90后青年导演

的首部长片，影片从生活出发，真实细

腻的展现了主人公陈凤娣所面临的生

活困境，导演以独特的视角和别具一格

的艺术表现力，为女性发声。

影片自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以来

收获了不俗口碑。观众们由衷认可了

导演对于影片主题和立意的把握及诠

释，同时赞扬了影片独特的现实质感，

以及主创团队在美术场景、人物造型等

多个方面的细致打磨。

该片由上海菁叹号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上海突

燃影业有限公司、东申未来（北京）文化

有限公司出品，北京入梦时刻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阅闻叙影业（广州）有限公

司、今橙果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万达

影业（霍尔果斯）有限公司、北京微梦创

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上海突

燃影业有限公司承制。

（赵丽）

本报讯 6 月 16 日，上海电影博

物馆迎来了十岁生日。十年前，漕

溪北路 595 号人头攒动，包括秦怡、

吴贻弓、徐克、贾樟柯在内的一众电

影人在上影广场揭下了上影厂标雕

塑的红色幕布，宣告了这个几代上

影人心心念念的博物馆，正式开馆

迎接观众。在上影厂的原址、靠近

繁华的徐家汇，这里没有建商场，没

有建购物中心，而是用一座讲述上

海电影百年历史的博物馆，陪伴了

大家整整十年。

这家博物馆很大，有 1.5 万平方

米，3700 多件展品，踏上网红的星光

大道，就能开启一段沉浸感满满的

光影之旅；这家博物馆很热闹，十年

来累计接待观众 150 万人次，举办各

类活动 3200 余场，先后接待过英国

威廉王子、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

莫尼，奥斯卡最佳导演汤姆·霍伯、

奥利弗·斯通，奥斯卡影后海伦·米

伦，余光中、岩井俊二、侯孝贤、汤姆

克鲁斯等政治、文化名流都来“打过

卡”；这家博物馆还成为行业标杆，

曾获得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奖，连续六年获得上海市精品展

览奖，连续三年在上海博物馆综合

影响力评比中排名前八。

上海电影博物馆用“拾光·十年”

