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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朱洁静的父母抢当“首日观众”，孙庆原

“组团”聆听父亲孙道临的原声再现，身穿旗

袍的观众成为亮丽风景线……昨天是舞剧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公映首日，上海影城

千人大厅“满”字高悬。第一时间听到了来

自观众的掌声与喝彩声，原舞剧编剧罗怀臻

由衷点赞：“这部舞剧电影再次开创了中国

艺术电影的新范式。”

红色电波由申城发向全国——舞剧电

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式登陆全国艺联各

大影院。《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的真

实故事为素材，从电影到舞剧再到舞剧电影

的艺术探索中，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传承红色

文化，赓续永不消逝的“电波”精神。

英雄城市给足演员“底气”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上海影

城公映，现场观众们被精彩的剧情、舞蹈、表

演深深吸引。当优美精彩的旗袍舞、蒲扇

舞、街头追逐戏等经典片段展现在大银幕上

时，观众们时而随紧张剧情惊呼，时而因唯

美画面赞叹，时而被感动抽泣落泪。

交流环节，男主角王佳俊分享了“触电”

感受：“作为一个舞者，我带着舞剧电影走进

上海国际电影节，面对那么多导演、演员的

审视。《电波》展示了不同元素，代表了上海

这座英雄城市的开放、包容与创新，这就是

我的底气。”女主角朱洁静用“初生牛犊不怕

虎”形容第一次踏足大银幕的自己：“没有怯

场，源于《电波》带给我们的自信。六年来舞

剧演出600多场，我们站在舞台上与角色相

爱相容，带来了一种‘我很强大’的信念。”

台上妙语连珠，台下还“藏”着不少颇有

渊源的观众，他们第一时间赶来欣赏舞剧电

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表演艺术家孙道临

的女儿孙庆原和好友们组成“观影团”，来见

证这个经典IP穿越时空的艺术对话。“看到

电影最后一幕，响起父亲道出‘同志们，永别

了’的声音，我的眼泪掉了下来。舞台和电

影表演融合在一起，向经典致敬。”

“舞台与电影所使用的‘语言’大不相

同，转换与融合难度很高。看得出郑大圣导

演作出的创新努力，在此向主创们致敬。”主

持人曹可凡还打趣地夸赞了两位主演的首

次“触电”表现，“你们在生活化表演的部分

也如此出色，将来可以演一部偶像剧！”

观影过程也是“解码”之旅

昨天来到见面会现场的观众都是“铁

粉”，他们在6月7日上影节开票当天就“秒

杀”了门票。“画面美得让人窒息，在大银

幕和杜比音效的加持下，沉浸在视觉盛宴

里”“在电影中看到演员的表情细节，有了

全新体验”等反馈高频出现，有观众评

价：“整部影片没有一句台词，没有大场

景，没有大的后期特效，看完却必须用

‘震撼’来形容。”

当被问及电影中印象最深刻的细节时，

有观众提到了“安全出口”的灯牌细节，“这

个镜头一出来旁边就有人说‘是不是穿帮

了？’我觉得，这肯定不是穿帮。它暗示了李

白明明可以退到安全地带，却勇敢选择了面

对危险和牺牲”。不少观众都有同感，表示

自己特别享受寻找“密码”的爽感，“密码雨”

“油画天空”和练功厅舞段激发了特别的观

影趣味。主创团队则把整个观影过程比作

一场“解码”之旅。“这些镜头背后有怎样的

表达，大家不妨带着问题去电影里找答案。”

导演崔轶说。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昨起全国公映

申城“电波”：开创中国艺术电影新范式

今日之“电影”，百年前国人目之为“电
光影戏”，称之谓“影戏”。这是中国特有的
概念。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的初

