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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

花时间讨论电影，是一种荣幸

本报讯 日前，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

场金爵奖评委见面会在沪举行。金爵奖主竞

赛单元评委会主席陈英雄、评委洛夫·德·希

尔、马蒂亚斯·格拉斯纳、梁家辉、圣地亚哥·
米特雷、松太加、周迅悉数亮相。谈及即将开

始的评委工作，陈英雄直言“职责大”，“能集

中讨论电影，这将是一种荣幸。”

▶金爵评奖：

花时间讨论电影是一种荣幸

陈英雄与上海国际电影节渊源颇深，他

曾担任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

此次掌舵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陈英雄

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会深入地进行讨论，花

时间讨论这些电影是一种荣幸。我本人并不

会经常看很多电影，但上海国际电影节给了

我机会和同行、电影人、朋友们集中精力看电

影，并进行集中讨论，这确实是我的荣幸。”

曾主演过多部上海题材电影的梁家辉笑

称自己是“老上海”，一路见证着上海这座城

市的发展。他主演的《我爱你！》曾作为第 25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片亮相，今年变身评

委，梁家辉深感“压力大”，但同时也“非常荣

幸”。“做评委对于我是很重要的学习机会，上

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城市，通过上海国际电

影节能够认识到很多海外制作人、演员，还能

跟他们一起交流，并见证电影行业各方面新

趋势。”

阿根廷导演、编剧圣地亚哥·米特雷非常

期待与同行交流、分享经验，但对于评选电

影，米特雷不想提前心存任何期待。“我更喜

欢电影带来的惊喜、刺激，和完全超乎想象的

东西，我希望享受这独一无二的体验。”周迅

也特别认同米特雷的说法 ，“我希望不带任

何期待看电影，看这部电影能够给我们什么

样的震撼和感受。做评委是一个非常主观的

事情，但这也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我们将用最

真心、最真实的感受去跟每一部电影‘交流’，

跟评委们讨论。”

▶文化互鉴：

用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

上海国际电影节以影会友，架起交流互

鉴的桥梁，来自世界各地的影片用不同的电

影语言叙述着丰富多样的文化。东西方电影

文化的背景和理念存在差异，但在陈英雄看

来，电影其实就是一种相互沟通的语言，“我

试着用这种语言来跟大家交流，我虽然是亚

洲裔，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有

同样的路径接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

我们要用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我就会

集中心智通过电影表达我想阐述的内容。”德

国导演马蒂亚斯·格拉斯纳曾在多年前来过

上海，此次出任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他也希

望以参加电影节开拓“文化视野”，通过观看

参赛片看到在德国不太能了解和看到的

文化。

对中国导演、编剧松太加而言，上海国际

电影节是他的福地。他执导的《太阳总在左

边》《河》曾于2011年和2015年先后入围亚洲

新人奖；2018年，松太加的第三部长片《阿拉

姜色》获得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

松太加长期生活在青海，他的电影作品，一直

在关注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和当地社会生活中

的人物，在表现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方面具

备独特的优势。“因为身份原因，我的第一部

作品就是从我熟悉的那片土地上开始的，慢

慢再走进大众的视野。”松太加坦言，“这个过

程特别难，希望有更多导演能够倾注于表达

自己民族的生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

事。”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作为法国导

演，陈英雄也希望通过拍摄电影促进中法文

化交流，“我对于中国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渴

望和中国演员合作。”梁家辉表示：“我们通过

电影进行文化交流，电影语言里没有国家之

间的隔阂，我们这些人就可以拍一部很好的

故事片。”

▶电影之城：

和大家分享是电影核心所在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是闪耀

的电影之城。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中外影

人齐聚上海，影迷们的嘉年华同步开启，大家

在电影之城尽享光影盛宴，感受城市美好生

活。对澳大利亚评委洛夫·德·希尔而言，如

果用一个词概括他在“电影之城”的期待，就

是能够和“电影结合在一起”，“大家都会问

‘什么是电影’，电影是世界性的、全球性的，

这就是它的一种诠释。”

阿根廷评委圣地亚哥·米特雷则非常期

待在“电影之城”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在

看电影的过程中和评委分享、和观众分享，能

够与大家分享这一段经历，也就是电影的核

心所在。”

