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2023年6月14日 星期三 策划/邵岭 黄启哲 本版责任编辑/范昕

9

   版 · 文艺百家

《梦中的那片海》：
年代故事里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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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空间：
以艺术的方式激活城市

   版 · 建筑可阅读

上海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上影

节”），已经“与光同行”走过了30年的历

程。30年来，上影节以其展映和评奖环节

展示了对社会议题和公共话题的敏锐洞

察，形成了一个由观众参与、为观众服务的

公共文化空间。

那么，在全球电影文化交流中，上影节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30年的历程中，

它是如何在推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过程

中发挥作用的？又是如何在经历市场波

动后，通过“重启”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复苏

注入活力的？

电影节的“国际性”
与“国家性”

尽管上影节的名称凸显了其全球性

质，但它同时也深深地扎根于国家和本土

的文化语境中。作为以电影文化为基础

的公共文化空间，上影节为一代代电影观

众创造了集体记忆。犹记得30年前上影

节的开幕影片，正是吴贻弓导演的《阙里人

家》。影片以一个五世同堂的孔子后裔家

族中祖孙三代人的矛盾冲突和感情纠葛

为聚焦，甚至包括一位思想前卫、敢于突

破的“孔家后代”。影片中发掘的传统文

化中敢于创新与突破的因素，恰恰照合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航的年代，并标

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通常情况下，电影节通过创建“次级

公共领域”与电影爱好者建立联系，并成

为一个不同于日常公共领域的平台。而

当一个持续举办的电影节在创造影迷私

人记忆的同时，试图通过策展视角对国家

议题保持关注，其内涵的外延将得到极大

拓展。亦即，电影节将成为这一意义上带

动“私记忆”与公共领域相互桥接的枢纽。

在这一方面，上影节自诞生以来就与

美、欧电影节形成明显差异。绝大多数电

影节并不是社会问题的创造者，但通过在

选择、展示、接纳等方面激发社会讨论，从

而帮助人们理解和应对社会热点问题——

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在此方面拥有悠久的

历史。而它们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上影

节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微观议题、甘于成为

倏忽即逝的“新闻看板”，而是体现出与影

迷群体，乃至社会、国家发展方向的同频共

振。自2018年上影节即发起成立“一带一

路”电影节联盟、创办“一带一路”电影周，

至2023年已有48个国家和55个电影节机

构成为会员，已成为向外展示国家级顶层

合作倡议的重要推手；上一届上影节恰逢

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则以《1921》作为开

幕影片，并特别放映《英雄儿女》与《南昌

起义》等经典影片，进一步将爱国主义缝

合至上影节天然的国际视野之中。

这种联系可以向前追溯至国际电影

节本身的历史。始于1932年的威尼斯电

影节是世界上最早举办的电影节。彼时，

意大利的文化消费模式以电影为主，然而

放映的电影绝大多数来自好莱坞。这导

致意大利政府在文化和经济双重危机的

威胁下开始介入电影行业，以维护本土文

化的多样性和独立性。因此从电影节的

初创时期开始，就可以看到一种深刻的

“国际性”与“国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

国际层面上鼓励各国展示其最优秀的电

影作品，推动电影美学发展，而在国家层

面上则成为推动国家电影走向国际的重

要平台。

在过去的30年里，上影节在这一框

架内，通过评奖、展映等活动，尝试促进国

际电影与中国电影之间的相互兼容。以

评奖为例，这一环节在电影节中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中国电影在上影节上获得

了四次最佳影片、五次最佳导演、三次最

佳编剧、六次最佳男演员和九次最佳女演

员等奖项。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之后上

影节还特别设置了“亚新奖”，以突出和鼓

励具有区域特色的作品和新人才的培

养。因此，上影节在连接全球和弘扬本土

电影之间找到了一种极具洞察力的平衡，

成为国际和国家文化交流的独特交汇点。

拒绝“真实”的虚假影像

在电影节的策划实施中，如何融合文

化的多元性与平衡性，避免陷入对他国文

化的压迫性话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

题。对于上影节来说，它以其强调本土立

足、重视国际影片多元性的特质，吸引了

西方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他们也意识到

上影节在评奖与选片上与其他国际主流

电影节存在显著差异。然而，他们的看法

往往是，上影节的评奖似乎缺乏稳定的艺

术评价模式和可追溯的艺术审美倾向，这

种看法显然是故意忽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电影节将革命电影和第三世界国家的

电影推向国际主流视野，从而在反对殖民

和霸权的背景下成为打击西方霸权的有力

武器的重要功能。

正如“第三电影宣言”所揭示的，电影

不仅是艺术，还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工具，

可以用来挑战主流叙事并展示多样性。占

据话语主流的电影节可能会遵循有限的故

事模型，利用一种定制的、带有“真实性”的

虚假图像，以满足国际观众的好奇心。这

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电影美学”

