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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先生

与文汇报有着深

厚的渊源。

上世纪 90 年

代起 ， 金庸先生

曾多次在 《文汇

报》 上发表文章。

2008 年 《文汇报》

70 周年报庆之际，

金庸先生又特意

撰文 《我读了七

十年 〈文汇报〉》，

他在文中深情地

写道 ： “我要再

读 十 年 二 十 年 ，

终生是它的好朋

友。”

右 图 ： 2007

年 ， 金庸先生在

他香港的办公室

里接受本报记者

的采访。

（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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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秋天，中国电影在世界版图里有一场特

别巡游：9 月， 乌克兰基辅、 匈牙利米什科尔茨；10

月，加拿大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波兰华沙国际电影

节、法国卢米埃尔电影节、菲律宾奎松城国际电影

节……包括 4K 修复版《芙蓉镇》、最新影片《阿拉姜

色》《矮婆》、动画片《女他》在内，诸多中国电影“走

出去”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推手———上海国际电影

节创新的国际合作机制。

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个诞生于改革开放浪潮中

的电影节， 这个立足于中国电影发祥地的电影节，

这个汇聚了海纳百川人文之梦的电影节 ， 在她走

过的 25 年征途上， 创新早已是熔铸进脉搏的重要

基因。

1993 年举办首届，1994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经

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考察后即被认定为当时全球

九个国际竞赛型非专门类电影节 （国际 A 类电影

节） 之一。 20 多年过去， 全世界共有 15 个 A 类电

影节， 而举办到第 21 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目前仍

是中国唯一。 她坚持国际性 、 专业性 、 惠民性的

办节宗旨， 形成 “立足亚洲 、 关注华语 、 扶持新

人” 的办节定位； 她以面向人民 、 面向世界 、 面

向未来和面向产业的情怀， 不断用创新驱动发展、

用服务提升办节质量。

当她的成长与上海城市精神高度契合，世界电

影版图上，一张属于“上海文化”品牌的金名片标识

清晰、熠熠生辉。

满足人民的更高需求与期待 ，在
城市筑造电影文化的高地

在中国电影的谱系中，上海国际电影节是百年

电影史、海派文脉一路传承的必然成果 ；在当时经

济建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影节的创办是国家和

上海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实施

以文化促进城市建设和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

创新举措；而在大众生活的变迁里，这一创举又极

大满足了人民对电影文化的更高需求与期待。

为不断提升惠民性，从第五届起 ，电影节由原

先的两年一届调整为每年举办，让中外影人年年在

上海集聚， 让中国影迷每年能亲近国际最新佳作；

第七届起，电影节创设“向大师致敬”影展单元 ，满

足影迷对国际经典作品的观影期待。 今年，电影节

还进高校、进社区，展映单元也扩大了字幕同步技

术的应用范围，为影迷提供更优质的观影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不断做强的“首映机制”持续把

世界精品、新锐作者推介给中国影迷。 上海国际电

影节在 25 年时间里， 用整个世界影史上留名的佳

作，悉心浇灌人们审美的种子，也放大了电影节本

身的“码头效应”。 无数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影迷

就是在电影节平台上，看见最高品质的艺术追求与

更为优雅的视听表达。

为新人提供四个台阶的孵化体
系，重置中国电影产业航标

沸腾的人群是电影节不变的底温，也是中国电

影产业坚实的基座。 于是，每年 6 月，中国电影的热

流会从大江南北汇聚到长江入海口 ， 从老牌到新

锐，入局者众。 身为平台，上海容纳各种关于中国电影产业升级迭代的愿望表

达。这里做展映，做国际电影市场，汇聚制片、发行、放映、服务等全产业链从业

者，也都是为了确立产业发展的风向。但同时，上海绝不仅仅关注产业与数值，

而是带着审慎的目光，对中国电影的信念、未来负责。

与中国电影发展风雨同行，上海国际电影节长期坚持“立足亚洲、关注华语、

扶持新人”的办节定位，推动新人新作走向成熟，构筑了阶梯式培育孵化体系。

上海国际电影节形成了从项目孵化、人才培育，到奖项激励、全球推广的

新人新作阶梯式孵化培育机制， 促使一大批新人新作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平

台起飞，风靡亚洲，迈向辽阔天地。

启动“一带一路”等多样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行业话语权

今年 5 月，上海国际电影节联合戛纳电影市场合作开幕酒会，成为首个与

戛纳电影市场合作的国际电影节，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乃至中国电影“走出去”