始时期，“影 ·戏”尚混元一体，这种独特的认
知启发了我，何妨将写意/写实、假定性/纪
录性的二元对立暂时抛开，自由、甚至任性

地试一次，看看会生长出什么样的形态来？
倒不是刻意“穿帮”或想“间离”什么，之

所以拍到侧台、后台、排练厅，以及警戒线和
安全出口，只是想将这部电影的缘起——剧
场拍透彻。“剧场”之假定性是观演关系中最
高级的默契，人们乐于接受此中发生的一
切，以任何形式发生，舞台艺术几乎无所不
能。就此一点而言，电影则因其照相写实主
义的基因，物理约束太多，天赋即禁咒。哪
怕能越雷池一步，即成突破，而电影最近的
援军是戏剧。

任何时代的革命者都令后人感佩怀念，
因为他/她们是最勇敢的反抗者，是芸芸众
生中的牺牲，他/她们就是我们自己的“超
级英雄”。只有被接续传说、转述、跨媒介常
演常新，一段历史传奇才能活在当代。这也
是为什么我要拍坐席中的观众，在“超英”们
牺牲的那些时刻——我们都是当代观众中
的一员，历史与我们有着直接的关联。

电影已经快130岁了，被重新发明过
好几遍，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风格都曾
有过，我们只管信手拿来、基因重组，看看能
不能做出“四不像”“麒麟”。我想拍一部难
以归类的电影。（作者为上海电影家协会主
席、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总导演）

郑大圣：我想拍一部难以归类的电影
导演手札

上海这座“电影之城”

的大门正向世界敞开。“来到

上影节，真的太美好了！”巴

西里约热内卢国际电影节策

展总监伊尔达 · 圣地亚哥坐

了35小时的飞机，辗转来到

申城，参加“一带一路”电

影节联盟的系列活动。“通过

这个平台，我们可以观赏各

种类型的影片，与来自世界

各地的电影人交流，找到与

全球电影市场的新链接。”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闭幕

仪式昨晚在浦东美术馆举

行。今年是“一带一路”电影

节联盟与“一带一路”电影周

创办的第六年。2018年，“一

带一路”电影节联盟诞生至

今，成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从首批29个国家的31家电影

机构发展至48个国家、55家

机构，每一位成员的加入都为

电影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与

多元性。六年来，超过150部

影片在国内外开展了300余场

巡展，规模和影响力日益壮

大。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

看着“一带一路”电影周起步、

发展、壮大，他笑言：“在‘一带

一路’电影周，我看过120多部

影片。对这个单元，我越来越

感兴趣，因为它超越了已有的

知识，持续不断提供新的信

息。它能让我成长，学到了很

多东西。”

聚国际星光，推动
多元文化交流对话

“我们非常注重跨国合作

带来的新机遇，去寻找超越文

化差异的好电影。”伊尔达 ·圣

地亚哥坦言，里约电影节选片

时会在电影大师与青年导演

的作品之间寻求平衡，“在呼

应观众好奇心的基础上，带来

一些其他风格的影片，让他们

能够通过这些作品以全新的

视角进一步审视世界当下的

状况。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更

大平台展映巴西电影。”

智利瓦尔迪维亚国际电

影节节目策划吉勒莫 ·奥利维

亚斯告诉记者：“我们的城市

位于智利南部、安第斯山脉

旁。尽管瓦尔迪维亚电影节规模非常小，

但这些年已经成为智利，乃至拉美最具影

响力的电影节之一。”吉勒莫表示，许多智

利电影制作人来此展示自己的处女作，营

造出鼓舞人心的艺术氛围。“受邀加入‘一

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后，我们发现了超越传

统发行渠道，与新观众和专业人士分享智

利电影的新机会。”

以“勇气之路”为主题，18部影片在本

届“一带一路”电影周与观众见面。勇气

象征着电影人对艺术的执着

追求、对挑战的坚韧不拔、对

社会的责任担当，激励着电影

人们不断前行。来自智利、巴

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家

和地区的影片展现各国缤纷

的文化、多元的文明，主创团

队用自己的才华和热情，为观

众呈现一部又一部感人至深、

震撼人心的佳作。“作为一个

拉丁美洲电影节，如何找到新

的方式来满足观众是非常重

要的。我们需要跳出常规思

维，与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合

作。”吉勒莫说，“‘一带一路’

