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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4年暑期档“激战”即

将开启，作为行业“晴雨表”的上海

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6月 17日在

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了特别活动“暑

期档院线影片交易会”。本次交易

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制片人、

发行商、院线代表、影管代表、导

演、编剧以及媒体代表，提供了一

个高端、专业的交流平台。通过推

介最新的暑期档影片，展示电影产

业的最新动向和发展趋势，促进国

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助力全球

电影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驻会副

会长兼协会城市影院分会会长林民

杰在致辞中表示，交易会是汇聚业

内精英、共谋繁荣发展、推动产业

振兴的重要平台，希望电影人借此

拓宽合作面，同时坚守创作初心，

提升电影质量。

上海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刘

祎呐表示，尽管电影市场取得了可

喜成绩，但也面临着挑战，电影人

需要创新内容、提升品质，不断满

足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她还

提到上海市正在加大电影产业扶持

力度，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出台了“三年行动计划”，这极大增

强了业内信心。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介

绍了华夏电影丰富的影片储备，提

及华夏电影目前承接了人民院线的

运营管理工作。重点推介的影片包

括《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6：迷你

大冒险》《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守护》

《开心超人之逆世营救》《海贼王：

强者天下》《倩女幽魂》（复映）。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的代

表推介了五部影片：继《爱情神话》

后推出的又一部海派文化影片《拼

桌》；传统文化复兴的国漫经典《宝

莲灯》4K 修复版；充满烟火气和小

人物情怀的《逍遥·游》；探讨女性

困境与现代母女关系的《我和我母

亲的疼痛》；以及回望归不去故乡

的《生息之地》。

万达影业介绍了“追光”动画厂

牌十年来的探索，目前已形成了“新

传说”“新神话”“新文化”三个系列

电影。重点推介了将于七夕上映的

国产动画《白蛇：浮生》，该片是“白

蛇”系列的第三部，也是追光“白蛇

故事”的终篇。该片使用前沿技术

诠释经典传说，呈现出专属于中国

人的浪漫爱情，开创独具匠心的国

风美学。与此同时，推介会上还透

露了与杭州文旅的合作计划，并发

布《白 蛇 ：缘 起》将 于 6 月 29 日

重映。

东方美之影业推介了三部影

片 ：爱 情 喜 剧《女 巨 人 也 要 谈 恋

爱》，这是一部青春感十足的影片，

改编自国内第一漫画平台的头部

IP；悬疑大片《X的故事》，将导演蔡

骏的悬疑宇宙化为现实；以及古装

动作大片《沙海之门》，以宏大战争

和 茫 茫 戈 壁 为 背 景 ，带 来 视 效

奇观。

阿里影业带来了他们参与宣发

的众多暑期档影片，包括《云边有

个小卖部》《海关战线》《欢迎来到

我身边》《逆行人生》《落凡尘》和

《异人之下》等作品，极大地丰富了

暑期档的类型片。这些暑期档作品

中，既有彭昱畅、于适等青年实力

演员出演的青春题材作品，也有谢

霆锋、张学友这样“王炸阵容”领衔

的动作大片；既有讲述中年程序员

失业后送外卖的现实题材，也有将

中国二十八星宿传统神话题材搬上

大银幕的“新中式”国漫。除了暑

期档，几部近期会上映但尚未定档

的影片，包括《破·地狱》《焚城》《逆

风而行》《里斯本丸沉没》《倒仓》

《天马流星》《拼桌》《7天》《捆绑上

天堂》等。

猫眼电影分享了将于暑期档上

映的 6部待映影片。闫非、彭大魔

导演，沈腾马丽再度携手演绎的爆

笑喜剧《接班人计划》，本片定档 7
月 18日；超人气原创漫画 IP改编的

古风动画电影《伞少女》，已定档 7
月 6日；陈思诚导演编剧的全新探

索的商业类型片《解密》，讲述了破

译天才的传奇人生；《误杀》导演柯

汶利带来了全新悬疑力作《默杀》；

《重生》是马浴柯导演的第二部黑

帮动作电影，也是与张家辉阮经天

继《怒潮》后的再一次合作；《逆鳞》

由沈腾、张雨绮主演，聚焦上世纪

澳门回归前的江湖风云。以上影片

都即将与大家见面。

博纳影业带来了《红楼梦之金玉

良缘》《传说》《蛟龙行动》等三部影

片，影片风格迥异，各具特色，彰显出

博纳影业对艺术的独特追求与匠心

独运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出了中国

电影的无限魅力与活力。 （赵丽）

本报讯 日前，“2024中国影视之

夜”在上海国际传媒港举办，本次活

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和

央视频联合主办。

“2024中国影视之夜”以“光影

世界 中国故事”为主题，通过“初心·
筑梦”“匠心·传承”“信心·远航”三

大篇章，聚焦中国原创优秀影视作

品，汇聚新时代中国影视人，讲述中

国影视行业台前幕后的故事，以光

影为媒，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

在“2024中国影视之夜”的回顾

环节中，电影《封神》《热辣滚烫》《长

安三万里》和总台热播电视剧《庆余

年 2》《大江大河 3》《繁花》《城中之

城》等众多优秀作品同聚一堂，多位

影视推荐人与观众一同回顾过去一

年光影纷呈的中国影视行业发展道

路，探寻影视行业从业者始终不变

的初心与坚守；在经典流传永不褪

色的影视作品中，感受影视人源于

职业精神与专业能力的创作匠心与