作为这次馆庆的主题，是指十年的

时光历程，更是指电博拾着电影的

光，和所有热爱电影的人一起走过

了这段光影交织的精彩旅途。

时光经典，谢晋特展开幕

馆庆当天，由上影集团指导，上

海电影博物馆主办的“赤子之心：谢

晋百年诞辰纪念特展”盛大开幕。

这也是继 5 月 10 日上影人走亲谢晋

的故乡上虞，并且在上虞谢塘揭幕

了上海电影博物馆谢塘分馆之后，

上影纪念谢晋诞辰百年的又一重磅

活动。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健儿，上海电影博物馆执行馆长

范奕蓉；谢晋家乡的代表，上虞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周晓国，谢塘镇党委

书记倪水乔；曾在《牧马人》中有动

人演出的牛犇，谢晋的弟子石晓华、

武珍年、鲍芝芳三位女导演，以及代

表黄蜀芹导演的郑大圣导演；谢晋

的生前好友黄建新、焦雄屏、王童、

刈间文俊等参加了当天的开幕式。

谢晋导演将一生献给了电影艺

术，他曾有一句名言，“艺术家要有

赤子之心”。 本次展览也因此得名，

展览面积近 600 平方米，展出 534 件/
组展品，共分为八大板块，全面介绍

了谢晋的成长历程、家庭亲情、电影

创作成就、电影事业及电影教育探

索、朋友圈等，并还原了《芙蓉镇》场

景和谢晋书房场景，是上海电影博

物馆开馆以来展陈空间最大，展品

数量最多的一次展览，其中谢晋在

华北革大时期的日记、《鸡毛信》创

作手记等 200 余件珍贵展品都是首

次亮相。

谢晋和他的电影，已然矗立而成

沉甸甸的“谢晋精神”：一种忧国忧

民的士子精神，一种以情动人的艺

术 精 神 ，一 种 燃 烧 生 命 的 创 作 精

神。上海电影博物馆希望借由本次

展览，与大家一起缅怀和传承谢晋

精神，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健儿在开幕式呼吁所有艺术创作者

“为人民而创作，为时代而创作，保

持创作激情，拥抱时代给予我们的

馈赠”。

时光财富，馆庆公益惠民

回顾这十年，上海电影博物馆最

宝贵的财富之一，就是有一大批支

持和陪伴博物馆成长的观众和社会

各界人士。有风雨无阻每周都来

“打卡”的老粉丝，有从全国各地赶

来参加影展的影迷，有无偿在这里

担任六年志愿者的公益人士……

早在 5 月 18 日世界博物馆日，上

海电影博物馆就举办了“拾光·十

年”特展，用十年来的精彩瞬间铺满

一面照片墙，还有珍贵的嘉宾、观众

签名留言，共同组成了这个充满“回

忆杀”的展览。6 月 6 日在十周年馆

庆倒计时十天之际，电博还开启了 6
月 16 日的十元门票预售，这是电博

开馆十年来折扣力度最大、持续时

间最长的票价福利，就是为了以公

益性质的票价，回馈大家十年来的

支持，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一起

庆祝生日。

6 月 16 日生日当天，电博更是策

划了一场全天候的馆庆马拉松，开

放夜场至 21:30，全新的谢晋纪念特

展、经典电影旋律的音乐会，一人一

故事剧场演出、少儿艺术工作坊、沉

浸式小程序游戏“寻影记”等精彩的

活动持续全天，让全年龄段的观众

一整天都能沉浸在电博十周年生日

的气氛中，享受电影给大家带来的

快乐和感动。

乘“十”而上，共赴拾光新程

5 月 22 日在上海电影博物馆十

周年馆庆研讨会上，上海电影博物

馆执行馆长范奕蓉表示：“十年间，

电博完成了从 1.0 到 2.0 版本的蜕变，

也就是从传统业务转型至能够实现

良性自转的‘绿色发展’。”简短一句

话却包含了电博十年的探索和努

力。作为一家行业博物馆，不仅要

“活下来”，更要“活起来”，这绝非易

事。在数不清的尝试和摸索之后，

电博人紧紧围绕“电影博物·看世界

的可能”这句核心理念，走出了一条

越来越宽的路。

为了实现博物馆的良性自转，电

博在坚守传统四大功能——文物收

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陈列展示

的基础上，自 2017 年起开始业务转

型，努力发展“移动博物馆”等创新

业务，让尘封的文物活起来，作为展

览 IP 输出，来到上海中心、爱乐乐

团、美罗城、新场古镇，走进长三角

的苏州、湖州、游埠、新场、谢塘，远

至山东东营、新疆哈密，甚至比利时

布鲁塞尔，让上影经典融入城市肌

理，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来到人们身

边，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用电影文

化为城乡发展赋能。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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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是想象力的释放，如

何持续地突破以往的经验？如

何为观众带来更新的体验？始

终应被置于首位。作为本届金

爵奖动画片单元评委会主席，

真木太郎告诉记者，评审过程

中，这是他始终遵循的原则。

《中国电影报》：二位此次

来到中国，感觉如何？

真木太郎：我已经近4年没

有来中国了，这次来，有一些让

我惊讶的地方。比如，上海淮

海路的 TX，里面有许多动漫相

关的东西，整个的体验感、潮流

感比日本还好，非常棒！

神木优：我是第一次来中

国。去年，我一直在负责《航海

王：红发歌姬》在中国的上映，

所以很想来中国，这次终于来

了，很开心！

《中国电影报》：此次金爵奖

动画片单元的评审标准是什么？

真木太郎：与其他评委讨

论后，我们将“是否有新的发

现”作为标准之一。能否看到

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很重

要，不管是内容层面，还是技术

层面。我希望看到使我“惊讶”

的作品。本次金爵奖动画片单

元的 5 部竞赛片，风格各不相

同，我在其中感受到了动画的

多元性，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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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晚，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

佳动画片揭晓，匈牙利电影《土狼的四个灵魂》夺得

荣誉。担任本届金爵奖动画片单元评委会主席的是

日本著名动画制作人真木太郎，奖项公布前日，他与

《剧场版 拥抱！光之美少女♡两人是光之美少女

群星回忆》制作人、《航海王：红发歌姬》海外制片人、

东映动画制作人神木优共同接受了本报专访。

今敏的《千年女优》《东京教父》，押井守的《机动

警察》，片渊须直的《在这世界的角落》……这些日本

经典动画背后，都有着真木太郎的身影。4年后再

度来华，真木惊讶于中国动漫的发展速度，“上海淮

海路的TX有许多动漫相关的东西，体验感、潮流感，

比日本还好！”被问及此番是否计划与中国动画人交

流时，真木将手虚握成一个拳头，举向嘴巴，开心地

笑着说：“我们去喝酒啦！”

