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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路322号FILM电影时光书

店，昨日举行导演徐浩峰（见左图）电
影评论集《光幻中的论语——十七年

电影的导演逻辑》的新书推荐会。该

书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

后十七年的红色电影展开

解读和评说，如我们所熟

悉的电影作品《革命家庭》

《烈火中永生》等等，对电

影中呈现的社会样貌、民

间秩序、生活伦理进行文

化及美学意义上的认知和

阐释。现场，作家毛尖，导

演郑大圣，围棋职业九段、

围棋教育家江铸久与徐浩

峰一起从传统武术谈起，谈到了论语、

孔子、围棋、美学、哲学……足以见得，

电影是一项综合艺术。

在徐浩峰最新在上海电影节上映

的电影作品《门前宝地》中，江铸久扮演

了一位颇有神秘色彩的天津武术界元

老“四爷”，他说自己特别“迷”徐浩峰，

“我小时候是看着徐浩峰书中所写的这

些电影长大的。他能从中解读出中国

人的温情和礼节，这部分特别可贵。”

导演郑大圣认为徐浩峰的书聚焦

的“十七年电影”，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

辉煌期，创造了从未有过的类型电影。

而徐浩峰松弛的写作方式虚拟了一个

课堂，他虚拟的听众是现代的读者。

徐浩峰采访、关注的人群都是

自己的祖辈，现代的年轻人可能不

相信他们的行事、思维方式和言谈举

止。“我保留了传统故事，一些生动好

看的例子。比如，电影《刘巧儿》让我

们看到了合情合理、不徇私地处理事

情的干部的形象。就像我在我的书

里说的，如鱼在水中，感觉不到水，鱼

可能觉得是在飞。人在传统里，感觉

不到传统。”

毛尖提出：“徐浩峰天涯比邻的

能力特别强，让人看着书觉得一下子

光明起来，他和全世界所有美学都有

关联。关联好莱坞，存在主义，雷诺

阿……我们通过徐皓峰的眼睛看到了

不同的人情世故，给了我们‘十七年’的

眼光，也给了我们看‘论语’的眼光。”

徐浩峰能把“十七年电影”与长镜

头理论相联，“《革命家庭》拍摄于

1961年，正是法国新浪潮的鼎盛期，

而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在四五十年代提

出。水华的长镜头到底是他自己的发

明，跟巴赞英雄所见略同，还是说，在

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一直看新浪

潮电影？这是个疑问”。

江铸久认为，一个学电影的学生

“要是对教科书不满足，希望有更富营

养价值的观点。就可以看徐浩峰的这

本书作为补充。”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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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一带一路”电影周闭幕式开
始时间是傍晚6时  分，但外国嘉宾都来
得特别早。他们早早地赶到仪式举办地
浦东美术馆，不仅是为了一瞰外滩建筑群
及陆家嘴金融区，在美术馆那知名的露台
等夕阳拍合影，更是为了来欣赏著名华人
摄影师刘香成的作品回顾展“镜头 · 时代 ·

人”。这位  岁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
昨天也来到了现场，亲自导览，讲述一张
张照片背后动人的时代故事。

半圆形包围着刘香成“听讲”的中外
影人，几乎要把展厅里尺幅巨大的照片都
挡掉大半。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年是第一
次来到中国，一些人虽然参加过上影节，
但对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并不足够了
解。跟随着刘香成讲解的脚步，也跟随着
这些跨越半个世纪的照片，他们脸上的表
情有好奇，有惊讶，有感慨，有赞叹。

这场导览，让人不由地想起来这届
“一带一路”电影周影展的主题——对
话。对话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交流，更是一
种思想的碰撞与心灵的互动。如果说刘
香成的导览，是用静态影像向外国影人展
现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那么“一带一
路”电影周就是用电影这种动态的影像，
跨越国界和文化背景在展开对话。

因为积极的对话，五天来大家收获满
满，五年来我们硕果累累。其实，与五年
前发起“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创办“一
带一路”电影周时一样，我们怀抱的心愿
是——盼望随着“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
的不断壮大，不断规范，电影人之间的交
流能更加频繁，合作能更加深入，对话能
更加真切。

