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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电影之城”，与其说

是这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主题，不如说是过去许多

年上影节，甚至电影本身

与这座光荣之城之间关系

的生动概括。

我们从来就是一座

“电影之城”。上海是中国

电影的发祥地，是中国电

影的摇篮，数以百计的电

影艺术家，像来自四方的

川流，涌入上海，在上海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

接纳各种文化，以自己的

智慧，绽开千姿百态的花

朵。    年，中国动画的

开拓者万氏兄弟选取《西

游记》中“孙悟空三借芭蕉

扇”的精彩段落，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创

作了中国乃至亚洲首部动画长片，借神话寓

言实现特殊的时代表达。该片不仅在中国

放映盛况空前，其影响远播国外，日本漫画

大师手冢治虫正是看了该片而决定从事漫

画创作的。正是基于该片的成功，激发导演

万籁鸣创作了中国动画里程碑之作《大闹天

宫》。令人欣喜的是，刚刚完成的《铁扇公

主》修复版将在本届上影节举行世界首映。

还有一部老电影不得不提，那就是

    年上映的《永不消逝的电波》，    年，

上海歌舞团创排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之后舞剧又被拍摄成“舞剧电影”，将

于本届电影节开幕式当晚进行世界首映。

从电影到舞台，又回归电影，“电波”的故事

在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的上空画出了一道

艺术的螺旋，用持续的生命力，记录下一段

铭刻历史的英雄赞歌。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作为本届

电影节开幕片放映后，将于6月  日正式全

国上映。同时，影片也是本届电影节特别策

划展映单元“城市·光影：庆祝新中国成立  

周年、庆祝上海解放  周年”中的重磅作

品。该单元精选了国产新片和不同时期的

上海题材电影作品，用电影语言展现上海城

市血脉中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乌鸦与麻雀》将以新配沪语版亮相，辛

辣不失活泼的讽刺将带观众重温市民题材

与喜剧风格的自然结合；新中国第一部公映

的国产电影《三毛流浪记》 K修复版将时隔

四年再次与上影节观众见面；记录上海改革

开放初期工人生活的匠心之作《都市里的村

庄》，生动呈现八十年代上海城市景观的《绑

架卡拉扬》，时隔  年的两部沪语电影《横竖

横》（    ）和《爱情神话》（    ），都将为我

们展开真实、鲜活的城市生活画卷。还有大

面积沪语方言使用的《股疯》，港片的癫狂

特质也没能掩盖上海的世俗风情，潘虹在

本片中以方言极大地带动身体表演能量，

贡献了堪称其生涯最佳的银幕演出……

电影，曾经为我们记录和保存了这座

城市鲜活的景观和光荣的变迁。电影，也

将陪伴这座城市走向更加卓越、现代、文明

的未来，将见证上海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

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六
月

赴
一
场
电
影
之
约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第
二
十
六
届
上
海
国
际
电
影
节
明
开
票

□

孙
佳
音

城
市
与
光
影

明天中午12时，第26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将在指定售票平台淘票票
正式开票，网络售票开启1小时后，各
展映影院将开放线下购票。无论是
来自金爵奖主竞赛、亚洲新人、动画
片纪录片和短片等单元的参赛新作，
还是来自“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华
语新风”“霓虹映画”“4K修复”等展映
单元的参展精品，47家影院、近450部
作品、约1600场放映，相信这个6月
的上海，每一个影迷都会收获一份属
于自己的难忘记忆。

华语新作角逐主竞赛
各有风情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征集到来自105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700部电影报名参赛