朋友圈有着巨大潜力，可以在

全球影院传播创意能量，促进

合作，催生更多以多样性文化

交流为核心的电影创作、制作

和发行热点。”

以电影为媒，开启
双向奔赴的光影之旅

以电影为媒，一段双向奔

赴的光影之旅已然开启。六

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

电影人行业代表加入“一带一

路”电影节联盟，超过150部

影片在国内外开展了300余

场展映活动。2019年，《何以

为家》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合

作引进的首部黎巴嫩影片，在

中国大陆取得3.76亿元骄人

票房，充分展示了“一带一路”

倡议下电影交流的巨大魅力。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群

飞透露，从2018年到今年上

半年，有超过80部来自俄罗

斯、马来西亚、泰国等“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的影片进入了中

国内地电影市场，累计票房近

32亿元。“电影产业是一个高

度国际化的产业，需要各国电

影人的共同努力，深化国际合

作不仅可以推动各国电影产

业的繁荣发展，还可以为电影

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创作灵

感。我们希望能与‘一带一

路’电影节联盟继续开展积极

沟通，进一步拓宽合作渠道。”

黄群飞说。

越来越多中国电影闪耀

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大

银幕。今年年初，上海国际电

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巡展来

到第22届孟加拉国达卡国际

电影节，《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父辈》《雄狮

少年》等17部国产影片集中亮相。其中，刘

辉监制的《脐带》入围了电影节竞赛单元

“亚洲电影竞赛”，并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女

演员两项大奖。“文化是流动的、交融的，因

此需要更多的平台，让文化真正流动起

来。”刘辉感言。据悉9月，上海国际电影节

将携手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国际电影节举办

“聚焦中国”展映单元，推动中国与匈牙利

多领域、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
一
带
一
路
﹄
电
影
节
联
盟
六
年
结
硕
果
，超
一
百
五
十
部
影
片
国
内
外
展
映
三
百
余
场