的重大突破。 几乎同一时间，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全新设立的电影节

委员会宣告成立。首批会员由十个电影节和三家行业代表机构组成。作为国际

电影节行业的管理组织、认证机构，FIAPF 直接指定两家电影节入席。 上海和

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并肩“直入”。 能在国际权威机构的挑剔眼光里“免选入

席”，标志着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行业话语权上的新突破。

目前，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放映影片数、公映场次数、观众人次等指标性数

据已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中位列第一、 第二， 综合影响力已公认位居国际 A

类电影节前列。

看这些激扬的笔墨，

传神记录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
“风生水起逐浪高———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长三角美术作品展”于中华艺术宫揭幕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波澜壮阔

的史诗画卷是如何在中华大地上逐渐

铺开的 ？ 昨天于中华艺术宫揭幕的

“风生水起逐浪高———纪念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长三角美术作品展”， 让人

们看到艺术家们怎样以激扬的笔墨定

格时代的腾飞巨变。

“这次展览可以说丰富立体地呈

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中华艺

术宫执行馆长李磊告诉记者， 展览展

出的 120 件美术作品涵盖了长三角三

省一市艺术家们 40 年来创作的精华，

其中既有直接反映时代变迁的作品，

也有在时代的感召下体现出精神面貌

转化、 艺术表达多样的作品。

在这一幅幅画作前踱着步子，人

们仿佛与过去 40 年的温暖记忆回首

相遇。昨天的展览现场，还迎来了一些

特殊的观众，他们来自小岗村、华西村

等地， 最为深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的

时代脉搏，面对此次展览格外感慨。

一代代艺术家们以画
证史 ， 敏感捕捉时代进程
中的闪光点

走进展厅， 邱瑞敏、 石奇人、 马

宏道合作的油画 《畅想·浦江》 首先

映入眼帘。 作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描绘了邓小平同志坐在黄浦江畔沉思

的形象， 陆家嘴林立的高楼、 夜色中

璀璨的灯光是画面格外显眼的背景。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特别时刻，

这样一幅作品很难不让人感慨万千。

展览中的不少作品均带有鲜明的

时代印记。 徐文华创作于 1978 年的

油画 《晨》， 即选取了图书馆门前的

一幕生动的场景。 画面中， 一位倚在

自行车旁的青年女子正略带焦急地看着

手表， 显然， 她在等待图书馆的开门。

青年女子的鲜红头巾如点睛之笔， 提亮

了整幅画面的基调。 从画面中溢出的，

正是被动荡岁月压抑许久的求学热情。

韩黎坤 1979 年创作的版画 《新篇

章 》 ,则表现了科学之春降临的喜悦 。

作品聚焦的是一位重返讲坛的老教师，

他正手执教鞭在黑板前讲课， 睿智而饱

经沧桑的脸上充满欣慰之情。 《书籍是

知识的窗户》 是张安朴创作于 1983 年

的宣传画， 画面上翻开的书本， 喻意知

识的窗户为知识的追寻者而打开。 尽管

是一幅宣传画 ， 它却已摆脱以往红 、

光、 亮的模式， 显示出创新意味。 这些

作品尽管已经距今近 40 年， 却依然能

让人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精神力量和热

切期望。

浦江两岸沿线 45 公里贯通、 质子

重离子医院建成 、 国产大飞机成功试

飞、 “一颗核桃” 里的精准扶贫……今

天的时代风采， 也被当下的艺术家们敏

感精准地捕捉进画面。 此次展出的李前

的油画 《支部建在楼上》， 就是上海正

在推进的 “时代风采———上海现实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 中的一幅作品。 明亮的

