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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创作，“上影出品”为弘扬中国精神书写新诗篇
沐雨栉风70年后再出发，上海电影将加大力度提升创制能级，加快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也曾是

新中国电影产业唯一的集聚地。 新时代

新起点，上海电影人需要延续辉煌，更需

要为“上影出品”乃至中国电影建立新的

功勋，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新奇迹。

在昨天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 70 年

的特别日子里，来自全国的电影人齐聚

一堂，谈创作，谈初心，为更好地提高和

繁荣上海电影创作直抒胸臆。 电影人的

共识是，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

魂。 为人民创作，弘扬中国精神，书写时

代华章，讲好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大地上

伟大创造的故事，讲好上海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交给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火热

实践的故事，将是上海电影人接续奋进

的努力方向。

“为人民创作优秀作品 ”

“坚定文化自信 ， 加强家国
情怀” 始终是电影人的立身
之本

上海市文联主席、国家一级演员奚

美娟的从影经历是从上影起步的。 在她

看来，上影曾涌现的一大批杰出艺术家

直到今天仍在精神与艺术上引领着后

人。 “每当我们在艺术创作中陷入迷茫，

经常就会想起他们，心底或许能豁然开

朗，或许能坚定初心。 ”

初心为何 ？ 历史早就写好答案 。

1949 年 11 月 16 日， 首任厂长于伶用

“隆重”二字宣布上影厂成立，“隆重”只

因“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70 年来，类似

的话在上影不绝于耳。 谢晋导演曾说：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国家一

级作曲家、35 岁写就传世之作《红旗颂》

的吕其明深情告白：“我创作的 95%以

上的作品，都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和

对胜利的歌颂，我的文艺信条就是为祖

国、为人民服务。 ”

