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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也是享受
——记忆中的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二三事

本报讯 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联合上海市民文化节举办的“光

影入万家，共赏真善美”系列讲座

近日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举办了

第三场。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

新人奖”设立 20周年之际，上海戏

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川围绕

亚洲电影的传入、萌生与发展，徐

徐描摹一幅类型繁多、特色各具的

亚洲电影艺术画卷。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定位是什

么？”讲座一开始，石川率先针对这

一问题，分享了自己的感受：2004
年，以中国、韩国、伊朗电影为代表

的亚洲电影迅猛崛起，上海国际电

影节因时顺势，专设单元来推介亚

洲的优秀电影。由此，2004年第

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

奖”正式诞生，2023年“亚洲新人

奖”升级为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

并在今年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第二

十周年。

“亚洲新人奖”设立的二十年，

也正是亚洲电影日新月异的二十

年。在石川的印象中，中国早期电

影观众最熟悉的当为东亚的朝鲜

电影。朝鲜半岛南北分治后，朝鲜

电影采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取

材多来自于民族英雄、南北分离和

革命战争历史等。其中，《鲜花盛

开的村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

姬的命运》《无名英雄》等影片曾一

度风靡中国。

在西亚，伊朗的电影极具代表

性。石川盛赞“《小鞋子》可谓儿童

电影的天花板，对儿童细腻的心理

刻画令人动容”。九十年代以后，

伊朗电影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

倾向，出现了阿巴斯·基亚罗斯塔

米、阿斯法·法哈蒂等杰出的现实

主义电影艺术家。《一次别离》《希

玛未说完的事》《溺水蝴蝶》等作

品，展现出伊朗电影从抽象层面逐

步聚焦到现实层面的转变。

南亚电影中，印度电影表现最

为突出。传统印度电影表现形式

多为歌舞片。石川认为，这有其深

刻的文化根源。印度是多民族国

家，方言多达 1600多种，复杂的电

影台词会无形抬高电影的赏鉴门

槛，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更

能引发观众的理解与共情，逐渐形

成了印度传统电影的独特风格。

现实题材的印度电影也备受瞩目，

如《摔跤吧！爸爸》，描述女主角通

过竞技体育谋求命运改变的过程。

而在亚洲东边，泰国电影也

有独树一帜的影像表达。《天才枪

手》以 2014年 SAT亚洲考区试题

泄露案为题材，用镜头语言书写考

试作弊的故事，追问为何考试焦虑

症已成为亚洲国家普遍的文化

现象。

在东亚，日本电影不可不提。

石川感叹道：“在日本电影发展史

上，日本可谓名导演辈出。”近年，

是枝裕和推出《回我的家》《如父如

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小偷