或参展，其中报名参赛影片超过2000部。

由权威专家和专业团队从中评选出了14

部优秀作品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其中

的4部华语新片尤其值得关注。刚刚从戛

纳载誉归来的导演管虎这次带来了更贴

近现实生活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导

演将目光聚焦在一对男女（黄渤、倪妮饰）

身上，该片超脱了爱情片的范畴，将亲情、

友情，甚至是香港这座富有生命力的城市

融入故事中。《阳光俱乐部》是魏书钧导演

在备受好评的《河边的错误》之后的最新

作品，这部质朴动人的家庭电影由黄晓明

领衔主演，他增重40斤，从体型到灵魂全

身心投入塑造了吴优这个带有强烈隐喻

意味的特殊角色。《刺猬》则延续了导演顾

长卫对生活中每个被卡住了的人的关注，

从《立春》中不得志的王彩玲，到《孔雀》中

的三姊妹，再到《刺猬》中周正（王俊凯

饰）和大姑父王战团（葛优 饰），他们这次

共同诠释了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的恣意

人生。在新片《星星在等我们》中，导演张

大磊把时间放到了当代，再一次用理想主

义的关怀，继续着自己的电影探索。

“亚新”走过二十年
再次出发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金爵奖亚洲新人单

元自2004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 20

年。创办以来，该单元始终致力于从中国

及亚洲各国与地区发掘新人电影导演，扶

持亚洲电影新生力量，扩大亚洲电影的国

际版图，近期热映的口碑作品《年少日记》

《乘船而去》《白日之下》，也均为去年上海

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的入围作品。今

年的上影节，既有全部为世界首映的 11

部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的入围新作，更有

特别策划的“亚新二十年”单元，以过去20

年的优秀获奖作品，纪念这段充满激情和

梦想的电影旅程。曹保平导演是今年亚新

单元的评委会主席，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的老朋友。18年前，他带着《光荣的愤怒》

报名参赛“亚新”，这部电影集结了吴刚、王

砚辉等实力派演员，讲述了走马上任的村

支书叶光荣利用自己的智慧惩治恶霸、为

村民除害的故事。影片对白全部采用云南

方言，大大增加乡野情趣和写实力度，与其

黑色幽默的荒诞手法相映成趣，在阵阵欢

笑中对人性进行了深刻反思，获得当年亚

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田壮壮以及奉俊昊等

评委的赞赏，最终摘得评委会特别奖。

“一带一路”电影周
尽赏风景

2024年，中国与包括拉美伙伴在内的

全球参与国家开启了共建“一带一路”的

第二个“金色十年”。由上海国际电影节

发起成立的“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已拥

有48个国家的55家机构成员，依托联盟

在电影节期间举办的“‘一带一路’电影

周”，今年预计将有超过20个国家的约30

位海外嘉宾来华。“一带一路”电影周已举

办五届，那些电影市场上难得一见的国家

的影片，让我们看见另一种生活，也让我

们找到相通的语言，与远方对话。今年，

又将有18部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影片，

将带我们张开双臂，向前一步，勇敢踏上

“勇气之路”，欣赏未知风景。

《洪水时期的阿芙林》以五年持续跟

拍，真实呈现孟加拉国严重洪涝地区居民

的生活，在虚幻和现实间伸展镜头，记录

勇敢少女阿芙林被迫快速成长的史诗般

旅程。纪录片《幽灵肖像》以巴西历史文

化名城累西腓为背景，带领观众进入一场

穿越时间、声音、建筑和影像的多维之

旅。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黎巴嫩的贝卡谷

地成为了许多叙利亚难民的栖身之地，

《流亡之谷》通过流亡中两姐妹的人生选

择，展现了难民的真实遭遇和身处困境中

的人性光辉。

聚焦中法建交60周年
光影盛会

电影节是各国电影人相聚一堂的盛

会。在巴黎奥运会召开之前，在中法建

交60周年之际，这届上影节，法国电影和

法国电影人特别多。

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主席是法国

导演陈英雄，除了带来个人的代表作品展

映，他还将在“大师班”分享创作经历；在

“向大师致敬单元”组委会特设了玛格丽

特 ·杜拉斯代表作品单元，致敬其从文学

到电影的大师之路；在电影市场，将有来

自法国的影视机构和发行商参与买家沙

龙、推介法国影视政策等，在上海与来自

全球的产业各方交流交易。

此外，上影节不仅将与上影集团联合

举办“中法电影之夜”，还将在总台主办的

“中国影视之夜”启动法国电影周，约50

部法国电影将在本届电影节期间与影迷

见面。

将在本届电影节上映的《康熙与路易

十四》是为庆祝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

而作，分别在中法两国实地取景，并由

中法导演共同执导。这部“中法故事，国

际表达”的影片讲述三百多年前，法国国

王路易十四派遣六名“国王的数学家”

前往中国，中国清朝皇帝康熙以海纳

百川的胸襟与路易十四展开积极互动，

开启影响深远的中法科技、商贸和思想文

化交流。

另外，上影节于2019年正式增设“戛

纳零时差”展映单元，邀请多部当年在戛

纳电影节参赛或展映的最新影片进行放

映，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此后，“戛纳零时

差”便成为每年影迷最为翘首以盼的展映

单元之一。今年的“戛纳零时差”单元在

组委会的不懈努力下，数量达到历史之

最，相信一定能让影迷尝够鲜、过足瘾。

本报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