正是始终秉承为人民而创作的理

念， 上海电影总能与人民站在一起，用

一部部“大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人

民精神力量。 今年囯庆档上映的“上海

出品”的影片《攀登者 》，真切体现了中

国人民不惧困难奋起拼搏勇攀高峰的

精神力量，成为一部叫好又叫座的 “中

国式大片”。

培育有信仰有情怀有担
当的电影人，需要些“聪明人
做笨功夫”的匠心

去年， 习近平总书记给 83 岁入党

的艺术家牛犇写信 ，希望他 “带动更多

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 、有情怀 、有担当

的人”。

导演姜文将上影称为 “圣地”， 原

因之一是谢晋， “我 23 岁就有幸与华

语电影最优秀的导演合作”； 另一个原

因 ， 在于上影的片场氛围 。 姜文说 ：

“上影教会了我很多对电影的认识和看

法 ， 哪怕只是一位普通的电影工作

者。” 他回忆， 拍摄 《芙蓉镇》 时， 一

位化妆师每天要往他脸上 、 头上撒很

多土 ， 有时撒到眼睛里 ， 让他很是难

受。 不想 ， 那位化妆师告诉他 ， “我

给赵丹化过妆 ， 赵丹讲 ， 就算把一个

钉子钉到他脑袋里， 他也会忍受”。

演员王景春 1999 年进入上影演员

剧团后， 塑造的角色几乎都是普通人，

《警察日记》 中的警察让他赢得东京电

影节最佳男演员 ， 《地久天长 》 中的

工人让他擒得柏林银熊 ， “我为能将

自己的电影人生与赵丹 、 金焰 、 孙道

临、 周璇、 白杨、 张瑞芳、 上官云珠、

石挥 、 王丹凤 、 秦怡等上影前辈们有

所关联而倍感荣耀”。

以上海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 导

演郑大圣的一己感念 ， “上影一直在

庇护对创作 、 制作规律的谦卑尊重 ，

同时又当仁不让地敢于发时代先声 ”。

他说 ， 无论求学时遇到的叶明 、 斯民

三、 徐银华 、 金绮芬 、 吕家进 、 徐景

新等授课讲师 ， 还是进入上影厂后带

过他的场记或推轨道的 “老师傅”， 大

家教的是同一件事 ， “拍电影 ， 就是

一帮聪明人在做笨功夫”。 比如用胶布

贴住秒表练习默数， 误差得在三秒内。

他感慨 ， 在上影史册中熠熠生辉的人

名和片名 ， 都绝非一时俊彦 。 作为青

年一代 ， 唯有继续修炼自我 、 敬业乐

群， 才可能承续这份上影精神 ， 有机

会与上影一起拍出被时间认可的作品。

服务中国电影发展大格
局， 全产业链布局的上影正
在接续攀登

座谈会上 ，电影人纷纷提到 “改革

创新”。 为《攀登者》担纲监制的徐克认

为， 全球影业在过去 70 年发生了巨大

变化，中国电影人历经了技术 、市场和

受众观赏习惯的多重更迭。 “在电影不

断改变的动力潮流里，上影秉承海派文

化开放的胆识、海纳百川的气度 、兼容

并蓄的精神，跟本土与国际上具代表性

的导演合作探索 ， 一直走在工业的前

列，没有间断，创造了一次次奇迹。 ”

于是，当新的挑战与机遇开启———

中国的银幕数全球第一、影片生产数量

全球第二———中国需要形成一批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和品牌，以

助力中国电影由大国迈向强国；上海电

影将加大力度提升创制能级、增强国际

竞争力 ， 以加快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

心。 对此，布局全产业链的上影，无疑使

命在肩。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

表示，历经变革、力求发展，是上影不变

的主旋律。 如今，上影集团的产业链日

渐清晰：多片种的“上影出品”优势———

除故事片和电视剧之外，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拍摄了动画影片近 500 部，创立

“中国动画学派”；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

制作了外国电影 1500 多部， 成为中外

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上海科教电影制

片厂拍摄科教电影 1500 多部。 有实力

的 “上影市场 ”优势———作为首批上市

的国有电影企业，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

司目前拥有分布在 30 个省区市 169 个

城市的 654 家影院，银幕总数达到 4059

块，成为全国第三大院线。 看得见的“上

影制作”优势———上海电影技术厂和上

影车墩影视基地正在融合成为高科技

的影视制作、拍摄 、影像体验的重要平

台，上影旗下上海美术设计公司是行业

领先的创意设计企业。

在重峦叠嶂的电影产业化道路上，

八次荣获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的上影 ，

正向着产业链完整 ，多片种发展 ，中国

一流、有世界重要影响的大型影业集团

不断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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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实招破解动迁居民逾期回搬难题
(上接第一版)

浦东还集全区之力， 推出 “三个一批”， 即推出

一批学习资源清单，梳理形成课程、师资、书目、课件、

基地 5 个学习资源清单；编写一批学习案例 ，包括徐

敏先进事迹、优秀党员干部先进事迹、攻坚克难、“家

门口”服务、乡村振兴、警示教育 6 个“初心·使命”系

列学习案例汇编；打造一批学习教育基地 ，包括浦东

开发陈列馆、浦东展览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馆、浦东新区党风廉政教育基地等 16 处，努力为

基层学习教育提供资源支撑。

以川沙新镇为例， 主题教育结合调查研究将更加

注重问题导向， 解决群众的 “急盼愁 ” 问题 ， 而学

习成果则转化为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 推

动改革创新、 经济发展、 队伍建设 、 基层治理等各

方面工作上新的台阶， 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上海如何成为全球时尚“会客厅”
(上接第一版)