家族》等个人特点鲜明的作品，在

影坛备受瞩目。

2018年的《小偷家族》曾在上

海国际电影节放映，引起轰动。石

川认为，是枝裕和以非血亲、非姻

亲却充满爱意的乌托邦家庭，与凭

靠血缘、婚姻维系，却疏离冷漠的

现实家庭进行对照，以达到质疑和

批判传统家庭伦理及其结构的

目的。

讲座文蕴厚植，用语平易，干

货满满，受到了市民和影迷的欢

迎，现场气氛热烈。该讲座在微博

上的直播，也吸引了超过 12万影

迷在线观看。

（影子）

本报讯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将于 6月 14日至 23日举

行。近日，IMAX展映片单正式公

布，将有八部经典佳作登陆 IMAX
大银幕，以视听盛宴开启夏日光影

之约。IMAX单元是上海国际电影

节于 2013年首次以技术平台为基

础设立的展映单元，IMAX大银幕

将一年一度呈现影史经典与最新

佳作，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震撼

观影体验。

参与本次 IMAX展映的电影

作品题材类型丰富多元，艺术性与

观赏性兼具。留名影史的经典科

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将震撼呈

现宏伟太空史诗，于 IMAX的超大

银幕和沉浸环境中再现电影大师

斯坦利·库布里克的恣肆畅想。

频频入选最伟大摇滚电影榜

单的《别假正经》再现著名的传声

头乐队的代表演出，将经由 IMAX
视听体验彰显光影与音乐结合的

魅力。由大卫·芬奇执导的《七宗

罪》作为惊悚悬疑电影经典之作，

将带观众沉浸式走进错综复杂的

罪案迷宫。

《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一

经问世就以史诗式的视听语言惊

艳观众并斩获奥斯卡六项大奖，通

过 IMAX大银幕带观众重回绝美

而残酷的狂野大漠，走进为生存而

战的末日传奇。电影《波西米亚狂

想曲》曾荣膺奥斯卡四项大奖，

IMAX观众将再次感受皇后乐队的

经典名曲。

广受赞誉的超级英雄电影《新

蝙蝠侠》是新一任蝙蝠侠的惊艳首

秀，此次观众将可于 IMAX再度领

略其富于暗黑气质的银幕美学。

犯罪动作影片《伸冤人 3》是这一

知名电影系列的终章，丹泽尔·华

盛顿将“打”上 IMAX大银幕，上演

快意恩仇的正义之战。

除了以上七部故事电影，

IMAX原创纪录片《深空》也将与观

众相约光影世界。观众可在 IMAX
的超大银幕上饱览韦伯望远镜拍

摄的震撼宇宙影像，“亲历”穿越时

空的太空旅程。

（影子）

本报讯 在近日结束的第 77
届戛纳电影节上，中国青少年影视

教育最新成果——《中学生电影制

作课程》登场。影展期间，《中学生

电影制作课程》推广座谈会举行。

座谈会就青少年影视教育及活动

交流进行了深度探讨，参会嘉宾对

《中学生电影制作课程》一书的出

版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国际

青少年影视教育交流的重要一步。

《中学生电影制作课程》于

2023年 8月在中国出版，一套两

册。这套书是中国教育部将电影

(含数字媒体艺术)纳入义务教育范

畴后，专门针对中学生群体的影视

教育专业用书。该书由国际中学

生电影展创始人楚天联合中国影

视及教育行业的专家编写，并邀请

好莱坞及全球多位影视领域资深

人士担任顾问，耗时四年完成。配

套的教师用书和完整的教学设计

也于 2023年底全部开发完成，并

在中学校园进行推广。此次在戛

纳电影节上的亮相也是该书的第

一次国际推广。

该书的国际版权负责人张智

鹏在座谈会上表示，《中学生电影

制作课程》及其配套的师资教学资

源和相关活动将对全球开放合作，

出版方希望与全球影视教育同行

分享和探讨青少年影视教育的方

法，共同推进国际青少年影视教育

的发展。他表示，通过开放合作，

中国影视教育正在迈向国际化，并

为全球青少年提供更广阔的学习

平台。 （花花）

巧妇学做少米之炊