德国评委马蒂亚斯·格拉斯纳希望，“在

“电影之城”做评委能成为终身难忘的一段人

生履历”，“通过电影节本身了解观众、了解

人，大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成为好朋友，甚

至一生的好朋友。”在接下来的十天里，上海

国际电影节将是大众瞩目的焦点，“借着电影

节的契机，电影将给大家带来一段如同真实

生活的经历。”格拉斯纳说。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第 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举行第二场金爵奖评委见面会，金爵奖亚洲

新人单元、纪录片单元、动画片单元、短片单

元评委纷纷亮相。

今年恰逢亚洲新人单元设立 20年，越来

越多的新人从这个平台脱颖而出，评委们纷

纷感慨当下新人的机会越来越多，也为电影

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面对当下大火

的AIGC，动画片单元评委认为，AI技术只是

工具，它不能取代人类的创作。

▶亚洲新人单元：

从新人身上学习电影新理念

自2004年创办至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

奖亚洲新人单元已走过了20年。多年来，亚洲

新人单元始终致力于扶持亚洲电影新生力量，

激发亚洲电影多元活力，近期热映的口碑佳作

《年少日记》《乘船而去》《白日之下》，正是去年

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入围作品。

本届亚洲新人单元评委会主席曹保平是

亚洲新人单元的“老朋友”，18年前，曹保平

的《光荣的愤怒》入围“亚新”单元，最终摘得

评委会特别奖。如今，曹保平也已承担起扶

持新导演的责任，帮助有才华的新人实现梦

想。“新人比我们那时候机会多很多，因为我

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平台，有各种电影节，还有

很多创投项目，我们有很多新的拍摄手段和

方法。”

从2014年拍摄处女作《煎饼侠》，到2018
年凭借《缝纫机乐队》入围亚洲新人单元，再

到 2023年将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大奖收入囊

中，一路在电影节人才培育体系的阶梯上攀

登的导演、演员大鹏变身评委后感触颇深，

“我自己拍第一部戏时找不到监制，当时什么

都不懂，完全在实践中边拍、边学、边成长。”

亚洲新人单元及时地发现了他，帮助了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观众们也看到了大鹏的蜕

变，成长起来的大鹏开始帮助新人导演，“我

觉得这也是在帮助我自己，可以从他们身上

学习到对于电影的新理念。”

由管虎执导、倪妮主演的《一个男人和一

个女人》入围本届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

倪妮同时还担任了亚洲新人单元评委。前来

“学习”的倪妮表示：“每次参赛片映后，评委

们都有简短的讨论，大家从导演的角度、编剧

的角度、制片人或演员的角度评判作品是不

是优秀，表演是不是优秀，这对我而言是特别

难得的机会。”

墨西哥导演、编剧、制片人莉拉·阿维莱

斯已是第二次来中国，带着“开放”的心态做

评委的莉拉，最看重的是“体验感”，“做电影

的过程中，体验和感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光

去想，真实的体验给了我更多内在的能量做

电影。”

制片人沈暘见证了“亚新”单元的一路成

长。作为《白日焰火》《少女哪吒》《路边野餐》

等电影的监制，她带领一批新人导演从亚洲

走向世界舞台。在沈暘看来，电影产业的活

力一定来自新人和新人的创作，她对评委莉

拉提出的“创作体验”特别感慨：“电影的创作

是从个体的体验转换化成影像的漫长过程，

新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往往会从个体的情感

体验、生命体验出发，这是一种原动力。”但个

人的体验往往有局限性，创作本身不仅要面

对自己的体验，还要关注他人，“关注你所不

熟悉的陌生角色，跟这些角色相处，并爱上他

们，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创作前提，往往情感

越朴素越能打动人。”

贾玲自导自演的励志影片《热辣滚烫》一

举成为今年春节档票房冠军，该片改编自日

本影片《百元之恋》，影片编剧足立绅正是今

年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评委。贾玲从“不温

不火”的新人到“热辣滚烫”的名人，一路走了

20年，足立绅从编剧到导演，也经历了 20年
的起伏。“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编

剧、写剧本。有时候，我的剧本被其他导演拍

出来后，呈现得更加有意思。但有时候，剧本

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纪录片单元：

用开放的心态找到新鲜元素

作为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理论

家之一，美国学者比尔·尼科尔斯此次担任金

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最看重的就是

纪录片的“新意”。“其实每一部纪录片呈现的

都是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内容，我们不能用一

成不变的观点看电影。每一部纪录片都来自

于鼓舞人心的想法，我想看电影本身是否有

新意，我希望用开放的心态在这些电影中找

到新的内容、新鲜的元素。”