落地窗， 宽敞的会议室， 窗外的东方明

珠、 摩天大楼、 黄浦江， 无不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色。

伴随着开放的时代，百花
争艳的艺术创新呈现在人们
眼前

此次展览让人们看到 ，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 一批批艺术家们不仅以画

证史， 也在艺术创新探索方面， 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伴随

着改革开放的春雷， 刘海粟、 唐云、 朱

屺瞻、 钱松喦、 陆抑非、 赖少其等一大

批艺术家重拾画笔 ， 竞相报告春的消

息， 一笔笔带着内心的喜悦。 刘海粟画

了《香山红叶》，朱屺瞻画了《春风至则甘

雨降》，王个簃画了《百龄献颂图》……其

中不少作品兼具真挚的情感表达与大胆

的艺术创新， 成为了美术史上的经典。

且看颜文樑创作于 1982 年的 《祖

国颂》， 冉冉升起的红日映着波涛汹涌

的大海， 朝霞将海面染红， 这幕壮观景

象正象征着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欣欣

向荣的朝气。 颜文樑画下这幅作品时已

近 90 岁高龄， 他在作品中加重了表现

东方意蕴的元素， 在写实手法中强调了

意境的渲染， 使得画面更具感染力。 再

看吴冠中创作于 1983 年的 《狮子林》，

表现苏州园林狮子林的风光， 却以特有

的点、 线、 面结合的方式， 描绘出奇幻

的抽象世界， 更透露出传统绘画中的气

韵和意境。

高 2 米 、 长 12.5 米的巨幅国画

《祭天》， 在此次展览中格外引人注目，

浓墨的挥洒浑然天成又气势浩然。 有过

与藏民一同祭天经历的方增先 ， 2007

年画下这幅风驰电掣 、 气吞山河的作

品， 亦借作品发出久蕴心底的真诚 “天

问”。 方增先的笔墨完全有别于抒情性

表达， 更趋近于雕塑的沉重感， 可谓呈

现出表现性中国水墨人物画史上的交响

乐风格 。 许江创作于 2009 年的油画

《晚风为谁而追》， 高 2.8 米、 长 7.2 米，

亦可被视为一代人的精神肖像。 以浓重

的笔触抒写葵园隽远的气象， 虽然葵花

凋零， 但枝干整齐挺立， 写尽了一种经

历艰辛、 向死而生的坚强。

改革开放40年的惊涛拍
岸里，长三角美术互鉴共荣

昨天， 随着 “风生水起逐浪高———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长三角美术作

品展” 的揭幕， 长三角美术馆联盟正

式成立 。 包括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

李磊、 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张兴来、

浙江美术馆党委书记杜群 、 安徽省

美术馆 （筹 ） 负责人王岭 、 合肥市

赖少其艺术馆馆长于在海在内的长

三角三省一市多家美术馆的 “掌门

人 ” 达成共识 ： 未来 ， 各美术馆将

更频繁地打开馆门 ， 拿出自己的精

品馆藏 ， 向长三角共享艺术资源 ，

让更多藏品惠及百姓 ， 提升百姓的

幸福感 ， 也将更频繁地从普及公共

艺术教育 、 提升城市审美精神 、 拓

展机构服务功能等维度交流经验 ，

共同促进长三角区域美术文化一体

化的发展。

在专家学者看来， 把长三角绘入

一幅画， 是历史的一脉相承。 长三角

地域相连， 文化同根， 共生互养。 上

海在近代开埠后， 用了不到一个世纪

的时间， 发展成为远东大都市， 中西

方文化交流的码头， 使得美术在这座

城市飞速发展。 当时， 各地画界名家

云集沪上， 赵之谦、 朱熊、 虚谷、 任

伯年、 吴昌硕、 黄宾虹、 徐悲鸿、 刘

海粟……这些画家或出于主动选择在

上海谋生， 或被动迁徙移居上海， 而

查看他们的籍贯， 或是浙江， 或是江

苏， 或是安徽， 他们延续了各地的艺

术传统， 并互为影响融合。