风物长宜放眼量。 把原创设计师的培育

作为长期工程， 十多年来的努力已有收获。

如今活跃在上海时装周舞台上的，正是这些

随岁月积淀而大放异彩的设计人才，Xu Zhi

（ 序 之 ）、Leaf Xia、W.Rong、Yes by Yesir、

Yirantian（一然天）等知名设计师品牌都是上

海的“老朋友”了。 “老朋友”的影响力逐渐扩

大 ，带来更多 “新朋友 ”，成为上海这间时尚

“会客厅”的“中流砥柱”。

除了已扬名时尚圈的设计师品牌 ， 对

于更年轻的初创品牌 ， 上海也敞开胸怀接

纳与包容 。 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指出 ， 除

了为知名设计师新品搭建首发舞台 ， 上海

也着力搭建平台 ， 孕育中国乃至国际时尚

界的年轻先锋时尚力量 。 从蚂蚁雄兵到大

象起舞 ， 成熟的进阶舞台可帮助设计师一

步步走向巅峰。

产品落地
好创意变成大生意 ，“小而

美”对接大市场

一切创意时尚最终都归于商业 ， 原创

设计作品如果不能落地变成商品 ， 再大的

梦想也都是泡影 。 得益于上海正在打造的

“全球新品首发地”， 在这个时尚会客厅里，

始终有秀品到商品的高频转化。

以上海时装周为例 ， 其着力打造的

“亚洲最大时装订货季” 已成为个性化品牌

与专业买手之间的桥梁 。 数据显示 ， Mode

上海服装服饰展联合六大合作展会商贸平

台 ， 在时装周期间迎来 1200 余个参展品

牌 ， 展会面积逾 4 万平方米 ， 现场专业观

众超过 6 万人次 ， 创下新高 。 从反馈数据

来看 ， 各展会平台的交易额均有 20%至

30%的增长 ， 部分 showroom 选单量提升超

50%。 与此同时， 订货的买家们呈现出多元

化的阶梯式发展 ， 从国际背景百货和精品

店到国内连锁买手店 ， 从知名电商到传统

代理商 ， 从零售百货到个体买手店等 ， 上

海这间时尚 “会客厅 ” 同时也是 “亚洲时

尚核心枢纽”。

Mode 上海服装服饰展负责人张洁认为，

随着个性化品牌商业价值被市场认可， 它们

正凝聚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 这些品

牌能为市场提供新思路， 为各路买手呈上一

份独特而丰富的 “购物清单”。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王

高看来， 经济学将消费者的需求分为两个阶

段， 一个是纵向化差异， 即以满足人们生活

需要为主的必需品， 是理性主导的消费； 另

一个是横向化差异， 是满足信息和表达等需

要为主的非必需品， 是感性主导的消费。 如

今， 中国消费者已拥有巨大的消费能力， 表

现为理性主导的消费需求放缓， 感性主导的

消费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得到快速提升。 随着

中国时尚产业和新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个性

化、 多元化消费诉求为更多设计类品牌进入

市场提供了天时地利。

引领风向
为世界时尚加注东方文化养料

上海时装周开幕当夜， 两场大秀交相辉

映。 在新天地， 上海本土品牌 Lily 着力演绎

“中国新女性”形象；在百联集团时尚中心衍

庆里，《摩登中国时尚艺术季·如山如河》用时

尚语言共话中国山水与传统文化的意趣。

两场大秀背后的时尚语言都有相同的关

键词———国潮。相比全球四大时装周，上海时

装周始终坚持东方之美， 随着影响力逐渐扩

大，不仅让国内 95 后、00 后在国潮崛起中获

取原生的文化力量， 它所带动的国潮风尚更

迅速进入全球视野。通过这扇窗，Lily、太平鸟

等中国品牌成了国际四大时装周的座上客，

又进一步把东方文化内涵带到全球各地，为

世界时尚加注东方文化元素。

时尚的风向东引， 不光体现在时装周的

国潮，也体现在世界时尚界认可并愿意“为东

方定制”。 第二届进博会刚刚落幕，一个综合

性展会引发路威酩轩集团 （LVMH）、开云集

团、欧莱雅集团等全球时尚界的追捧。 其中，

路易威登首秀了两款嵌入全柔性显示屏的手

袋，将于明年正式上市。开云集团更是动作连

连， 旗下高端腕表品牌雅典表发布一款航海

系列领航者腕表中国红限定版；旗下凯特·丝

蓓专门为中国鼠年准备了“猫和老鼠”联名胶

囊系列，主打色更定位大红的“中国红”。

对于一座国际时尚之都而言， 美誉既来

自本土设计师品牌的国际化， 也来自全球品

牌的集聚力和向心力， 成为全球时尚 “会客

厅”，上海迎来了“黄金时代”。

中央坚定支持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上接第一版 ) 香港暴力违法犯罪分子不断升级的破

坏活动， 令广大市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人身安全得不

到保障， 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被严重剥夺 ， 香港法

治等核心价值受到极大破坏。 倘若暴力不止 、 法治

不彰， 不仅市民生活难有安宁 ， 香港发展更将寸步

难行。 可以说， 这已成为一场维护 “一国两制 ” 和

破坏 “一国两制” 的斗争， 已成为一场维护香港法

治和践踏香港法治的斗争 ， 已成为一场维护香港繁

荣稳定和摧毁搞乱香港的斗争。

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

众的福祉， 需要坚强有力的管治力量 ， 需要所有掌

握公权力的机构快速、 果断地行动起来。 5 个多月以

来，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恪尽职守 ， 努

力稳控局面、 改善社会气氛， 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

香港警方兢兢业业、 无惧无畏 ， 始终坚守在止暴制

乱的第一线。 方此紧迫之时， 香港各界也应进一步

凝聚共识， 自觉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

府和特区警队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犯罪活动 ， 支持

特区检控和司法机构各司其职 ， 使所有暴力犯罪分

子受到应有的惩治， 彰显法律的公正与威严 。 在止

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 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

