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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1 日，第 31 届上海影评人

奖颁奖典礼在上海虹口区举行。此次活动由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指导，上海电影

评论学会、上海电影发展研究院、虹口区新闻

出版和电影管理办公室、虹口区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第 31届上海影评人奖评委会主席、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任仲伦，上海市文联专职

副主席方坤，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孙甘露，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滕俊杰等

参加活动。

典礼共分为电影之城、虹口光影、影评灯

塔、胜利重逢四个单元。在开场的缅怀历史

环节，现场播放了纪念首任会长成志谷的视

频，评委会主席任仲伦和评委代表随后亮相

并发言，分享了此次评选过程中的感悟与思

考。爵士乐手的表演为现场增添了别样的

艺术气息，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虹

口光影视频的播放，带领观众领略了虹口区

独特的光影魅力和左翼电影历史。此次颁

奖典礼的举办地胜利电影院，位于虹口大戏

院原址附近，其悠久的历史和地标性的地位，

也为颁奖典礼增添了独特的文化内涵。

新人系列奖项的颁发成为现场的一大亮

点。久美成列凭借《一个和四个》荣获年度新

人编剧。年度新人导演刘泰风凭借《又是充

满希望的一天》脱颖而出。年度新人女演员

曾慕梅凭借在《好东西》中的出色表现获奖，

由冯玛娅、安栋代为领取荣誉。年度新人男

演员王佳俊凭借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出

色表现摘得桂冠。《好东西》制片人叶婷登台

领取年度新人新作奖，分享了她和邵艺辉导

演两度成功合作的快乐。这些新人新作的涌

现，展现了中国电影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潜力。

年度十佳影片的揭晓成为全场的焦点，

《第二十条》《我本是高山》《雄狮少年2》《好东

西》《里斯本丸沉没》《只此青绿》《涉过愤怒的

海》《破·地狱》《年会不能停！》《出走的决心》

十部影片涵盖了多种题材与风格，丰富多

彩。嘉宾们纷纷上台发表感言，分享了各自

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与心路历程。

年度电影理论评论贡献荣誉由上海戏

剧学院电影学院院长厉震林和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获得。年度上海电影奖

项授予《永不消逝的电波》。知名导演贾樟

柯凭借其在电影领域的卓越成就荣获年度

电影人荣誉。

电影文化支持奖的颁发，体现了对支持电

影文化事业发展的单位与个人的感谢与致

敬。授牌仪式上，相关代表为胜利电影院授

牌，以表彰其在电影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

上海影评人奖自 1991年始，此前已经举

办过 30届。未来，上海将继续探索电影与城

市“文体商旅展”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推动文

旅产业的繁荣发展。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

影制片厂和深圳市龙岗区委宣传部联合主

办的“微聚焦·2024湾区电影短片创作季线

下展映会”在京举行。北京电影学院党委

副书记支宏伟，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常委、纪

委书记刘新军，著名电影艺术家谢飞，深圳

市龙岗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易玉琨等参

加活动。

湾区电影短片创作季是国内首个以“湾

区”为概念的电影短片创作平台，立足于龙

岗，着眼打造一个具有亚洲及国际影响力的

青年电影创作平台。本次短片创作季总监

制、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院长、青年电影制

片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曹颋表示：“文艺创作之

路，从来都是天赋与汗水的交织，文化产业的

蓬勃发展更离不开沃土的滋养。”他期望以此

平台为契机，以湾区创作为起点，让青年电影

人能走上更大的舞台，讲好湾区故事、中国故

事。

“近年来，龙岗区作为大湾区文化艺术发

展的重要阵地，凭借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政策

支持，为青年电影人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

间。”深圳市龙岗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易玉

琨介绍道，当下龙岗影视产业企业已超过200
家，电影院数量在深圳 11个区中位列第二。

此外，龙岗还有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东

部影视城基地、华南首个AI+5G+8K超高帧摄

影棚等一众高新影视工业产业链，“龙岗搭建

了影视产业‘1+2+3+4’产业模式，即一套产业

扶持政策，两个智能体系，三个服务平台，四

个大型产业基地，以及十个扶持影视微短剧

发展的重大举措，将有力赋能龙岗文化产业

焕发生机。”