已然将主题内容先在地分配给各个区域版

块，即为吸引国际观众，电影制作方不得不

接纳对“外界形象”的营销需求，因此往往

将他们作品锚定在乡土景观和民族本地历

史信号上。这种看似稳定的电影节评价模

式与审美倾向，事实上限制了电影作者的

自由，也剥夺了他们在自由表达中的权力，

许多作者不得已用迎合而自我否定的方

式，以求证明其作品的“真实性”。有学者

据此指出“电影节电影”可以看作是“一种

特别的类型，根据自己的规则和传统制作，

为了在电影节上赢得奖项而特制的。电影

节类电影通过评审团、评论家和观众一眼

就能认出来”。因之，上影节这种“无模式、

无倾向”的评奖恰说明它对多元性和平衡

性的重视，以此来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对

话和学习，通过多样性的展示促进文化和

艺术的交流发展。我们常可以在历届上影

节看到西亚、中东欧国家制作的动画片，或

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按商业类型化模式制

作的战争电影，说明上影节并无意效仿来

形成自己的“话语霸权”。

在过去的30年间，电影这一视觉艺

术媒介与中国的电影产业经历了一段充

满波折的发展历程，可以用“一起两落”来

形容。当我们回溯到上影节诞生之初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发现当时的中

国电影产业环境正处于一种复杂多变的

状态。在这个时期，“统购包销”的传统经

营模式日渐萎靡，导致国营制片单位在市

场竞争中陷入严重的困境。此外，电视、

VHS以及VCD等“家庭影院”新兴观影模

式的兴起，对传统电影市场构成了巨大的

冲击，使中国电影市场在此期间步履维

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电影产

业的转型之路似乎异常崎岖。

然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上海作

为中国电影的摇篮，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地理位置优势，通过举办上影节，

展示了其包容性和多元性。电影节成为

了华语电影各个领域得以同台展示的平

台，对当时正处于低谷期的电影业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为其打开了一扇通向国内外

市场的大门，为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改革提

供了多个维度的参照系。进入21世纪

后，中国电影业在“狼来了论”和“大片救

市论”等危机意识的推动下，经历了空前

的繁荣，市场规模急剧扩大，并且约在电

影产业化改革十年之后达到了市场票房

增速的巅峰。与此同时，上影节也步入了

影响力迅猛扩张的发展阶段。互联网平

台的兴起，以及“抢票”机制的出现，进一

步激发了公众对电影节的关注和热情，形

成了宏观与微观情境同在、群体行为与个

人行为并存的互动仪式链。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影节的影响力扩

张几乎同步的是，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

的地位逐渐上升，许多作品开始受到国际

关注和认可，中国的电影市场价值日益提

升。上影节不仅成为了国内电影人的聚

集地，更为国际间的电影工作者提供了一

个交流、合作和学习的宝贵机会。通过展

示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推动产业的

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上影节已然成为国际

电影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彰显

了其在全球文化交融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如今，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三年的

摇摆与波动之后，上影节的“重启”显得格

外重要。这不仅仅是对电影作为一种艺术

形式不断发展的信念的体现，也是对中国

电影市场未来能够复苏并重新焕发生机的

坚定信心的展现。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

的时刻，上影节以其深刻的历史底蕴、开

放的包容性和广阔的国际视野，为电影产

业注入活力和希望，为全球电影文化的交

流和碰撞搭建了一个宝贵的平台，进一步

加深人们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无限可能

性的认识，同时为中国电影的进一步繁荣

开辟崭新的道路。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
副教授）

三十年回眸：
上海国际电影节揭示了何种文化密码？

郑炀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上影
节”）近450部、超1300场影片的展映为
影迷们带来了久旱逢甘霖似的狂欢，亦彰
显着当下电影蓬勃的艺术生命力和产业活
力。在展映片单中，可以观察到两种显著
的特征：一方面展示着横向的广度，重视国
际视野，又始终落于微处，秉承着深厚的人
文气息和情感关怀；另一方面则显示出纵
向的深度，与电影史保持对话的同时，也关
注其对于当下实践的联系与启发。

以艺术对话世界：
国际视野与反思力量

上影节作为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极
具影响力和规模的电影盛会之一，致力
于为观众呈现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作
品，并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这一理
念体现在多个单元的展映片单中，如
“一带一路”电影周致力于展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多元文化和多彩
文明，“地球村”和“多元视角”单元为观
众带来全球各地电影人的优质作品，
“SIFF纪录片”单元同样突出反映了一
种关于人类共同体的宏观表达，从而为
中外交流打开了艺术的窗口。

这些影片中显示着国际视野与细
腻情感的共存，其往往通过个人命运的
侧面来透析社会百态，包含着深厚的人
文气息和反思价值。如“一带一路”电
影周中的影片《巴格达梅西》呈现了一
个新闻报道之外的伊拉克，聚焦于一个
11岁的男孩在一片破碎的世界中追寻
足球梦想、寻找希望的故事；《安全领
域》则以一个家庭生活的变化讨论精神
健康议题；《虎之日》关注小镇的兽医；