没有中间地带， 容不得犹豫、 徘徊和动摇。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

相连， 中央政府和全国 14 亿人民永远是香港战胜任

何风险挑战的最坚强后盾。 中央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

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定支持香

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

力犯罪分子， 通过依法制暴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福祉，

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相信在中

央坚定不移的支持下， 香港各界众志成城 ， 迎难而

上， 集思广益， 一定能够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 维护

好香港 750 万市民的共同家园。

（载 11 月 17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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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综艺是一个娱乐产品， 但本

质是一个文化产品， 一旦价值观出现

偏差，将对大众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就在刚刚重回观众视野的一档热门网

络辩论综艺秀中， 一段夺人眼球的危

险发言被炒作成了流量热点， 而这位

辩论人也俨然被包装成了节目最大亮

点， 接受包括现场多位嘉宾在内众多

网友的掌声与喝彩。

辩题是这样的：美术馆着火了，一

幅名画和一只小猫，你救哪一个？这本

是一个探讨艺术价值与生命价值的辩

题，但辩论者却另辟“蹊径”，三言两语

就瓦解了艺术的价值，“比《蒙娜丽莎》

更美的，是正在燃烧的《蒙娜丽莎》”。

言语间， 甚至否定追求崇高的生命意

义，讽刺其他辩手过于“理性”，“历史

已经告诉我们了， 维系这个世界靠的

就是我这样自私的人”。

以嬉笑消解美、 消解经典的这番发

言，以“躺赢”的姿态成功登上了热搜。 然

而，节目组达到了想要的现场“笑”果，却

丢掉了一个热门品牌节目的文化操守。

试问，如果“燃烧的名画”更美，那

么美术馆、博物馆又意义何在？巴黎圣

母院大火为何让全球亿万人为之心碎

流泪？ 承载“南美记忆”的巴西国家博

物馆毁于大火为何让历史学家齐齐扼

腕？更遑论，中国人记忆中难以释怀的

“火烧圆明园”之痛。

救“燃烧的名画”，还不如救能“抱

在怀里的小猫”，这番似是而非的“新

奇”言论随着节目组对“精彩片段”的

反复强调而不断传播。 其言论中的偏

颇、乖戾之处，却被现场大牌嘉宾的笑

声与掌声所掩盖， 在网络世界里搭乘

“流量”快车肆意横行。

不可否认， 网络综艺的大部分观

众是年轻人， 他们渴望以一种新鲜有

趣的方式获得知识，了解世界，帮助自

我成长。 几年前这档节目能成为全民

热议的现象级网综， 很大程度上源于

不少辩题直面了当代青年生活中的

“痛点”， 而优秀的辩论确实能激发青

年人思考与反省。 这一次， 为了制造

“笑”果、博取流量，而听任近于荒谬的

言论堂而皇之地广泛传播， 则着实令

人忧虑———让这样的辩论 “高手”赢

了，节目和观众却输了。

在此， 我们提醒更多网络综艺节

目在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同时， 还需

多多加强“自我修养”，时刻警惕文化

失位、价值失范的风险。承担起更多社

会文化责任，才能让辩论更有意义；为

“网生代” 创造风清气正的好环境，才

能让节目走得更稳更长远。

辣 评

《梁祝》首演60周年，《真爱·梁祝》今亮相艺术节

俞丽拿“复出”搭档雷佳续写新篇
本报讯 （记者姜方 ）今年是小提

琴协奏曲《梁祝》首演 60 周年，当年担

任小提琴独奏的小提琴家俞丽拿 ，将

再次奏响《梁祝》旋律。 作为第 21 届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节目 ，《真爱·