如今 ， 长三角美术更是互鉴共

荣。 此次展览就是鲜活的例证， 汇集

在一起的三省一市美术作品交相辉

印， 艺术风格上同气连枝， 彼此之间

的影响水乳交融。

文雅精致 、 开放灵动 、 不激不

随、 外柔内刚、 宽容大气的江南文化

特质， 赋予了这一区域的美术独特的

神韵。

《诗人导演———费穆文献展》吸引众多观众
纪念享誉世界的中国经典电影《小城之春》面世70周年

本报讯 (记者张立行 ) 在中国电

影史上， 由费穆于 1948 年执导拍摄的

《小城之春》 已经成为一部享誉世界的

中国经典电影。 今年是 《小城之春》 面

世 70 周年， 由苏州美术馆、 苏州市名

人馆 、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联合主办的

《诗人导演———费穆文献展》 日前在苏

州美术馆举行， 吸引众多观众。 展览以

丰富的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料向公众介绍

了费穆多姿多彩的影坛生涯和 《小城之

春》 拍摄的趣闻逸事。

该展览主要分为 “光影人生” “化

影成诗” “花开谁与” 三个单元。

“光影人生” 单元通过 “长忆吴山

好 ” “名岂文章著 ” “夜雨十年灯 ”

“天地一沙鸥” 几个部分回顾了费穆坎

坷而多彩的人生。 “化影成诗” 单元以

“最是一年春” “无字处诗书” “方寸

寄古今” 三个章节详细展示了费穆导演

的影剧作品， 让观众直接感受诗人导演

如诗般的电影语言。 而在 “花开谁与”

单元中， 则反映了学术界对费穆电影的

再发现、 介绍了费穆电影对当代电影的

启发和影响。

主办单位还在展厅中播放了 《小城

之春》 《孔夫子》 《天伦》 等五部费穆

电影的珍贵影像资料。

费穆 （1906-1951）， 字敬庐 ， 我

国现代著名电影导演 。 祖籍江苏吴县

（今苏州） 桃花坞。 其祖父费访壶先生

曾为清廷御医， 父亲费子昭在铁路部门

任职。 费穆兄弟四人， 他是大哥。 1930

年 ， 费穆顶住家庭的压力投身电影事

业 ， 应聘为天津华北电影公司编译主

任， 负责翻译英文字幕和编写说明书。

随后在侯曜编导的 《故宫新怨》 拍摄中

担任助理导演 ， 开始编写电影剧本 。

1932 年自津返沪后 ， 正式成为联华公

司导演。 其处女作 《城市之夜》 一经面

世， 即引起轰动。 费穆编导俱佳， 先后

导演了 《小城之春 》 《孔夫子 》 《天

伦 》 《人生 》 《香雪海 》 《斩经堂 》

《生死恨》 《秋海棠》 《浮生六记》 等

佳作。 他在电影 《天伦》 中首次全片配

乐， 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全部用国乐配乐

的电影。 他拍的 《生死恨》 是我国第一

部彩色电影 。 “电影的境界是无穷尽

的， 同样的表现一件事， 其方式很多，

一个艺人正应苦苦地去发掘新的方法，

似不必拘泥于旧的窠臼。” 费穆曾经这

样表达他对电影艺术的不懈追求。

费穆电影导演生涯的最高成就无疑

是 《小城之春》。 该片清丽典雅， 充满

中国式的美学韵味 。 “墙内秋千墙外

道， 墙外行人， 墙内佳人笑， 笑渐不闻

声渐悄， 多情总被无情恼。” 《小城之

春》 是费穆艺术集大成之作， 自始至终

围绕着苏东坡这首词的意境展开。 影片

中大段画外音的使用， 若隐若现， 如诗

般打破时空、 视角的限制， 穿透心扉。

电影中多处出现的长镜头， 不仅制造出

剧情绵延不绝的氛围， 更与中国绘画含

蓄内敛的审美传统相契合。 镜头的延伸

和变化， 恰如画轴缓缓展开。 电影里对

男女主人公发乎情、 止乎礼的描绘， 也

在探究着中国人的情感心理。 著名学者

王德威教授说： “费穆与其同侪最想达

成的目标无他， 即是将中国古典诗歌的

多层视觉元素带入新的媒体形式———电

影中。”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昨去世
生前多次为《文汇报》撰稿，对于这份报纸，他称“终生是它的好朋友”