《六周》聚焦于怀孕少女的境遇；《与母
同行》则讲述了一位中年男子失去母亲
后的心路历程。而“SIFF纪录片”单元
中的长达七小时的黑白片《菲律宾暴力
史》展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家族兴
衰，并在这一过程中关注封建主义和权
力斗争，审视菲律宾的暴力，以及其从
西班牙殖民统治至今的根源。“地球村”
单元中的由马里奥 · 马尔托内执导的
《乡愁》讲述了阔别故乡四十载的菲利
斯，为探望母亲重新踏上那不勒斯的土
地而陷入家乡黑帮与宗教势力纷争的
故事。

这些展映影片通过不同的视角和
主题，以人类普遍共通的情感、梦想和
困境的表达，实现了一种超越国界的情
感共鸣和连结，并在这一过程中，引发
观众对家庭、灾害、战争、历史、环境、人
性等全球性议题的关注和思考，蕴含着
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反思力量。

用历史联络当下：
对电影史的“追根”与
“哺今”

各个时期的优秀电影作品，无不承
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书写着中外电影
的发展历程。透过它们，观众将更加深
刻与全面地欣赏理解电影艺术。“SIFF

经典”单元作为展映中外电影史上的经
典佳片的专设单元，今年片单中更是涵
盖了众多举足轻重的作品。如科波拉
执导的经典黑帮片《教父》；日本电影巨
匠市川昆执导的悬疑片《犬神家族》；西
班牙女性导演先驱之一的安娜 ·马里斯
卡尔执导的《少年不知何处去》；英国电

影大师大卫 · 里恩执导的一战史诗片
《阿拉伯的劳伦斯》；阿兰 ·德龙出演的
经典反战电影《克兰先生》；侯孝贤导演
的宝岛台湾历史片《悲情城市》;新中
国电影史的杰作《早春二月》等。
“向大师致敬”单元也通过展映电

影大师们的经典创作，为当代观众提供
了了解和进入电影史的切口。此次上
影节推出六个相关主题板块：戈达尔、
伊丹十三、迈克 · 李、谢晋、万玛才旦、
“特别纪念”。其中“特别纪念”系列，以
一人一部代表作的放映方式，向黄蜀
芹、秦怡、何平、坂本龙一、青山真治、吴
宇森、罗维和彼得 ·博格丹诺维奇等电
影人致敬。

可以看出，对电影大师的作品选
择，无不显示出了对代表性与典型性的
重视。其中，在我国藏族导演万玛才旦
的回顾单元中展映了影片《静静的嘛呢
石》《寻找智美更登》《五彩神箭》《塔洛》
《气球》《撞死了一只羊》，几乎囊括了万
玛才旦所有重要长片作品。上影节也
呈现了我国电影大师谢晋的四部经典
作品：《女篮5号》《大李、小李和老李》
《清凉寺钟声》和《鸦片战争》。这四部
影片跨越了谢晋创作生涯的不同时期，
展示了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
放后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作为法
国新浪潮导演的让-吕克 · 戈达尔，其
影片在上影节出现过25次，是当之无
愧的最受上影节偏爱的导演之一。今
年“向大师致敬”单元更是放映了其八
部影片，囊括了戈达尔各个时期的创
作：早期短片合集到新浪潮时期的《随
心所欲》《阿尔法城》《我略知她一二》，
以及显示暮年时期的戈达尔对电影与
电影史过去与未来的深切思索的《爱的

挽歌》《自画像》《影像之书》等。电影大
师们的展映作品突显了他们在不同创
作时期的转向和发展。于是，这些影片
不仅是对电影巨匠们的纪念和缅怀，也
为当代观众提供了了解和进入电影史
发展的可靠路径，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
场意义深远的回溯之旅。

上影节在重视与电影史保持对话
的同时，也时刻关注当下的电影现实，
强调经典创作对于当下实践的联系与
启发。近几年，从《流浪地球》到《流浪
地球2》《宇宙探索编辑部》，关于中国
科幻电影崛起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国科
幻的未来走向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
论。而上影节恰如其时地设立了“科幻
电影周”以回应着这一现状。科幻电影
周中展映了一些外国经典的科幻电影
如被誉为太空歌剧类型中的先驱之作
《火星之旅》（1918）、开创建构主义式
的科幻场景的《火星女王艾莉塔》
(1924)等。此外，在“科幻电影周”的
“经典回顾”主题中还展映了《珊瑚岛上
的死光》《错位》以及《霹雳贝贝》这些相
关的中国上世纪80年代科幻电影创
作，呈现了中国早期科幻电影人对科幻
电影的探索轨迹。科幻电影周“电影科
技论坛”中，在谈到中国科幻或者幻想
类电影如何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这个
话题时，许多从业者和专家都提到了
“文化”的重要性。中国的科幻电影正
处于刚起步的状态，面对着该如何实现
传统文化和科技的创作融合的问题，在
此刻回顾这些具有人文情怀和时代精
神内核的经典科幻创作，也许能够给予
当下创作以启发和思考的契机。

（作者为青年影评人）

——从展映片单看第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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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生活似水波涟漪自有高低，
幸而晨光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