对 话
□ 孙佳音

从电影到 ，徐浩峰想说的是什么？

“一带一路”电影周闭幕仪式昨日

在浦东美术馆举行，“媒体关注电影

人”“媒体关注影片”“最受观众喜爱影

片”等多项荣誉揭晓。短短五天，展映

交流、签约落户、圆桌论坛、发布报告、

城市漫步……联盟成员代表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影人再度相聚上

海，重启“零距离”对话，碰撞出友谊与

艺术的火花。

多元文化
6月10日，“一带一路”电影周于

浦东揭幕，随着开幕影片《雪云》在陆

家嘴中心百丽宫影城展映，20部来自

中国、智利、印尼、意大利、以色列等

国的最新佳作与上影节观众陆续见

面。今年的电影周片单中，包括：曾凭

借作品《过去，如今和之后》成为近十

年来首个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的印尼导演卡米拉 ·安迪妮执导的第

三部长片《尤妮的婚途》，讲述了在遵

循社会期待与追求个人梦想之间少女

成长的故事；少见的伊拉克影片《巴格

达梅西》，讲述了一个11岁男孩的足

球梦想；希腊影片《黑色石头》也很有

嚼头，多元文化冲击下的希腊本土社

区里，有些人固守文化身份，有些人则

过着双重生活；曾入围2021年洛迦诺

国际电影节当代影人单元的智利影片

《少年梦醒》，根据一系列真实事件启

发而创作，纪录片式的朴素描写，青少

年演员真挚而不加粉饰的表演，令人

印象深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广播

电视学系主任唐俊结合数据分析说：

“电影周非常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商业大片主导下市场机制的不足，

构建了突破狭隘文化圈层的窗口。”

情感共鸣
“一带一路”电影周启动当天，16

家重点影视文创企业签约落户上海国

际旅游度假区；12家度假区重点影视

文创项目签约。两天后的“一带一路：

电影文化圆桌论坛”，更是有超过12

位中外嘉宾轮番发言，真知灼见，你来

我去，求真务实。

关于“如何将本土故事进行国际

化表达”这一充满实战价值的议题，数

位电影导演分享经验。曾凭借犯罪悬

疑片《误杀》技惊四座的马来西亚导演

柯汶利，长期专注于拍摄悬疑、惊悚、

犯罪等题材的类型片，他认为这是大

部分国家观众比较容易接受的类型，

“对于跨文化的观众来说，通过让他们

容易接受的电影表现方式告诉他们，

这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

话，观众可能更容易去阅读你的电

影。”从“一带一路”电影周走向院线的

《第一次的别离》取得了相当不俗票

房，导演王丽娜则坦言：“我期待那些

人的真实个体经验，以及具有人类共

通性的经验跟我相遇。”今年“一带一

路”电影周开幕影片《雪云》曾入围第

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奇遇单元，导演

邬浪说，关于国际传播他更看重心灵

的感受：“我会花大量时间去研究如何

呈现刺痛你和温暖你的感觉，通过讲

故事的方式去讲述这种感觉。”

更多交流
尽管，自2018年创办以来，“一带

一路”电影节联盟在五年时间里建立

了信息共享机制、影片影人互荐机

制，从首批29个国家31个电影机构

发展至今，已有48个国家、55个机

构。卢布尔雅那国际电影节艺术总

监西蒙 ·波佩克说自己在上海交了很

多朋友，开罗国际电影节总监阿米尔 ·

拉美西斯欣喜地分享，此行已为明年

的开罗国际电影节“确定好了30%的

评委会成员”。

与此同时，当短视频的时代来临，

当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增加，联盟成

员同样关心电影节的生存与可持续性

发展。地拉那国际电影节创始人兼总

监阿格隆 ·多米发出了真诚的声音：

“未来这个联盟的影响力不仅仅看成

员数量，还要看我们的项目质量。”西

蒙 ·波佩克也说：“比较现实的一步，是

不是可以在联盟中先成立一个理事

会，有几个重要成员先加入。这是一

艘大船，我们需要船长帮我们去导

航。”

波佩克的建议已经纳入上影节的

议事日程。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

何文权说，未来联盟将规范管理办法，

“同时在目标相对一致的机构内形成

一个合作项目，这可以先行启动”。今

年上影节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达成的战略合作，就是迈出了关键

性的第一步，未来将在“一带一路”电

影节联盟成员相关电影的拍摄发行、

人才培养、内容孵化等领域提供助力。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一带一路”电影周
这五年

展映91部作品

来自46个国家

集聚95位导演

其中女性导演23位

独立制作影片49部

海外合拍40部

中外合拍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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