就说编辑电影节的会刊吧。一

册厚厚的会刊，图文并茂、中英对

照，是电影节的窗口和脸面，其内容

涉及电影节的评委介绍、参赛片、参

展 片 的 介 绍 、主 要 活 动 的 预 告 等

等。我虽然编过电影刊物，但会刊

内容指定性很强，上海国际电影节

刚问世，在国际电影界还缺少知名

度，联络、通讯、运输不便捷，许多会

刊内容很难及时到手。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何况我们还不是巧妇。怎

么办？我们只能组织人员千方百计

从外文报刊上寻找替代品。评委的

邀请和落实也迟迟定不下来，眼看

发稿期限到了，等不及，本着宁多不

缺的考虑，我们将所有已经明确表

示意向的评委悉数上了会刊。果

然，电影节开幕前夕，还是有两位评

委婉拒了邀请。但能来的，会刊的

介绍一个不缺。

编会刊，材料不全，固然麻烦，

编排印刷手段落后，更令人头疼不

已。那时用的是照相排版技术，内

容版式确定后，图片要扫描，文字需

通过照相翻印在相纸上，再根据版

式样稿剪贴，然后制版进入印刷。

程序复杂，费时耗力，每天晚上，新

闻委员会的成员都围立在会议桌

旁，找的找，剪的剪，贴的贴，忙得不

亦乐乎。有时，一行或一个字不见

了，几个人趴在地毯上，瞪大眼睛旮

旮旯旯寻个遍。幸好那时还年轻，

腿脚还算灵活，换成现在，爬几次就

能浑身散架。就是这样的技术水平

和工作速度，有前瞻性的领导要求

我们与国际接轨，电影节期间，每天

出一份中英文对照、图文兼容的《每

日新闻》杂志，及时报道电影节方方

面面的活动和信息。这是个很大的

难题，能否很好地完成，我心中无

底，但领导的要求，我们不能打折，

“没有干不好的事，只有想不到的

事”，唯有攻坚克难，破难而进。我

们对版面做了精心设计，事先将每

期的彩页版做好，留下十六页黑白

版到电影节期间当天采访、编排、拼

版、印刷。这活不重但累人，耗时耗

精力。电影节期间，每天上午开编

前会，明确采访目标和任务，晚上九

点集中所有的文字、图片，进行筛选

和修改，打印，一遍遍校正，再根据

版式设计编排，通过照相制版出样，

最终出大样，作最终的修改，然后签

字付印。这时 基本上是“身披一道

朝霞了”。尽管程序一道又一道，过

程一坎又一坎，好几双眼睛吹毛求

疵，反复审读，为的是不留瑕疵，不

出纰漏。然而因为每天工作近二十

个小时，常常通宵达旦，错误就偷偷

地从疲乏中孳生了。我作为主编，

每天最后一个离开印刷厂，第二天

一早最先来到办公室，刚出印刷厂

的《每日新闻》需经过我的检查后才

能分发。我这么做为的是如果发现

谬误能够及时处理，以免造成无法

弥补的重大影响。

不动声色改正错误

没想到，难以预料的事真给我

撞上了。电影节开幕后的第三天，

一早，当我在办公室里打开还飘着

油墨香的《每日新闻》时，仅仅扫了

一眼，后脊梁就腾起一股凉气，心里

暗自直叫“出大事了”。一篇采访当

时国家电影主管部门领导的文章，

配发的照片竟然是一位体型面容相

似的韩国导演！估计是昨夜美编由

于疲劳而看走了眼。我心急如焚，

但没有声张，只是关照这一期《每日

新闻》不要发，马上送回印刷厂，已

经发的几本也要追回来。随后，我

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找了一张

那位领导的照片，坐上专门配给我

的可以畅行无阻的新闻采访车，一

路疾驶，赶到印刷厂，直奔厂长室。

那位我熟悉的徐厂长，熬了一通宵，

正 准 备 离 去 ，却 被 我 拦 在 了 办 公

室。听完我的三言两语，厂长急了，

转身出门进了广播室。“上夜班的同

志请注意，请大家留一留，有重要任

务”，车间的喇叭里顷刻传来了厂长

的声音。于是，在厂长的直接指挥

下，各工种分头行动，拆的拆，重新

制版的重新制版，印的印，装订的装

订，足足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总算神

不知鬼不觉，在 11 点钟将完整的

《每日新闻》送到了宾客的手中。有

人问我“今天的《每日新闻》这么晚

了”？我笑笑：“还好吧，没怎么晚。”