本届短片创作季自 2024年 6月启动征

集，在全球范围内共收到 213份参赛作品，历

经三轮筛选，最终选拔出《最伟大的作品》《龙

岗没有小魔仙》《点睛》等三部创意孵化短片

项目。该三部短片导演在各自拍摄过程中，

都留下了独特的“深圳记忆”。

展映的第一部短片《最伟大的作品》由胡

乔枫导演，该片讲述了AI大发展时代，传统画

师父亲看不惯儿子用AI作画，两人产生隔阂

后又重归于好的故事。“作品伟大与否，还是

要归结于创作者背后的动机和情感。”展映后

访谈环节，胡乔枫对影片立意作了解答。

短片《龙岗没有小魔仙》以《巴啦啦小魔

仙》为线索，串联了短片拍摄地龙岗的风光，

探讨了青年人认识自我的艰难历程。“我将戏

剧《海达·高布乐》中酒神与日神的精神挣扎，

糅合成了影片中两个角色的冲突。”导演李岩

表示，其化用了戏剧《海达·高布乐》的剧情，

让主角的心理变化体现在这一舞台剧上。

短片《点睛》以绘画为题材，通过诙谐幽

默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段充满深意的心灵

旅程。“拍摄过程中遇到了暴雨和台风，好在

没有浇灭我们的创作热情。这次经历，让我

们对深圳乃至龙岗都有了更深的认识，深切

感受到了拍摄地大芬村的瑰丽，以及龙岗的

活力。”展映后，主创团队分享了短片创作背

后的故事。

（姬政鹏）

本报讯“每到周末、节假日，我都会来这

里观看红色电影，已经成了我们民众的一种

习惯和期盼，”市民林忠华说。1月1日下午，

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县

电影公司放映人员“如期而至”，早早把银幕、

设备布置好了，塑料凳摆放得整整齐齐，乐悠

悠地等待着看电影的观众到来，同时标志着

于都县 2025年电影公益放映惠民工程正式

启动。

夜幕渐渐降临，志愿者红色故事的演讲

娓娓道来，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正好为接下

来的红色电影作了情感铺垫，当晚放映的是

抗日战争故事片《坚守1200秒》，影片讲述抗

日战争期间山东军区与日军惨烈激战的悲壮

故事，讴歌了中华儿女不怕牺牲、勇斗强敌、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爱党爱国的革命精神。

尽管冬夜寒风瑟瑟，但观众们不觉丝毫寒意，

个个目不转睛盯着银幕，完全沉浸在电影的

精彩剧情之中。

2024年，于都县完成电影公益放映场次

5800余场，公益电影放映脚步走遍全县各个

村组、学校、社区及大小广场，开展了“我们的

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反诈骗”“防范非法集

资”“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5周年”等主题放映活动，把政策、

科技、文化、欢乐送到千家万户，播进群众心

里，切实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我

们满怀信心，充满希望。”于都县电影公司负

责人表示，“我们将立足本职，乘势而上，为保

障人民群众多看电影、看好电影持续发力，用

一束束光影教育人、用一帧帧画幅熏陶人、用

一部部电影愉悦人、用一次次放映温暖人，为

电影公益放映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新篇章。”

（张文学）

本报讯 近 日 ，美 国 权 威 电 影 媒 体

IndieWire邀请 65位导演评选 2024年度最佳

影片，巴西著名导演沃尔特·塞勒斯选择的年

度最佳电影为中国导演贾樟柯的《风流一代》。

沃尔特·塞勒斯评价道：“在贾樟柯的电

影中，既是个人的旅程，在本质上也是集体的

旅程。《风流一代》以令人着迷的方式捕捉了

处于流变中的人性，其中的每张面孔都是一

张人类的地图，它们使我们不会遗忘自己的

丰富和脆弱。”

在关于《风流一代》的文章中，沃尔特·塞

勒斯总结了《风流一代》的创新性：“自希腊人

创造了叙事结构，叙事一直遵循着相同的原

则、结构和人物弧线，大多数电影也尊重这些

原则。但《风流一代》并非如此。在写下这些

文字时，我不禁想到，贾樟柯的电影或许是人

类表达形式的一种延续，……一种不可抑制

的渴望，去描绘处于流变中的人性——记录

我们在某一时刻的存在记忆。”

他还表示：“自电影诞生以来，我们看过

许多将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作品，但从未有

过像《风流一代》这样的影片。我完全赞同影

评人让-米歇尔·付东的观点：在电影史上，从

来没有一部影片采用如此相似且如此具有颠

覆性的方法。《风流一代》通过其非凡的电影

流动性，深层次地在感官层面打动了我们，然

而它无法仅仅被描述为一部实验电影，原因

之一在于，贾樟柯的影片在情感上深刻地影

响了我们。” （姬政鹏）

本报讯 1月 10日，由《新周刊》主办的中

国视频榜在京发布，《2024中国视频红皮书》

同时发布，对微短剧、恋爱综艺、原乡式生活的

短视频等深受观众青睐的内容进行了解读。

今年是中国视频榜延续的第 25个年

份。本届视频榜的主题为“人间生动”：人间，

是播放生动瞬间的影院；生动，则是我们置身

人间的意义——这是在光影世界中形成的互

文，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个注脚。《新周刊》杂

志社社长孙波表示：“既然已经进入了视频化

生活，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寻找适合自己

的表达方式。我们深信，影像是时代和生活

的锚点，它能让遥远不再遥远，让陌生变得亲

近。每一帧画面，都有定格时光的力量。”