评委段锦川从 1994年执导个人首部纪

录片《广场》至今，整整 30年过去了，中国纪

录片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段锦川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观众群体在不断扩大，而

且越来越年轻化。“我最开始拍纪录片的时

候，观众不知道从什么角度接受这个片子，也

不知道这个片子讲什么，这是90年代早期观

众的反应。”但现在，段锦川欣喜地看到了观

众的变化，“到了90年代末期，同样的影片再

给年轻人看，他们的反应和接受程度完全不

一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纪录片受众群体

有了很大增长，但还不够多，希望有更多人参

与到纪录片创作中。”

评委塔拉尔·德尔基曾凭借《恶魔的育

成》获得第 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

他的作品长期关注社会话题，直击现实痛

点。塔拉尔认为，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可以有

鲜明的故事出现，但这些故事要围绕人性，围

绕同一个主题呈现，“我正在构思的作品将集

中探讨人存在的意义，探讨生与死，并呈现不

同国家的文化和音乐。”

中国台湾导演赵德胤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的“老朋友”，他曾经担任创投项目和亚洲新人

单元评委。作为纪录片领域的“后起之秀”，赵

德胤在学生时代就开始看导演段锦川的纪录

片，研读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比尔的书。从

2006年拍摄大学毕业习作《白鸽》，到2015年
拍摄第一部纪录片《挖玉石的人》，赵德胤轻松

游走在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他认为两者并没

有核心区别。“当你把摄影机架上去，开关按下

去，所谓的真相就消失了。”赵德胤表示，“无论

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都是创作者用独特的成

长经验、生命经验，去解读你看到的世界。所

有的创作最后投射的都是你自己，刚好你自己

又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动画片单元：

AI创作没有真实的情感

今年年初，文生视频工具Sora震撼登场，

有电影制作人用Sora制作了不同主题短片，其

品质令人惊叹，电影行业再次被AIGC（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的潜力所震撼。“5分钟生成AI动
画电影”“AI制作动画一学就会”等教程在网上

更是随处可见。对此，动画片单元评委会主

席、法国动画导演本杰明·雷内泼起了“冷水”，

他认为应该把AI当作工具，而不能由机器人

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

部完全由AI制作出来的动画电影，动画片的

制作还是需要人类的参与，我个人并不想看到

一部完全由AI制作而成的电影，因为我觉得

里面没有灵魂，没有真实的情感。”

匈牙利动画导演、编剧雷卡·布奇也认同

本杰明的看法，AI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用，但

它并不是艺术创作的主体。“我不认为AI会使

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廉价或质量更高，AI有时

候反而使我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艺术创作的

过程。通过AI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更快速

地完成作品，但我并不赞同用‘短平快’的方法

来完成作品。”

出任动画单元评委的导演不思凡，正是

用非凡的想象力赋予了动画片《大护法》深刻

的内涵，“《大护法》是作者向的一个电影，和

我当时对世界观、人生观的自我探索有关

系。”那段时间，不思凡正好在思考“我是谁”

的问题，这也成就了他创作的底层动机。

▶短片单元：

短片已成为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短片作品开始抢占网络视听高地，受关注

程度也越来越高。在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

新西兰导演、编剧马克·阿尔比斯顿看来，短

片本身时间比较短，但可以给人们带来多层

次的感受，“如果你看5部这样的短片，就有5
种不同的声音出现，给你带来的情感变化就

像过山车一样，有高低起伏。”

短片作品短小精悍，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

表达思考和创意，是对创作者的一大挑战。评

委雷卡·布奇认为，短片本身也能够展现出非

常好的戏剧性效果，导演也可以用不同方式来

呈现短片，这个过程是非常令人享受的。“在很

短的时间里讲一个故事，表达自己的观点，可

以体现出导演不同的思考历程。”