光
影
为
媒
，搭
建
全
球
电
影
市
场
的
新
链
接

1905年，京剧电影《定军山》出世，标志着

中国电影的诞生。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彩

色电影归属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戏

曲电影是中国特有的电影类型，而上海更是全

国戏曲电影重镇。在不同年代，均有代表性的

作品在大银幕亮相，包括经典之作《红楼梦》

《天仙配》《祥林嫂》等，而4K、8K、3D全景声等

新技术也推动了戏曲电影的发展。近年来，

《萧何月下追韩信》《曹操与杨修》《邯郸记》《敦

煌女儿》等电影在国内外屡获殊荣。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节中展“首届

长三角戏曲电影展”昨晚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

开幕活动。影展包含京剧、越剧、昆曲等丰富

多样的戏曲门类，将在黄浦区各大地标影院为

影迷和戏迷呈现别具一格的视听盛宴。“展映

片单囊括了长三角地区代表性的剧种和演员，

对于热爱戏曲的观众和不了解戏曲的市民来

说，都是一次领略传统艺术风采的好机会。”上

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介绍。

久违张火丁，京剧戏迷抢购电影票

要说本届电影节最难抢的电影，京剧电影

《锁麟囊》一定榜上有名，这部由程派京剧表演

艺术家张火丁主演、滕俊杰执导的《锁麟囊》在

电影节期间迎来全球首映。影片多个场次开

票后即刻告罄，加场后依旧一票难求。日前，

久未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的张火丁来到上海

影城3号CINITY影厅，和粉丝们共同观看了电

影。张火丁是程派第三代传人、赵荣琛的弟

子，她塑造的“薛湘灵”容纳程派精髓，为戏迷

所称道。如今张火丁的演出场次极少，更是让

观众加大了对电影的期待值。

“今年是程砚秋先生诞辰120周年，这部

电影既是我们向前辈先贤的致敬，同时也期待

更多观众喜爱京剧艺术。”张火丁接受采访时

表示。《锁麟囊》是京剧程派创始人程砚秋最著

名的代表作，由翁偶虹任编剧。唱腔出新出

彩，生动展现了程派唱腔忧郁婉转、缠绵深

沉、悲切幽怨的特点，闻之“如饮醇醪”“如醉

如痴”。

京剧电影《锁麟囊》运用8K科技制作，赋予

了作品超高清晰度和色域度。“双向托付、双向

奔赴、双向丰富”，滕俊杰有着丰富的戏曲电影

经验。影片中，张火丁的眉眼流转、水袖表演

被影像艺术忠实且优美地记录。“张火丁的表

演是独特的，满宫满调中充满着独属于她的艺

术张力。”导演滕俊杰表示。

片单中，茅善玉主演的沪剧实景电影《敦

煌女儿》曾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

曲片，影片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人

生历程为主线，茅善玉在影片中塑造了不同年

龄阶段的樊锦诗，影片主创团队从2011年至

2020年间，9次到敦煌采风，体验敦煌莫高窟文

物保护工作者的生活。观众不仅能真切感受

到一代代敦煌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

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也将一睹壮阔的

大漠风光。

多剧种荟萃，期待放大溢出效应

“中国电影的发展跟戏曲没有分开过，两

者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荣广润表示，“正

是戏曲电影，缔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最灿烂的票

房价值。”在电影票价2角钱1张的年代里，由

徐玉兰和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在

1978年至1982年之间收获了惊人的2亿元票

房。“当戏曲经典和电影技术高质量地结合在

一起，受众可以反复地观看，电影同时扩大了

影响力，两者叠加创造出可观的溢出效应。”

在“长三角戏曲电影展”中，观众得以看到

近年来优质的戏曲电影作品。著名昆剧表演

艺术家张继青曾在1986年拍摄过一版昆剧电

影《牡丹亭》，2019年，张继青爱徒单雯因主演

《牡丹亭》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2023年，导演

刘学忠再度把这部舞台精品搬上大银幕，扮演

主角杜丽娘的正是单雯。相比于其他版本，江

苏省昆剧院南昆版 《牡丹亭》 因浓缩而精

彩，由《游园》《惊梦》《寻梦》《写真》《离魂》五

折组成。

戏曲电影中有不少优秀作品都来自越剧，

近年来，上海越剧院不仅对经典越剧老片不断

进行修复，也运用新技术进行新创作，如4K越

剧电影《双飞翼》。《双飞翼》由同名舞台版本的

演出阵容出演，“梅花奖”得主钱惠丽、王志萍

领衔，电影特有的镜头语汇和4K高清电影的拍

摄手法，在烘托李商隐充满诗意与纠结复杂的

内心世界的同时，再现了唐朝景物风貌。越剧

表演艺术家茅威涛在舞台上留下了众多经典

形象，其中就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

伯。此次放映的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脱胎

于2006年版越剧。该剧在保留经典唱段的同

时，对剧情和人物的情感发展线索进行了丰富

与完善。在镜头的加持下，电影放大了茅威涛

的演技，让观众可以近距离、细致地领略她的

表演艺术。

黄梅戏电影历来有许多出圈，如《女驸马》

《天仙配》等等，而《六尺巷》则是近年来涌现的

黄梅戏银幕精品。《六尺巷》取材自六尺巷的历

史故事。清康熙年间，桐城籍宰相张英的家人

与邻居吴家因为宅院墙的位置发生争执，互不

相让。而张英得知此事后，在家书中附诗一

首：“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主动

将自家院墙后撤三尺，而此举感动邻居，亦后

撤三尺，于是就有了“六尺巷”。影片由著名黄

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和黄新德担纲主演，集

合了安徽最强的作曲、美术、摄影等影视创作

阵容。

据了解，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结束后，这6

部戏曲影片还将在江苏、浙江、安徽等长三角

地区开展巡映，并有机会进入圣塞巴斯蒂安国

际电影节的“中国戏曲电影”特别展映单元。

“首届长三角戏曲电影展”昨开幕，学者指出在中国电影史上——

戏曲电影曾缔造最灿烂票房价值

■本报记者 宣晶

总导演郑大圣（右一）给演员们讲戏。 （尚世影业供图）

昆剧电影《牡丹亭》剧照京剧电影《锁麟囊》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