谈到近年中国动画作品，神木优强推“罗小黑”，

真木则对《深海》表现出强烈好奇。略显遗憾的是真

木还未看到全片，因为“在日本能看到的，都是中国

比较商业化的动画作品”，许多优秀的“能体现作者

性”的中国动画，“暂时没有机会在日本看到”。他希

望更多多元化的中国优秀动画登陆全球市场，而他

与神木优也在期待，与中国动画人进行“跨国合作”，

为观众制作更多优秀的作品。

近年，中国动画迎来高速

发展。真木太郎用“发达”评价

当下中国动画的技术水平，他

相信，现在中国动画的制作能

力，会成为未来中国发展至世

界领先的有力基石。他同时建

言，中国动画人在向内深挖中

国记忆的同时，尝试向外探寻

全人类共通的情感核心，让多

元化的中国动画走向国际市

场，赢得国际观众的理解。

《中国电影报》：二位怎么

看待近年中国动画的发展？

真木太郎：我在日本能够

看到的中国动画只是很小一

部分。中国的动画作品，只有

有人觉得适合日本市场时，才

会被带去日本，因此在日本能

够看到的，都是中国比较商业

化的动画作品。我所看到的

这部分作品，中国动画的技术

是比较发达的，我相信，现在

中国动画的制作能力，会成为

未来中国发展至世界领先的

有力基石。我个人其实更喜

欢艺术类的、能体现作者性的

作品，但目前，暂时没有机会

在日本看到这类中国动画，比

较遗憾。

神木优：我印象比较深的

中国动画作品是《罗小黑战

记》，它是一部有很多特别之处

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了共鸣。

《中国电影报》：二位对中

国动画制作人有怎样的建议？

真木太郎：如今中国动画

作品在本土神话故事、本土民

间 IP 的挖掘上很成功，但是当

这些作品摆到全世界的观众

面前时，观众会因为缺少了解

和共鸣，本能地认为这是只面

对中国受众的作品，而不是中

国带给全世界的宝藏。我的

建议是，中国动画电影制作人

可以和中国以外的制作人多

合作，碰撞一下，可能会有不

一样的火花。

神木优：真木老师刚刚提

到了有关“中日合作”“全球合

作”，对于我来说，更像是处在

一个想要合作的状态，希望能

够与中国制作人合作，为观众

制作出更好的作品。

《中国电影报》：日本拥有许

多动画电影产业的成熟经验，是

否可以向中国动画电影人分享

一些？

真木太郎：从《阿童木》开

始，日本动画就在不停的全球

输出，这才有了近代日本动画

产业“爆炸式”的增长。但时

代在变化，这一模式很难复

制。谈到经验，如我刚才所

说，我们在日本，很少看到商

业类型以外的中国动画，当

下，或许可以让多元化的中国

动画作品输入日本以及全球

各地，让世界看到中国动画的

可能性。中国的动画导演、制

作人也要多与海外观众接触

交流，以反哺作品。而这，也

是日本动画一直在做的事情。

从《千 年 女 优》《东 京 教

父》，到《机动警察》《在这世界

的角落》，再到《天地无用》《阿

兹漫画大王》《樱花庄的宠物

女孩》，真木太郎担当制作人

的动画作品，在全球俘获了大

量动漫迷。谈及这些银幕经

典的制作“秘籍”，真木直言，

“原始的感动，非常重要”。

《中国电影报》：您制作了

许多经典动画，作为制作人，您

希望作品传递怎样的价值观？

真木太郎：在我看来，“原

始的感动”是非常重要的，这

是比普通的感动还要深层的，

是无论国家、性别，谁看都会

感动的作品，而这，也是我在

追求的。

《中国电影报》：您最近参

与了真人电影《天间庄的三姐

妹》的制作，在您看来，真人电

影与动画在制作层面有哪些

差别？

真木太郎：从细节上来说，

动画可以一直修改调整，所以

更需要去控制整体成本与周

期，把握交付时间。真人电影

则更多取决于当天所拍摄到

的内容。对于真人电影而言，

后期制作时间有限制，后期的

拼接、剪辑显得尤为重要，动

画则更注重前期的分镜图 。

二者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此。

《中国电影报》：《剧场版

拥抱！光之美少女♡两人是

光之美少女 群星回忆》在本届

上影节展映，神木优老师作为

制作人，可否向中国观众介绍

一下影片？

神木优：这部作品是本届

上影节“东映动画 时光印迹”

特别单元中的一部，是五年前

的“十五周年纪念作品”。非

常开心能将这部具有纪念意

义的作品带来中国。

◎希望国际市场看到多元化的中国动画

◎“‘原始的感动’仍是我在追求的”

◎评审原则：“是否有新的发现”

真木太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