近些年，中国视频榜推委会主席郝蕾和

很多新演员、新导演合作，她在发言时说：“无

论处在什么时代，我们都要跟时代在一起。

时代在往前走，我们不能停在原来的地方。

希望中国视频榜能够持续关注这些更青年

的、更敏锐的、更接地气的作品。”

当晚，榜单公布了“推委会特别荣誉”“年

度文化贡献”“年度电影”“年度剧集”“年度男

演员”“年度女演员”等荣誉。

电影方面，《出走的决心》摘得“年度电

影”。这部改编自真实事例的影片，给予了许

多人追寻生命更多可能的勇气。现场，人物

原型苏敏表示：“我看到那么多善良的人，美

丽的风景，不同地域的特色，人心会更开阔，

也不用只沉浸在过去的困境。毕竟，改变我

们自己，总是比改变这个世界，更容易一些。

这才是真正的出走的决心。”

《好东西》导演邵艺辉获“年度电影导

演”。电影中，最日常的场景，在邵艺辉的重构

下，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小孩”听声音的桥段，

更是把母职的困境以艺术形式展现而出。邵

艺辉表示：“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努力，继续创

作，不负《新周刊》对我这么多的肯定。”

《老枪》主演祖峰与《出走的决心》主演咏

梅分别获评“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

高朋、王昂、王馼、方唱凭借《老枪》获“年度电

影编剧”；《雄狮少年2》获“年度动画”；《里斯

本丸沉没》获“年度纪录片”；《好东西》中饰演

王茉莉的曾慕梅获得“年度新人”。

剧集方面，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

梅事迹改编的剧集《山花烂漫时》获“推委会

特别荣誉”；《新生》与《我的阿勒泰》共享“年

度剧集荣誉”；申奥与腾丛丛共享“年度剧集

导演”殊荣；滕丛丛、彭奕宁因《我的阿勒泰》

获得“年度剧集编剧”；周依然凭借《我的阿勒

泰》获“年度青年演员”；《春色寄情人》获“年

度创新剧集”；《繁花》获得“年度文化贡献”荣

誉。杨晓培凭借《烟火人家》获“年度制片

人”；《度华年》制片人袁玉梅获颁“年度热剧

制片人”。 （杜思梦）

本报讯 1月 11日，一部由学员们真实经

历改编的舞台剧《逐·光》在影武堂第七期古

装动作表演特训营结营汇演中上演。

影武堂第七期古装动作表演特训营的学

员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是健身运动员，有的

是外科医生，有的是幼儿园教师，还有的是怀

揣着电影梦的年轻人。在为期两个月的密集

训练中，学员们接受了武术基础、兵器运用、

威亚技巧以及角色塑造等系统专业的指导。

不同于以往简单的动作片段展示，这次结业

汇报演出舞台剧《逐·光》改编自各位学员的

真实经历。

影武堂创始人吴京在现场表示，在这个

快速发展的时代，多元化媒体兴起，人工智能

技术飞速进步。尽管电影行业正在经历一段

转型期，动作电影和演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但我们不能随波逐流。我们要坚持传统

武术文化的精髓，同时追求创新，培养出具备

坚韧意志和卓越技艺的新一代动作人才。无

论前路多么坎坷，影武堂将与这群追梦的年

轻人一起，以实际行动证明动作电影的价值，

让这一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为中国

动作电影点亮一束不灭的希望之光。”

自 2023年 3月起，吴京创立的影武堂与

刘天池表演工坊携手，以培训动作演员新力

量为己任，开启了动作表演的新篇章。从古

装动作表演到军事动作表演，再到马背动作

表演，影武堂动作特训营涵盖了多种风格的

动作表演训练，学员们用汗水书写着自己的

逐光故事，他们的努力和坚毅也为中国动作

电影注入了新活力。

（杜思梦）

第 31 届上海影评人奖揭晓
贾樟柯获颁“年度电影人”

影武堂第七期古装动作表演特训营结业汇演收官

吴京：以实际行动证明动作电影的价值

2024《新周刊》中国视频榜发布

邵艺辉获“年度电影导演”

巴西著名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力挺

《风流一代》获评“2024年度最佳电影”

江西于都县启动
2025年电影公益放映惠民工程

2024湾区电影短片创作季线下展映会在京举行

邵艺辉吴京

《点睛》主创现场分享交流

任仲伦、贾樟柯（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