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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影片入围金爵奖各单元大奖

从1993年，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167部影片报名参赛，竞逐
金爵奖杯；到2023年，五大类别竞赛单元，共收到128个国家和地
区近8800部作品。
从第一届8个分会场共放映574场电影，观众近30万人次；到

第25届，41家电影院经过甄选成为指定展映影院，覆盖上海16个
区，开票一小时就卖出超过30万张影票。
光影三十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三十载春华秋实，在时代浪潮的

前沿不断前行，是名导明星，是后辈新锐，举起一座座金爵奖杯；更
是他们，是我们，是每一个普通的爱电影的人，为这

座城市擦亮文化的金字招牌。

“第一届上影节，就是普通的电影
票；第二届，各家展映影院的票上加了
‘上海第二届国际电影节’的繁体字；从
1999年第四届开始，我们和电影节合
作，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专门电影
票。”72岁的张志明（左下图）干了28年
印刷厂厂长（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也
给上影节印了20多年影票。张厂长也
曾担心随着电子票的普及，电影节的这
笔印票业务消失，“但是并没有，我们从
第四届的二十几万张票，印到现在，翻
番不止。爱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爱收
藏票根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如今观众习以为常的电脑打印电

影票，第一次现身，是在2006年的第九
届上影节。当时市场上一些门票开始
使用热敏打印技术，电影节也马上采
用，“印刷厂只印带电影节标志和背面
广告的空白底版，是热敏纸，然后发到
各家展映影院，各家影院再
通过电脑打印观众想要的
座位。这种技术发展得越
来越完善，至今还在用。”

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
一张张，一摞摞电影票，其实大有讲
究。张厂长介绍说：“现在普通电影票
是80?85mm大小，用的80克纸，而电影
节票是80?200mm，一开始用237克的
纸，和淘票票合作后，换成了140克的
纸，方便自助取票机出票子。”他特别友
情提示，影迷如果想要收藏更厚的电影
节票，还可以选择去柜台打印，柜台依
旧沿用200克纸，“很有质感”。
观众不知道的是，电影节的门票不

仅好看，还有防伪功能。“除了底版上能
看到的水印防伪，主票面和副券之间还
有金爵的专用防伪，用无色荧光笔照就
能显示出金爵标志，此外还有一重激光
防伪，不过这个保密。”他说，票面上的
上海市电影局监制图章甚至都有防伪，
“看起来很普通，但用特殊笔一照就能
语音播报‘真的’。”

如今印在电影票上、印在大小海
报上，烙印在6月上海街头巷尾的“金
爵奖杯”，其实前后有过五代。这个大
家熟悉的上影节标志和金爵奖杯，第
一次使用是2015年，它们的设计者是
来自中国香港的韩秉华（右上图），曾
参与香港特区区旗、区徽评审、修改设
计和定稿。韩秉华经历了上海国际电
影节的诞生，也为2015年第18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和第21届上海电视节设计
了主海报，他还对上影节的标志和金
爵奖杯，进行了优化设计。
之所以是优化而不是重新设计，

是因为韩秉华也高度认可金爵的创
意。金爵，自创办以来始终是上海国

际电影节的核心元素。爵是
中国特有的饮

酒器，商朝已有，历史悠久。30年来，
“金爵”一次次盛起电影的美酒，欢迎
四海宾朋。“进行优化，不能改得过多，
要保留‘金爵杯’概念的精髓，所以难
度也比较大。”韩秉华说，上影节的标
志，整体是印章造型，“原先标志里的
文字很难看清楚，印章边缘的英文和
中文，我把它重新排列后，视觉上能更
清晰一些；中间的图案是爵杯造型，是
以明代至尊爵杯为基础进行的优化，
处理后再放回标志中去。”

对金爵奖杯的优化，同样基于这
样的理念。“顶部的明代至尊爵杯使用
现代手法进行简化，基座则采用晶石
概念，造型取自五行中的土生金，寓意
电影艺术是经过反复雕刻的心血结
晶，饱含电影人的智慧、创新与热情。”

小小影票记录变迁

奖杯优化大有讲究

早上10时，坐在上海影城对面的

咖啡厅等10时半的首场电影开演前，

先点一杯名为“电影节”的果汁和一

个可颂做早餐，想起发明电影的法国

卢米埃尔（Lumi?re）兄弟，100多年前
他们的短片《火车进站》《工厂的大

门》等震撼了世界。今天下午，“一带

一路”电影周启幕，正值“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10周年。“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电影人，带着精品佳作回归到世界

A类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法语Lumi?re的本义，就是光。光
及其产生的影，已经成为电影的代名