表面上很镇静，可心里犯嘀咕：如果

按时拿到，那我就摊上大事了！

从 1993年开始，我连续 13届主

编《每日新闻》，遇到这样“临时抱佛

脚”的事还是蛮多的，由于处理及

时，几乎都没有露出蛛丝马迹，但心

里那份“如履薄冰”的感觉挺折磨人

的。折磨的次数多了，也就有点“死

猪不怕开水烫”的超脱感了。

以诚相处厚待记者

电影节要扩大影响，做出品牌，

宣传自然要轰轰烈烈，大张旗鼓，但

是作为重大外事活动，又得谨小慎

微，牢牢遵循外事纪律，把握分寸、

守住底线。我们感到最棘手的是怎

么能让记者步调一致，不出或少出

岔子。上海国际电影节一亮相，吸

引了媒体的眼球，毕竟是划时代的

里程碑，媒体不可能袖手旁观。尽

管鉴于我们的接待能力，对记者的

参与设置了一些条件，包括收取报

名费、限制名额等，但是参与的记者

依然出乎我们的意料。有平面媒

体，也有电台电视台，有国内的，港

台地区的，也有国外的，一下子来了

几百人，长枪短炮南腔北调，一个个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凭着灵敏的

嗅觉和见缝插针的勤奋，时时刻刻

“捕风捉雨”抢新闻。新闻委员会专

门安排了几个同志对付记者，并再

三叮嘱“对记者要厚待、宽待、善

待”，专门设立了记者评奖、记者沙

龙，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增加工作上

的方便，还免费为他们提供一些类

似咖啡、茶水、小点心的服务。但是

双 方 依 然 经 常 发 生 摩 擦 ，甚 至 冲

突。而导火线恰恰都是和采访有

关，尤其是一些小范围的采访，由于

粥少僧多，轮不上的自然就不平，不

平就鸣，就申述，就抗议。我们的工

作人员就只能笑脸相迎赔不是。说

心里话，这不能怪记者，人家交了钱

付了费，车马劳顿，寝食不安，为的

啥？不就是抓点新闻抢点镜头吗？

我当过杂志主编，深谙记者的苦衷，

总是想方设法满足记者的要求，尽

力为他们提供方便，但有时也常常

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印象最深的就是接待好莱坞著名影

星索菲亚。尽管事先对此保密，但

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么一位世界级

“巨星”第一次来中国，这可是特大

新闻，记者谁不想见见她，采访她。

我们的难处是，人家大牌明星绝不

是谁想见就见的，她有自己的规格

和要求。她们同意安排记者直接去

机 场 内 接 机 ，但 名 额 不 能 超 过 十

名。几百个人中选十人，可谓“百里

挑一”，选谁都得咬牙跺脚下狠心。

反复权衡，再三权衡，人选总算定

了，一切都“悄悄地”不动声色中进

行。谁料 ，就在这十名记者坐车去

机场后不久，我的办公室里突然闯

进一位年轻人，他一进门就扑通跪

地，像捣蒜一样对着我磕头。我，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

么，赶紧伸手拉他起来。他不从，嘴

里咕噜着：“你不答应，我就不起

来。”我能答应啥呢？我拉他，还是

不起，我急了，嗓音也大了，“起来！

我答应你。”话音刚落，他一咕噜爬

了起来，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谢

谢。听口音，是海峡那边的。我问，

你让我答应什么。他告诉我，这次

台湾来的媒体中，比较大的有两家，

这两家互相间争得很厉害，这次报

社对他采访上海国际电影节有极其

苛刻的要求，如果那家竞争对手采

访到的新闻，他没采访到，回去就自

动去职，而这次安排去机场的十家

媒体中就有与他们竞争的那家媒

体。我真没想到我们考虑到台湾地

区“骨肉情”的特意安排竟卷入了一

场势不两立的纷争。我明白了年轻

人的意图，我决意帮他一把，免得他

回去后饭碗被砸。我立马和在机场

负责接待的同志通了电话，为他争

取到了一个名额。他喜出望外，竟

然抱着我，在我脸颊亲了一口。我

愣住了，望着他跨出门外的背影沉

思了好一会。我为残酷竞争感到不

可思议，更为小伙子的敬业精神而

心生敬意。幸好，在数百名记者中，

像这样不顾脸面追求好新闻的还是

屈指可数，大多国内媒体的记者关

心的是有没有统发稿，只要拿到统

发稿，任务就基本完成。因此每次

写统发稿可得费点心思，尽量让那

些考统发稿交差的朋友能掌握点

“干货”。

当了十三届电影节新闻委员会

主任，记者的数量越来越大，竞争也

越发激烈，但我们以诚相处，以礼相

待，彼此间虽然难免有些矛盾和不

愉快，，一些记者也为我们出了不少

难题。但我们能理解，都是为了电

影节，相同的目标为我们架起有意

的桥梁，我们还是成了朋友。我从

内心要感谢那些记者，没有他们的

参与和努力，上海国际电影节就不

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曾经享受的特殊待遇

万事开头难。第一届国际电影

节是对我们能力的一次测试。我始

终提醒自己，忙并不可怕，忙而出乱

才是最可怕的。我告诫自己，“无过

就是最大的成功”。电影节期间，白

天负责接二连三的新闻发布会、见

面会，晚上主编中英文版的《每日新