梁祝》将于今晚在上音歌剧院首演。 俞

丽拿将用琴声扮演梁山伯， 搭档歌唱

家雷佳饰演的祝英台 ，上演 《梁祝 》全

曲中最为华彩的《化蝶》片段。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959 年在上

海首演。 60 年来，琴弦上这只中西合璧

的 “蝴蝶 ”舞动翩跹 ，在世界各地长演

不衰。 作为《真爱·梁祝》的出品人，年

届八旬的俞丽拿一直在思考经典除了

传承之外， 还有没有创新和再造的可

能。 她说：“《梁祝》的核心是爱，而至死

不渝是中国人最传统的爱情观 。 《真

爱·梁祝 》中既有个体的小爱 ，也有家

国的大爱。 ”参加演出的雷佳则表示，

俞丽拿老师演奏的 《梁祝 》十分动人 ，

音乐早已融化在了这些老一辈艺术家

的骨子里， 她将在舞台上和俞老师完

成跨越时空的对话 ，展现 《梁祝 》爱的

主题。

据《真爱·梁祝》导演徐俊介绍，该

作依循音乐的叙事逻辑 ， 将舞剧 、话

剧、 音乐剧以及小提琴协奏曲等舞台

表演形式结合， 每种形式都对应着一

段爱情故事。

据悉， 亮相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后，《真爱·梁祝》 将开启巡演，先

后造访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和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等地。

吴虎生带伤“拼”出新版《茶花女》完美世界首演
昨晚，上海芭蕾舞团新版芭蕾舞剧

《茶花女》，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首演，

用足尖演绎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

笔下的爱情悲剧。 舞台上极尽柔美凄

婉，幕后却有着一个硬气故事———扮演

阿尔芒的上芭首席演员吴虎生带伤登

台，咬牙坚持跳完该剧世界首秀。 中国

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赵汝蘅从北京赶

来观看《茶花女》首演，得知吴虎生受伤

的消息， 她十分关切并深有感触地说：

“上芭的艺术梦想就是靠这些优秀的演

员在舞台上拼出来的。 ”

在英国编舞家德里克·迪恩创编的

《茶花女》中，吴虎生共有四段单人舞、

五段双人舞， 戏份十分吃重。 据悉，11

月 10 日至 12 日，上芭在海安大剧院紧

张排演，全团每天跳两遍联排，11 月 13

日合乐联排两遍。连续高强度的排练令

演员非常疲劳，11 月 14 日早上 9:45 左

右， 吴虎生在基训课中突发腰椎错位，

腰部肌肉疼痛无法发力。中医骨伤医生

立刻赶到团里帮他复位，当晚他在宾馆

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赶到医生诊

所进一步治疗，病情稍有缓解。11 月 15

日晚，《茶花女》 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带妆彩排，吴虎生又出现在台上，跟随

全团一起走台。 排演间隙，吴虎生坐在

后台的道具椅上歇口气，他时刻保持着

腰背挺直，为此只能在后面垫上几个靠

垫。“明天我一定要登台，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那么重要的场合，又是《茶花女》

的世界首演，我们团必须以最完整的阵

容亮相。”吴虎生告诉记者，彩排结束后

他马上要回到医务室休息，“那里有一

张硬板床，对我的腰伤有好处。 ”

昨晚的演出中， 吴虎生跳满全场，

弹跳、旋转恍若无事，实是疼痛依旧；特

别是与女主角玛格丽特的几段双人舞，

有大量托举动作须腰部发力，全靠意志

力和借力技巧硬“扛”了过去。 在台上，

吴虎生技术动作准确到位， 感情丰沛，

挥洒自如的演绎赢得满堂彩。 其实，演

出期间医生一直在后台守候，上台前刚

刚给他注射了针剂。 演出结束，记者在

后台拉着他问及伤情， 吴虎生笑着回

答：“原本我一直有腿伤，这回腰痛起来

就忘了腿的问题，等大幕拉开，音乐响

起，我连腰痛都不记得了。 ”17 日还有

一场演出怎么办？ “我准备回医务室再

睡一晚硬板床，争取以最好的状态拼完

下一场。 ”

“今天，我们在台上不仅能看到技

术表现，还看到了人格之魅。 演员为艺

术牺牲的硬气，让我又心疼又感动。”上

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一台戏没

有好的演员、好的团队，是不可能成功

的。 ‘戏比天大’，只要上芭有这种精神

在，什么困难都能扛得过。 ”

■本报记者 宣晶

之前在排练基训课中突发腰椎错位的吴虎生 （中） 依然坚持跳满全场。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