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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6月的上海，空气里飘散着电影

的味道。”社交平台上，网友留言。

明天，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将拉开大幕。10天会期，全市47

家影院将密集放映461部、1600多场

电影。而这样的“电影时间”其实绝

不限于排片表。连日来，手绘地图、

影院打卡地图、电影院跑图……组

委会、影院、社交平台巧思连连，属于

电影的城市漫步路在第一批尝鲜的

市民、影迷脚步丈量中，已有了清晰

模样。

事实上，早在今年上影节海报发

布那天，组委会或更准确说是上海这

座城市就已将邀请函嵌入其中。画

面里，上海影城、大光明电影院、国泰

电影院、兰心大戏院四座影院为电影

之城代言，于夜色中与人群相拥。现

实中，它们静候八方来客，去光影的

世界行万里路，随影院的时光印迹体

味城市文脉的肌理与纵深。

今年青梅煮酒时，且赴光影之

约，赏城市之美。

电影院的底片，浓缩城
市文化“十日谈”

倘若电影节文创有张“心水”排

行榜，《兰心十日谈》大概率名列前

茅。6月14日至6月23日，“十日谈”

每日一期，既是本届上影节兰心“分

会场”的迷你场刊，也是老牌戏院的

一摞历史底片、过去百多年里这座城

市的文化往事。

“十日谈”的首日封，编者在头条

位置开宗明义：“兰心大戏院系中国

最早的欧式剧场，经两次毁坏两度重

建……本戏院为纪念150年之变迁历

程特出《兰心十日谈》……”历史被高

度浓缩着推送到眼前：这座始建于

1866年、后经两次迁建，始终站在文

化潮流一线的艺术殿堂，正像剧院的

中文译名“兰心”，艺术如兰自芳菲。

倘若电影节的展映影院有份“隐

藏款阅读宝典”，兰心之外，经邬达克

设计重建的大光明电影院、凝结了典

型ArtDeco风格的国泰电影院都值

得反复品读。个中缘由，上海文广演

艺集团的工作人员于佳深有感触。

今年3月，作为承接今年电影节展映

的兰心大戏院团队，于佳和伙伴们在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埋首故纸

堆，从《申报》《字林西报》《大美晚报》

等的相关报道寻踪兰心的人文荟

萃。爬梳戏院历史的过程让他们越

发确证，剧场、戏院、电影放映厅，不

仅仅是文化艺术的空间载体、人类精

神的栖息地，还是城市历史进程与文

化发展的见证者。

翻看历史，位于南京西路216号

的大光明电影院，最初名为“大光

明影戏院”，是中国第一家宽银幕电

影院、第一家立体声电影院。1928

年，大光明由中国商人高永清与美

国人亚伯特 · 华纳合资成立，同年

12月，京剧大师梅兰芳亲自为大光

明影戏院开张剪彩，“梅开光明”成

一时佳话。三年后的1931年，兰心

大戏院迁址重建于蒲石路迈尔西爱

路口（今茂名南路57号），作为第三

代兰心，建筑整体为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期府邸式风格，外观上诠释了

中西合璧的新古典主义，内部有华

丽纤细的花纹线脚、简洁优雅的几

何装饰图案，让人身处上海但能一

览欧洲风情。当年12月，兰心与美

国派拉蒙影业签约，开始兼营电影

放映，首场影片《女儿经》。也是在

1931年，国泰电影院竣工，次年元

旦开业，首日营业那天，《申报》上

的一则消息评价国泰为“丽富宏

壮，执海上电影院之牛耳；精致舒

适，集现代科学之大成”。

其实，作为中国电影的发祥

地，上海历来是中国电影市场重

镇。在大光明、兰心、国泰集体生

辉的20世纪30年代，国内共有233

家影院、14万个座位，而当时上海

一地就拥有53家影院、3.7万个座

位。就保存电影历史遗产的意义，

老牌剧场、影院构成了中国电影、

上海电影跨越世纪的人文景观资

源。更紧要的是，这批看得见、摸

得着的电影历史符号，在风云际会

中记下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

南文化如何在这座城市汇流。

20世纪上半叶，上海是整个亚

洲最繁华的国际大都会。彼时，站

在上海文化舞台C位，见证中外艺

术在此轮番献技、交流碰撞的，正

是兰心、国泰、大光明等。历史不

会忘记：抗战时期，《洪宣娇》《文

天祥》等剧目将救亡图存、齐心抗

敌的精神烙印在兰心舞台上；1945

年，蓄须明志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

芳，在抗战辍演八年后首次复出，

在兰心大戏院演出昆曲《刺虎》。人

们也不会忘记：1935年，美国影片

《仲夏夜之梦》在国泰首映，观众如

潮，某天鲁迅和家人雇车来看，不

料当场票全部售完，只好买了下一

场的票；到了1939年，大光明就开

始首创安装“译意风”同声传译耳

机设备，将外国电影译成中文讲

解，演员卢燕就曾是大光明的一员

“译意风小姐”……新中国成立后，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兰心的舞台