闻》，每天去印刷厂发稿，凌晨三四

点直到看完大样后才回家，打个盹，

早上八点又守在办公室开始新的一

天。真的很累很累，但一想到自己

做了别人没有做过、自己不敢做的

事，心里还是乐滋滋的。至今我难

忘当年我们曾经享受的特殊待遇。

因为工作多、任务重、时间紧，我们

几乎没有时间去填饱肚子，靠的是

赞助来的八宝粥、火腿肠、瓶装水等

充饥解渴。深夜回到家，洗一把倒

头就睡，也顾不上妻子的“犒劳”。

可是，人不是机器，加点油就可以照

样运作。一罐粥、一根肠可以解决

饥饿，但要在在夜以继日的繁忙中

保持精力充沛，又有什么灵丹妙药

呢？这天，电影节办公室主任江平

给我送来一大箱当时市面上流行的

保健品“活力 OK”，告诉我这玩意儿

是中药西制，可以提神醒脑，祛乏消

累，每天坚持喝，能让你活力四射，

不知疲倦。我将信将疑，先尝试着

喝了几支，感觉良好，于是在得到江

平的无副作用的告示后，我加大剂

量，每天一早喝上十支，效果堪称神

奇。我每天加班加点连轴转，竟然

不困不累，始终像个充满气的皮球，

到处蹦蹦哒哒。真的该感谢这有着

洋名的中成药，为我保驾护航，当一

大箱“活力 OK”全沉入我的皮囊后，

我也顺利地度过了充满挑战和紧张

感的日子，完成了组委会交办的各

项任务。让我惊奇的是，在电影节

结束后，几乎所有参与者都瘦了，唯

独我，重了好几斤。当我把这样的

收获告诉别人时，有人提醒我：“这

活力 OK 中是否含有激素？”我不明

就里。当我的体重继续飘红时，我

开始意识到我被“激”中了。果然，

时隔不久，这种保健品“活力”已尽，

再也不能“OK”，在市场上彻底销声

匿迹了。然而我的体重却久久地地

保留着累累硕果。这是电影节给我

的永久的馈赠。

电影节的馈赠，是苦是甜？是

累是乐？我们心里心里清楚，但很

难一言以蔽之。当第一届电影节落

下帷幕，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相聚

时，许多人，包括吴贻弓，都流泪

了。我们像赛场上赢了球的运动

员，总算没给电影，也没给上海丢

脸。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三十多年过去了，尽管自己已

“退出江湖”，电影节与我们也“不搭

界”了，但抚今思昔，心生感慨。在

电影节日趋成熟、声名鹊起的今天，

当初我们曾经经历的这些也许已经

被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淘汰了，但我

们的记忆中永远储存着这些经历，

那一件件一桩桩值得留恋的往事，

泛着青春的光彩，熠熠生辉，令人回

味无穷。

（作者为上影集团原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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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届上影节发布IMAX片单

“光影入万家共赏真善美”
系列讲座举办

石川：从“亚洲新人奖”看亚洲电影这20年

今年6月，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

隆重举行。这是电影的饕殄盛宴，值得所

有喜欢电影的人翘首期待。我作为一个参

加过第一届至第十四届电影节工作的老电

影人，虽然在这电影节临战时期不用厉兵

秣马，熬夜受更，但我的思绪和情感却再一

次被电影节所牵引，无需按键，我记忆的屏

幕上就会涌现很多被岁月掩隐的往事。人

的一生能做别人没有做过或者很少有人做

过的事，值得一辈子骄傲和玩味。1993年，

我有幸参加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筹

建和举办，做了一次“吃螃蟹的人”。那时，

我们有美好的追求但缺少专业经验，有宏

大的设想但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有跃跃

欲试的心，但面临的困难像一只只无形的

大手泥门塞洞。然而一次次筹备会，吴贻

弓、谢晋等呼唤创办电影节的坚毅神态、坚

定话语，坚强信念，让我读懂了我们的责

任，理解了“弯弓没有回头箭”的道理，增添

了即便遇到南墙，也得把它撞倒后继续朝

前走的勇气和胆量。作为新闻委员会的主

任，我是被硬攆上架的鸭子，深知这活不好

干，一接手就犯愁发怵，有一种“猪八戒抱

刺猬”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下手。我知道自

己几两重，既不是学新闻的，又没有参加过

任何国际电影节，懵懵懂懂啥都不清楚。

更闹心的是这新闻委员会要承担的责任太

多太重，设计制作各种宣传品、策划组织各

类见面会新闻发布会、安排落实各项宣传

推广活动，头绪繁杂，面广量大，可整个新

闻委员会不足十人，而且都是电影局厂的

工作人员兼任的，对国际电影节“未见猪

吃，也未见猪走”。加上领导耳提面命的

“外事无小事，务必如履薄冰”的训诫，让人

有点“提心吊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