评委李霄峰导演曾与上海国际电影节数

度结缘，他的作品《灰烬重生》《少女哪吒》先

后入围项目创投，其中《少女哪吒》获得了

2013年项目创投“最具创意项目”奖，并于

2015年入围亚洲新人单元，他执导的《风平浪

静》则于2020年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虽

然李霄峰拍摄短片的经验并没有其他两位评

委丰富，但是他也感受到短片更为自由的表

达方式。“短片调动语言的节奏，和能够表达

的东西跟长片不太一样，我觉得短片会更自

由一些。”李霄峰直言，“如果一个短片能够集

中表达一种情绪，并且把它贯彻到底，就非常

了不起。可能有人觉得短片是长片的一个跳

板，但在今天的环境下，短片已经成为另外一

种表达方式。” （支乡）

盛典上，开场微电影《电影之城》迅速将观众带

入申城夏日的艺术氛围。本届电影节金爵奖主竞

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短片五个单元的评

委们依次亮相。

据介绍，本届电影节征集到来自涵盖五大洲

105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参赛、参展作品超 3700
部。经过遴选，来自 29个国家和地区的 50部参赛

作品进入金爵奖五大单元的评选，其中世界首映38
部，国际首映6部，亚洲首映6部，首映率再创新高。

今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14部入围影片中，12
部世界首映、2部国际首映。管虎的《一个男人和一

个女人》、魏书钧的《阳光俱乐部》、顾长卫的《刺猬》

和张大磊的《星星在等我们》将与来自 11个国家的

10部影片一起展开角逐。

担任本次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的法

国导演陈英雄说：“和其他评委一起观看、讨论电影

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电影节总是一个能发掘新

人、欣赏名导作品的好机会，期待和评委们、影迷们

一起探讨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

由上海国际电影节于2018年发起成立的“一带

一路”电影节联盟发出邀约，将有 2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联盟方代表来到上海，相聚“一带一路”电影

周。今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单元以“勇气之

路”为主题，放映 18部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影

片。去年获得第 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

男演员的大鹏（董成鹏）导演、曾荣获第24届釜山国

际电影节亚洲内容奖最佳女演员奖的姚晨受邀担

任本届“一带一路”电影周推广大使。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和中法文化旅游年，本

届电影节特别策划的“法国电影周”将在“中国影视

之夜”上进行启动仪式。38部最新法国电影和 30
余部法国经典电影或法国参与合拍的电影，将在各

展映单元里与中国影迷集中见面，展示当代法国电

影的多元视角和社会面向。

影片展映方面，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6月
7日中午“丝滑”开票后，全市16个区的47家展映影

院共同迎接影迷的到来。据官方购票平台淘票票

截至 6月 12日晚间的数据，本届电影节的 461部影

片将总计放映1624场，出票量45万张，已经超出去

年观影人次总数。购买本届电影节的影迷中，约七

成为上海本地影迷，另有来自江苏、浙江、北京、广

东等地的影迷为29%。

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为郑大圣、崔轶导演的舞

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此次焕新故事表达的

舞剧电影，在以红色为最鲜明底色的上海，从银幕

到舞台又到银幕，画出了一道艺术的螺旋。当晚进

行世界首映后，该片还将出现在“城市·光影：庆祝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展映单

元中与广大观众见面。

值得一提的是，亚洲新人单元今年迎来了20岁
生日。从 2004创设之初仅有不到 100部来自东亚

传统电影大国的作品报名参赛，到本届电影节报名

参加亚新单元评奖的作品达到来自 25个国家和地

区的 314部，20年来，亚洲新人单元以发现和培育

新人新作、扶持亚洲新兴电影力量为己任，挖掘和

推出了一大批如今活跃在各国乃至世界行业一线

的电影新人。

曾在 2006年第三届亚洲新人单元获评委会特

别奖、最受大学生喜爱奖的曹保平，本届电影节回

归担任亚新单元评委会主席，他说：“创造力，独特

性，陌生感——这些弥足珍贵的特质，是我们希望

在新人身上看到的。”

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

动。九场金爵电影论坛继续以热点话题凝聚发展

合力，放眼产业发展新格局，关注技术最前沿；6月
16日至 18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电影市场，聚

拢电影产业发展新技术、新潮流，137家自海内外的

影视机构将亮相市场展会；以“科幻+电影”的名义，

科幻电影人、科幻作家、科学家将再度相聚松江，探

讨人工智能与科幻电影的双向赋能；未来影院单元

依托赛车模拟器、VR眼镜、AR眼镜等沉浸式设备

和交互体验方式，为市民带来更多元的沉浸式体

验；第四届“中国影视之夜”围绕“光影世界 中国故

事”的主题，于 6月 16日在上海国际传媒港举办；

“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以“长风破浪，未来可期”

为主题，呈现媒体人对中国电影的高度关注与

热爱。

（上接第1版）

金爵奖各单元评委亮相

电影产业活力来自新人 AI不能取代人类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