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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冠疫情对影视行业的冲击有目共睹。

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超过 70%的师资来自国际影视与游戏行业，财务独立
核算，课程全实操，没有寒暑假，原计划 2月 3日开学。 比开发新的线上课程更困
难的还有解决资金问题，理想面前，“生存是最重要的”。

2020年 9月 3日，经历了减薪裁员之后的上海温影终于开学了，草坪上一百
多张笑脸尤为灿烂；11月，特聘教授，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如约而至，上
海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探索”特训营开营……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推进，一切
都?慢慢复苏。

活下来的“温影人”回首来时的路，“因为梦想?，我们不会放弃”。

1老校长睿智看准方向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龚思怡是最早参与造梦的温影人

之一。1995年，她上大留校工作后
不久，那时，颇有前瞻视野的老校

长钱伟长院士就提出要在学校里
开办电影科系的大学，这在上海，

算是比较早的。她还清楚记得老校

长开会和大家商定学院名字的情
形，“让我们看看，取了中文名之

后，艺术和技术两个词摆在一起，
英文名到底怎么翻。”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那时候的龚思怡对老院长起的这个
名字的含义还有些懵懵懂懂，“后来

越来越觉得，我们的老校长非常有
先见之明。虽然我们现在也还没有

完全做到把艺术和技术真正地融合
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校长至少 20多

年前，就看准了一个方向。”
七年前，一组数据让上海文化

人、电影人、教育人都汗颜，“当时

上海电影产业的生产总值，还不到
全国 5%。上海要发展、重振电影

产业，以电影产业带动文化产业，
太迫切了。

“重振电影产业，要有一个突
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后期制作。

但是我们一没技术，二没人才，那

么培养人才就是下一个突破口。
2014年，上大有了合作办学的意

向，当时的文广局领导向校方推荐
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电影学院。”

龚思怡是在 2015年作为上海
大学党委常委兼任上海温哥华电

影学院院长一职的，在她和同事们
的努力下，这所年轻的电影学院，

产教融合、学以致用，六年来，550
名毕业生 75%进入一线影视创制

行业，在校学生和毕业两年内的校

友在国内外获奖总计 160次，这让
她和上大两所电影学院的老师们

很骄傲。

2来自加拿大的支持电话
然而，世间万事不会一直顺风

顺水，2020 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让这所年轻的学校成了
“重灾区”，甚至一度到了揭不开锅

的地步。远在大洋彼岸的合作方，
温哥华电影学院的创始人詹姆斯

校长也坐不住了。这位 70多岁的

老人家多次打来了电话，远程关
注，了解学校状况，并提供全力支

持……“温影就像我的小儿子，我
怎么能放心得下。”老人说。

这所创建于 1987年，位于北
美第三大电影中心温哥华，办学二

三十年已入围世界顶尖电影学院；
它产业导向、学生导向，一年六学

期高强度实训课程……“六年前，
有很多国家的城市联系过我，希望

我们能合作办学，但上海作为世界
上最令人兴奋的城市，一直是我的

首选……当时我们有几个选择，上
海大学其实并不是我们的首选，但

是到了上海，看到了上大的方案，
我心动了”，这位充满艺术家气质

的儒雅绅士，在学院办学的影像记
录里，这样回忆道。那是一本比砖

头还要厚的“可行性报告”，有一个
让人眼前一亮的漂亮的封面，当

时，创办者们把环上大国际影视产
业生态圈定义为“海莱坞”。

“我们到访上海第二天，上海
大学的筹备团队和闸北区的负责

人带我到宝华集团顶楼，在那个大

大的落地玻璃面前，正对着大宁灵
石公园的人工湖，林龙斌先生（时

任原闸北区副区长）跟我们说，‘你

来了这里以后，左手是上大校园，右

手是多媒体谷……’第二天听完上
大校内所有相关专业的资源介绍，

我心里基本确定，就是这里了，这是
我想要的校园所在地，有适合电影

学院与产业密切合作的环境，也有
奔着共同办学理想努力的人。”

让詹姆斯校长念念不忘的还

有“上海速度”。第三天，上大与温哥
华电影学院三页的意向书商定好

了，当天晚上 6点，市政府的会议
室，在翁铁慧和宗明市长的见证下，

双方校长草签了意向书。2014年 6

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学院正式

宣布成立，2014年 9月 29日，上海
温哥华电影学院盛大开学。

在龚思怡的记忆中，“6月 28

日我们草签了备忘录，7月双方就

开始远程对接合作协议书，9月中
旬，我带了六个人，到温哥华，跟加

拿大人隔桌开会工作了五天，将协
议落到每一个细节，校长过来，直

接签约。”商定了品牌费等等细节
之后，项目上报教育部，“我们同步

开始改造延长路的教学楼，四个月
时间全部改造好。”政府发起，上大

主办，教委和区里大力支持之下，
一件事就成了。

借鉴北美电影教育模式，把
文化娱乐产业的工业规范和流程

标准带到中国后，温影很快就把
人才培养的环节一一打通，将电

影教育的体系摸索、成型、确定。

从设备、场地到师资队伍，到教学
模式，都在探索中走出了适合中

国本土电影产业发展的新路子。詹
姆斯将自己的干将交给了“操盘

手”龚思怡和她年
轻的团队，“温影的

创办，撬动了静安
区环上大国际影视

产业生态圈的兴
建，也助推了上海

电影产业的布局和
发展，2018年的静

安出品占据了上海
出品的半壁江山。
我们很自豪。”