15部武侠小说已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武侠文学经典

本报讯 （记者卫中） 昨天， 武

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去世 ， 享年 94

岁。 金庸的 15 部武侠小说多年来成

为无数人心目中的文学经典， 他的作

品已经超越了一般大众文学的层面，

成为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载

体。 金庸在 《神雕侠侣》 中借郭靖之

口说的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更是

成为中华武侠文化， 或者说中国人尚

武精神的核心注解。

金庸的小说中 ， 涉及易学的方

位、 经络、 穴道， 中国传统的算术、

医药 、 书法 、 音乐 、 饮食 、 山川地

理、 风景名胜传说等等； 对儒、 释、

道、 墨、 诸子百家也多有阐述； 传统

文化艺术门类如诗、 词、 曲、 赋、 绘

画、 音乐、 雕塑、 书法、 棋艺等等，

金庸往往也能使之与武功相结合， 创

造出雅致的招式和形式， 使武侠小说

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

以出版学术图书为主的三联书

店， 上世纪 90 年代出版了金庸全集，

时任三联书店总编的董秀玉谈及当初

做出的这个决定时表示， 虽然曾经有

过犹豫， 但是认为金庸的小说已经达

到了 “一流大众文学” 的水准， 完全

可以进入文学殿堂。 而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教授陈世骧评价金庸小说 《天

龙八部》 中那种 “悲天悯人”、 博大

崇高的格调说， 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

的真正会心， 是很难达到的， “我们

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

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

统文化内容， 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

术品位”。

上世纪 80 年代， 金庸的武侠小

说开始风靡全国。 金庸小说中的丰厚

文化底蕴、 流转自如的叙事技巧、 起

承转合丝丝入扣的情节带来的阅读的

畅快感， 让人欲罢不能。 1985 年后，

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 《射

雕英雄传 》 在全国播出 ， 收视率可

谓盛况空前。 文学与影视相互推进，

把金庸普及度推到空前高度。 此后，

金庸的小说甚至发展成为 “金学 ”，

如严家炎 、 冯其庸等专家研究 、 探

讨金庸的 武 侠 小 说 ， 颇 多 赞 扬 。

2004 年 ， 《天龙八部 》 的部分章节

还进入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

课本 。 在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

布的最权威的阅读调查结果中 ， 金

庸数次位列我国读者最喜爱的十大作

家排行榜 。 如今 ， 出生于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金庸的忠实拥趸已经为

人父为人母 ， 在向自己孩子介绍金

庸的同时也把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传

递下去。

金庸先生与 《文汇报》 有着深厚的

渊源。 上世纪 90 年代，金庸先生曾经遭

人攻讦。批评者自逞想象，以虚妄意见硬

加在金庸身上，金庸先生气愤之余，写了

《岳飞与秦桧》一文，发表在《文汇报》笔

会副刊上以作回应。之后，又在《文汇报》

上发表《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一文，回

应王朔对金庸小说“俗”的批评。 2008 年

《文汇报》70 周年报庆之际，金庸先生又

特意撰文 《我读了七十年 〈文汇报〉》，

他在文中深情地写道： “我希望 《文汇

报》 ……今后仍是传达知识分子信息和

文字的报刊。 我要再读十年二十年， 终

生是它的好朋友。”

金庸先生在接受北京大学名誉教

授时的演讲中说： “中国文明的优点

在于和平， 就好象长城， 处于守势，

平稳 、 调和 ， 是 ‘静 ’ 的文化 。 ”

———这种论述， 又何尝不是金庸先生

本人的写照。

83 版电视剧 《射雕英雄传》 94 版电视剧 《射雕英雄传》 95 版电视剧 《神雕侠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