上空飘扬到全中国；《王子复仇记》

《百万英镑》《偷自行车的人》《罗马假

日》等影史留名作品在国泰与上海观

众见面，小说《繁花》中“沪生”“阿宝”

常常看电影的地方也是国泰；1978

年，越剧戏曲片《红楼梦》在大光明上

映，观众通宵达旦地排队买票；1993

年7月，影片《霸王别姬》在大光明举

行首映仪式，导演陈凯歌携主演张

国荣、张丰毅一同出席，场面堪

比欢度春节……

电影会散场，但穿过历史的风

尘雨帘，老建筑收藏的故事、老牌

影戏院承载的往事，与上海的文化

脉搏同频，不会被雨打风吹去。

时代需求的递迁，共享
市民记忆备忘录

就在兰心大戏院首映电影整整

60年后，1991年，上海影城在新华路

番禺路口落成。“乘着上海浦东开发

开放的东风，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建

设全面提速，影城正是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破土而出。”上海电影评论学会

理事赵建中说，上海影城不仅是沪上

首家五星级影院，也是1949年后上海

市投资最多、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

的文化基础设施。重要的是，她为电

影节应运而生。

1993年，在谢晋、吴贻弓等老一

辈上海影人的努力下，国内第一个国

际故事片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

节在上海影城拉开大幕。当年10

月，索菲娅 · 罗兰作为首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的贵宾，第一次踏上中国

的土地……年复一年，上海影城成为

影迷心中上海电影的精神坐标，也是

国际文化的交流中心。2020年始，兰

心、国泰、上海影城先后开启修缮或重

建。去年12月，95岁的大光明电影院

也在维持整体建筑不变的前提下，针

对观众体验和内容供给进行数字化

升级。

如今，与市民、影迷重逢的这些

上海地标影院，换上全新的字幕

机，升级了视听硬件，IMAX、Dolby、

OnyxLED、CINITY、LUXE等一应俱

全，回应着时代需求。更让人心动之

处，老建筑的细节被原汁原味复刻，

它们与商圈相连，成为缔造人文街

区、城市文商体旅空间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海报上的四家影院只是

今年电影节的一道缩影。宛平剧院、

黄浦剧场、美琪大戏院、天山电影院

等城市内星罗棋布的影院，也是“城

市漫步地图”的主推影院。上影节组

委会联动城区部分影院、结合沿线景

点，策划“携影同行”城市漫步路线，

推荐影迷在匆匆赶场之余，放慢脚步

欣赏上海，并以所有展映影院为环线

推出线上展映地图，为影迷解锁上海

的不同风景提供索引。大众点评、微

博、小红书、携程等平台也在电影节

期间各展所长，向影迷推荐影院沿线

的美景、美食，以线下参与带动线上

热度，以线上热度提升线下便利度，

以观影创造文旅消费新场景。

前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塞尔维亚

人库斯图里卡曾在上海形容他心目

中电影的魅力：“一部电影的时间，或

许从白天到华灯初上，梦幻一般，沉

入另一种人生。”如果电影是梦，那么

电影院、容纳电影院的城市就如同梦

想与现实的渐近线，摆渡着人与时

间、与故事的往来。

又一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幕

将启，跟着电影去云游四方，跟着电

影院阅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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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中路上挂满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宣传

道旗。 本报记者 王竟成摄
▲上海国际电影节即将开幕，白玉兰广场上演主题灯光秀。

本报记者 张挺摄
▲上海影城内，观众们正在提前查看影院的排片信息。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兰心大戏院。 本报记者 王竟成摄

▲大光明电影院门口挂上了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海报。 本报记者 范家乐摄

▲国泰电影院。 本报记者 范家乐摄

▲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会场，上海影城已经装饰布置完毕，静候影迷莅临。 本报记者 王竟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