3办实事的贾院长
贾樟柯是在 2016 年应上海大

学之邀，出任温影院长的。自从他走

马上任，学院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
轨道。回忆起四年前“拿下”贾樟柯，

龚思怡笑了：“其实不叫‘拿下’，是
我们一拍即合。一方面对我们来说，

贾樟柯几乎是唯一的理想人选，他

对中国社会有足够的理解，又在国
际影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我们相

信他能把两种文化和不同的教育理
念结合好。另一方面，贾樟柯导演自

己对电影教育也怀有憧憬和期待，
他又很知道产业的痛点，想要为中

国电影产业培养更多好用的‘技术
工人’。”于是，只是一次陪同参观，

两个小时的畅谈，贾樟柯便有了主
意，“他还问我，‘你觉得我真的可以

为你们做什么吗？’”
这些年，“贾院长”为温影做了

很多实事。他建议学院增设电影史

的课程，要求学生课余时间多看点
映，多做分析；他要求各专业教师结

合自己的专业特点开设电影赏析讲
座并常态化；他把自己在北京电影

学院学习时候的心得与西方教育相
结合；他在平遥电影节开设“平遥一

角”专题，作为各大影视院校的开放

日，进行学生作品的展映，温影学生
作品从未缺席；他在疫情期间主动

给学生们上网课，每节三小时，一连
上三天，网课参与人数和效果达到

上海大学网课巅峰；他创造机会，带
优秀学生参与自己导演影片的拍

摄；他关注在校生教学，也强调毕业
校友的个人发展……

今年 2月 1日，贾院长主动打

来电话，关心学院受到哪些影响，以
及师资和课程如何安排；尤其嘱咐

学校的老师们“沉着应对”。4月 14

日，如同学院的“定海神针”，贾院长

亲自上网课了。按计划，院长将连着
上三堂网课，每次三小时，三堂课的

主题分别是他的三部代表作的创作

分享———《小武》《三峡好人》《江湖儿
女》。在上海大学的网课平台上，对上

海大学内部开放。第一课，开始不多
一会儿，500人的席位就满了。

6月份，贾院长来到学院和校方

一起举办了线上的“新生见面会”，同
期拜会上大领导进行沟通和共商。

9月，开学典礼上，贾樟柯寄语
新生：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宣布“我

们开学了”。

4后疫情时代的思考
走在温影大楼里，不仅能碰到讨

论作品的在校生，还时不时有校友出

没，他们热情地跟老师们打招呼：“我
回来看看，温影，对我们来说，不仅仅

只是个学校……”表演系 03?毕业
生张耒，刚刚在 2020两岸青年影展

获得最佳女主角，她开心地说：“温影

给我的感觉是，轻松自由又专业的地
方，在这里所有的元素都跟电影有

关，我离电影的距离很近”。
截至 2020年 10月，温影 550余

名毕业生，有 75%进入一线影视创
制行业，校友参与的院线电影国内市

场票房总计 458亿。这个数据令人惊
讶却又惊艳，其实温影的学生近两年

来频频发力，硕果累累———有人获得
了 2019年金鸡创投大会三项大奖；

有人入围了中国导演协会青年导演
扶持计划“青葱计划”前五强；有人摘

得了 2020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
奖、第 14届 FIRST青年电影展的创

投年度电影计划等。
办学六年，筚路蓝缕。有收获，也

还有不少困难和一些思考。
首先是招生依旧不易。“中国社

会，家长和学生对于文凭的依赖重于
能力，高收费、高质量的高端影视职业

教育在中国的普及仍有很大挑战。我
们至今仍然在‘大海捞针’。”龚思怡

说，温影要能够自我运转，才能够造血
输血，才称得上真正走向成功。

其次是中外“碰撞”。对联合办学

很有经验的龚校长说，体制和观念的
碰撞，在所有的中外办学中都存在，

“实际办学中，要原汁原味引进，也要
跟本地的需求相结合。比如教学语

言，是不是全部要用英语；比如中国
的影视工业体系尚未形成，工业化体

系成熟和国际标准的影视教育都需
要长时间的培养。”

再者是疫情的冲击。宏观上看，
影视行业发展受阻，对影视教育，也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微观上，
新冠疫情给国际办学带来了极大的

现实困难，“我们目前 200个学生，40
个老师，六成半多是外教，疫情停课

八个月，令学院教学秩序失衡，而且
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温影执行

院长蒋为民补充道。不过，疫情防控
已经常态化了，温影的办学和教学也

都已经恢复了，对于成才和成功的目
标更不会动摇，“电影产业的发展，离

不开技术的创新，离不开各类电影人
才的努力，也就离不开为市场提供人

才的电影教育。我们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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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受学生爱戴的贾院长

■ 开办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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