词。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晚开

幕，但白天起就开始了遍布全市的电影

放映。影迷追光而起，向光而行，看得

到光但无法白天看电影的上班族，则在

期待夜晚影院里透出的光……

光，也是思想的光辉，真理般的

智慧——在文明互鉴中映照出大家

与小家，乃至国家的智慧。在电影节

片单里，荟萃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文明

和文化，也折射出千百年来人类智慧

的结晶。中国香港著名电影编剧、戏

剧导演林奕华的人生经历，颇像是意

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里的小孩，其

人生阅历与智慧，来自无休无止地沉

浸在影院之中……无数影迷对电影

的沉迷，不仅仅是被光影感召，也是

被思想、知识与智慧感召。

这个法语单词还有“才智出众的

人”之意。电影人、艺术家，是高感性

与高理性兼具的一群才智出众的

人。他们对艺术与技术的发展最为

敏锐，AI技术发展的未来，早就在

1984年的科幻片《终结者》中展现，希

望我们不会发展成1995年问世的《未

来水世界》或者今年11月会上映的

《沙丘2》……电影，已成为从科幻到科

技的预言和寓言。观众中，也颇有一

大批才智出众的人。例如，几十年如

一日手工排定全程电影节影片的老

王；为电影节印刷了20多年电影票的

老张；优化了金爵奖奖杯的韩秉华；还

有葛亮等一大批电影节志愿者……他

们的名字多半不会出现在电影片尾的

演职员表名单里，但是会出现在我们

撷取点点星光的报道文字之中。

我们一起向光而行，追寻思想的

光辉，成为才智出众的人。这就是上

海国际电影节举办之际，带给这座城

市和这座城市的人的赋能。

向光而行 □ 朱 光

来自中国香港的设计大师韩秉华

说，于他而言，“能亲历上海近40年来

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分享城市发展的果

实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头发花白的张厂长说，当年的东亚

运动会、八运会、A1赛车、世游赛以及从

甲A到中超的足球赛，这些体育赛事票

都是他做的，“文化方面像电影节、艺术

节、博物馆以及各种演唱会等，也同样是

我们印的票。我们厂虽然不大，却是上

海文体事业繁荣的一个见证。”

志愿者葛亮说，每一个部门的志愿

者都如同大型机器的小小螺丝钉，少一

颗螺丝钉机器都无法正常运转，“志愿

者队伍也是电影节精神面貌的一部

分”，我想他们也是上海城市精神面貌

的一部分。

还有，一届不落收藏下上影节剪报

和票根的资深影迷梅海星，老爷子这一

届又抢了十七八场的电影票，从开幕

片，到金爵主竞赛，再到金爵短片，他都

不肯错过，“上海影城见”。

还有因为上影节，因为一场普通的

观影，与邻座男影迷相识、相知、相恋，今

天回嘉兴领证结婚的90后影迷葛亚

洁。6月18日，相识的纪念日他们将回

到大光明电影院，看一场《咫尺天涯》，以

作纪念。对所有祝福他们的影迷，葛亚

洁说：“谢谢大家。我们，上影节见”。

孙佳音

经过韩秉华优化设计后的
上影节标志和金爵奖杯，一直沿
用至今。托起这一座座奖杯的，
不仅仅是执着、进取、专注的电
影人，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
——志愿者。

2005年，从东华大学外语
学院毕业留校的葛亮成为电影
节志愿者，负责电影节特邀VIP
嘉宾和论坛嘉宾的接待工作，也
在电视节期间进驻浦东机场，确
保外宾在出关以后马上能看到
两节的接待工作区域。在还没
有智能手机的年代，嘉宾航班的
早晚、来往的邮件、变更的行程，
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都要求志
愿者在最短时间作出应变，“拼
的就是速度”。不过葛亮说，接
到嘉宾后，真正的挑战才开始，
“比如等车时‘调节气氛’，向嘉
宾介绍未来几天行程，介绍上海
风土人情和特色小吃，协助安排

他们额外的观光需求。”
18年来，从外宾接待、明星

接待到志愿者统筹，再到中宾接
待和参赛短片嘉宾接待，葛亮始
终坚守在志愿者的岗位上，从未
缺席。葛亮最初参与电影节志
愿者工作时，志愿者大概100来
人，如今已经翻了好几番，机场
组、注册中心、来宾接待、市场引
导、字幕操作、字幕翻译校对、新
闻发布会、观众见面会、开闭幕
式等每个环节都有一群默默无
闻的幕后“小蜜蜂”在勤劳耕作，
“我对电影节有很深的感情，一
步步看着志愿者队伍成长、丰满
起来。只要电影节有需要，我就
会回到熟悉的工作岗位，和来自
四面八方的志愿者们一起努力，
为电影节顺利圆满进行贡献自
己的一份光和热。”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无名英雄闪闪发光

光影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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