追求，汲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声音的信念与力量。

在新片新剧推介环节中，即将

在总台播出的大剧《浴血荣光》以及

总台经典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

小头爸爸 6：迷你大冒险》剧组，为观

众介绍了剧作拍摄台前幕后的故

事，分享了故事人物的喜怒哀乐。

此外，即将上映的电影新片推介环

节中，传递温暖情怀的《逍遥·游》、

创新解读古典文学精粹的《红楼梦

之金玉良缘》、运用全新 AI技术创作

出年轻成龙角色的《神话》姐妹篇

《传说》、唤醒 90后青春记忆的饶雪

漫热门 IP作品《永不失联的爱》、寻

找亲情与自我认知的动人故事《我

和我母亲的疼痛》、陪伴几代人童年

的动画电影新作《喜羊羊与灰太狼

之守护》，还有赞颂上甘岭精神的

《上甘岭》电视剧等。

2024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暨中

法文化旅游年，总台与上海市人民

政府在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期间共同举办的“法国电影周”也在

“2024中国影视之夜”活动现场正式

启动。“法国电影周”展映活动精选

38 部戛纳、威尼斯、洛迦诺等国际电

影节上参赛参展的优秀法国电影，

在包括 CMG 融媒影院等上海多家

影院放映 156 场次，让中国观众感

受中法文化交融的良好氛围，让文

明的纽带联结更加紧密。

据悉，“2024中国影视之夜”将

于 6月底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

频道以及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

文艺、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影子）

本报讯 第 26 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特别单元：“幽兰雅韵：戏曲电影

新萃”暨长三角戏曲电影展开幕仪

式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三楼“夜半

Midnite”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潘敏，中共黄浦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玉峰参加。作为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节中展，活

动由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上海黄

浦文化旅游集团主办，并得到了上

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江苏

省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浙江省电影

放映协会、安徽省电影发行放映协

会的大力协助与支持。

活动现场，黄浦文旅集团与沪

苏浙皖四大电影放映协会进行了长

三角戏曲电影展展映合作签约，此

举标志着区域文化合作的新篇章，

开启了长三角地区在戏曲电影传播

及文化艺术推广的新征程。长三角

戏曲电影展将通过一系列双向链接

的文商旅联动活动，既为上海国际

电影节破圈增流，吸引更多市民消

费者的关注，同时也为游客、顾客、

影迷打造更多定制化的娱乐玩法，

不仅拉动商圈人气，更为消费市场

的蓬勃发展和商业繁荣注入崭新动

力，让文化和商圈更好实现双向赋

能与和谐共生。

本次长三角戏曲电影展不仅实

现了佳片云集、剧种汇聚，更重要

的是促进了长三角地区戏曲电影的

交流与合作。展映片单中，有新作

8k科技制作的京剧电影《锁麟囊》、

沪剧电影《敦煌女儿》，也有昆剧

《牡丹亭》、越剧《双飞翼》和《梁山

伯与祝英台》、黄梅戏《六尺巷》等

传统戏曲与电影高新技术的融合作

品，让广大观众在电影院里感受戏

曲文化的魅力，更进一步传承发扬

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同时，本次展

映将借力上影节的国际影响力，未

来将推动更多优秀戏曲电影出圈出

海 ，助 力 中 华 文 化 更 好 地“ 走 出

去”。

长三角戏曲电影节期间，以上

每部影片将在黄浦区各大地标影院

放映 1-2 场，此后计划在江苏、浙

江、安徽等长三角地区开展巡映，

并推送优秀戏曲影片到西班牙圣塞

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中国戏曲

电影”特别单元展映。期待这些作

品能够加深不同地区的观众对中国

戏曲电影的认识与欣赏，激发更广

泛的文化交流与对话。

（赵丽）

本报讯 6月 22日上午，第

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

学堂举行了金爵奖评委会主席

大师班。本届金爵奖评委会主

席，法国导演陈英雄现场分享

了自己对电影语言的理解，以

及他为了提升对电影的敏感

性、感悟力所进行的自我训练。

1992年，陈英雄推出第一

部剧情长片《青木瓜之味》，首

映于戛纳电影节并荣膺金摄影

机奖和青年电影奖。他的第二

部长片《三轮车夫》由梁朝伟主

演，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

佳影片。2010年，陈英雄执导

了改编自村上春树同名小说的

日语电影《挪威的森林》并于威

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首映。

2023年，陈英雄的最新作品《法

式火锅》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并荣获最佳导演奖。

“如果你们想要拍一部有

意思的作品，就要掌握电影的

语言。”大师班一开始，陈英雄

解读了他眼中的电影——既是

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语言。有

意思的作品，一定要能创造出

一些只有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才

拥有的独特语言，去阐述想表

达的情感和意义，“只有做出了

这样的作品，才可以说你真正

掌握了电影所独有的语言。”

1988年，陈英雄以短片电

影《南雄的妻子》开启导演之

路；在三十多年的创作道路上，

他认为导演们要面对的一大难

题，在于电影“是一种很难进行

‘不停练习’的艺术”。幸运的

是，10岁那年，父亲就教给他两

种至关重要的素质：第一是对

自己诚实，不能欺骗自己；第二

则是学会耐心。他分享说，父

亲会让儿时的自己在火柴盒里

放上从 1至 100编号的、同样大

小的小纸片，要求他第二天打

乱顺序后按照顺序重新排列，

“我这样不停地训练，找到了平

静和耐心的方法，帮我提高了

注意力。”

所以，当陈英雄决心要做

一名电影人时，他迅速确定了

一套自我训练的方法：准备一

个装有铅笔和小纸条的信封随

身携带。每看一部电影，他就

在小纸片上写下他对电影优缺

点的分析，“你必须在一个小的

空间里，把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用最简单的话语表达出来”。

令人意外的是，写完纸条，

陈英雄就会迅速丢掉它。“你要

有信心，你用语言在这张纸条

上表达过的内容，会留在你的

心里、脑海里，成为你永远留存

的肌肉记忆。此外，对于喜欢

的电影经典，陈英雄会反复观

看，在脑海中用想象力把它“重

演”。“越细节越好，电影在什么

时刻发生了什么事件，有怎样

的背景声音，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都可以用你的方式重新演绎

一遍。你可以切掉声音，只看

画面；或是只听声音，切掉画

面。尤其是那些伟大的电影杰

作，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学

习。”

在回答年轻电影人提出的

“如何面对创作过程中的自我

怀疑”等问题时，陈英雄坦言，

导演是一种无法试错的工作，

这正是他强调自我训练的原

因，“在得到第一次机会前，你

就一定要把所有的训练都做

好，掌握好本事。对于导演而

言糟糕的现实是，你只有一次

机会，不能失败。你要利用之

前学到的所有东西，让它成

功。”

对电影导演而言，故事是

越繁复越好，还是越简单越

好？这或许是个见仁见智的问

题，但对陈英雄而言，他不是一

个过度依赖剧本的导演，“一旦

开拍，你就要把剧本忘掉，你知

道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个主题和

故事，你要把精力着重放在‘电

影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

他认为，内容对电影至关

重要，但怎么用最深刻、强烈的

方式，以电影独有的方式呈现

内容，才是真正做好作品的方

式。“我们不需要一个非常复杂

的、包含 20个小故事或是两三

次翻转的故事。我需要一个简

单的故事，然后我作为一个导

演找到一个很好的、秘密的结

构——从这个剧本里面提炼出

一个结构来，而这个结构会超

越故事的主题，这样才能够激

发其它感官的体验和感受，能

把一个角色挖得很深。”

从改编村上春树的小说

《挪威的森林》，到改编法国作

家艾莉丝·费尼的小说《爱是永

恒》，陈英雄认为，将文学作品

搬上大银幕，关键在于把作品

化为自己的东西。“你在阅读这

部作品时要非常重视其中的情

感，改编成电影时，你对原作者

所要表达的情感必须是忠实

的”。至于曾有人评价在他的

改编中“看不到原作”，陈英雄

并不在意：“我做的改编，是我

心中这部作品的样子，这是属

于我的。作为艺术家，我们要

对自己诚实，要给出自己的感

受，而不是把这个原作完完整

整地模仿出来。”

陈英雄不是一个高产的作

者，忠实的影迷往往要等待五

年甚至十年才能等到他的新

作。对此，他承认有遗憾：“我

希望每两年都能够出一部作

品，这就是我最想要的节奏，但

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我每

次选择的主题，预算都可能无

法实现。”他不无感慨地表示，

自己过去太多时间被“浪费

了”，“我很羡慕那些能够以固

定的节奏、一年一部地拍电影

的导演，他们能用电影不断充

实生命，这很好。” （赵丽）

“幽兰雅韵：戏曲电影新萃”暨长三角戏曲电影展举行

“2024中国影视之夜”上海举办

2024年度暑期档院线影片交易会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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