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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手记记记 者

今天上午，2025上海微短剧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

友谊会堂举办。会上公布了2025上海微短剧“繁花”计

划 2.0，将组织创作一批在细分领域具有引领作用和创

新价值的重点微短剧；同时，“拍在上海”上海微短剧摄

制“一站式服务”联盟也正式成立，从朱家角古镇到上海

国际时尚中心，从百乐门到北外滩滨江沿线……都将成

为未来微短剧中的“主角”。

近年来，中国微短剧行业市场规模增长迅猛，上海

的微短剧产业也迎来快速发展。会上，上海市文化和旅

游局发布了《2024—2025上海微短剧发展白皮书》。自

去年6月以来，上海微短剧行业产值平稳上升至70亿元

左右；产量持续增加，出品微短剧近 2000部；供给明显

增长，共上新微短剧约30000部。

同时，上海今年将继续统筹设立约 2000万元的市

级扶持资金，升级推出微短剧“繁花”计划2.0，对质量精

优的入选项目，最高给予 300万元资金扶持；并提供内

容审核、许可证发放、流量扶持、评奖评优、文艺阅评、宣

传推广、算法推荐等一揽子政策扶持。

随后，“拍在上海”上海微短剧摄制“一站式服务”联

盟启动。新成立的联盟将依托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

构的经验及做法，为众多微短剧创作者提供多样、高效

及精良的协拍和推介服务，不仅包括城市地标性的“热

门打卡点”、波澜壮阔的红色文化资源，以及充满生活烟

火的市井风情，同时还囊括专业级影视拍摄基地、现代

化的都市风尚，以及底蕴深厚的历史人文古迹，例如上

海国际短视频中心、上海影视乐园、上海胜强影视基地、

九峰三泖影视基地、上影昊浦智慧产业社区、小马半岛、

星希影视科创基地、纪希片场等专业摄影棚；乍浦路风

貌影视街、北外滩滨江沿线、大宁公园、韩湘水博园、朱

家角古镇、创智天地、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碧海金沙和渔

人码头、亭林镇老街、越界世博园等外景场地；百乐门、

上海环球港、周浦体育中心、宝龙美术馆、上海大世界、

上海扬子饭店、M+幸福里、瑞虹天地等内景场地。

上海拥有众多极具特色的拍摄场景，联盟成立后将

为微短剧创作提供丰富选择。比如位于曹安公路的上

海国际短视频中心（见上图），特意打造了适用于微短剧

拍摄的彩虹数字片场。已搭建完成的1号棚、2号棚内，

卧室、客厅、厨房等各类生活场景，以及办公室、会议室

等工作场景应有尽有，多种装修风格可满足不同剧情需

求。片场里的 LED屏，可以让主人公瞬间“穿越”到世

界各地。园区还在建造一个古装基地，亭台楼阁、古色

古香的古装外景，将为古装微短剧拍摄提供绝佳场地。

古装题材在微短剧市场中约占40%的产量，这样的场地

无疑是“及时雨”。

此外，上海胜强影视基地里也有为拍摄短剧搭建的

文化产业园。基地内以明清及民国时期仿真建筑群为

主，除了江南水乡、皇宫、寺庙、将军府、四合院、城楼等

景之外，还建有四层楼的短剧基地实景棚，包括实景医

院、监狱、审讯室、住宅等特定场景，可满足现代剧集、海

外剧集的场景拍摄需求。此外，园区还打造了专为竖屏

短剧拍摄使用的AI虚拟特效技术棚，棚内三面绿幕可

实时更换画面背景，大幅降低了短剧制作成本，也为科

幻、魔幻题材的拍摄提供了更多可能。

2025上海微短剧大会的举办，无论是“繁花”计划

2.0的推出，还是“拍在上海”联盟的成立，都为上海微短

剧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助力上海在全国乃至全球

微短剧行业中打造精品力作，也让观众对中国微短剧的

未来满怀期待。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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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届上海

之春国际音乐

节推进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春

之琴韵 爱乐之都——上海之春国际提琴文

化周”本周六将在沪启幕。

中外提琴珍品艺术展、国内外优秀制琴

师手工琴展及第 12届中国（上海）优秀提琴

制作师作品展、提琴名家大师沙龙、名琴试奏

会、提琴系列音乐会、提琴制作体验工坊、“经

典梁祝 重回兰心”全民演奏会、弦上辰光·提

琴快闪秀、浦江水上音乐会等 30余场活动，

将为市民呈现一场提琴嘉年华。

名琴荟萃 聆听百年弦音
“中外提琴珍品艺术展”作为上海之春国

际提琴文化周期间最重要的展览之一，将于

3月 28日至 30日在上海音乐学院城市音乐

会客厅举办。这座百年历史建筑将化身“提

琴艺术殿堂”，展出61件提琴珍品，包括49件
提琴作品（含小、中、大以及3组弦乐四重奏）

以及12件琴弓作品。

本次展出的提琴珍品跨越 5个世纪，其

中既有意大利、法国等国际制琴大师的传世

之作，也有现当代中国制琴大师的杰出珍

品。在这些“传世之宝”中，最高龄的当数意

大利制琴大师尼科洛·阿玛提制作于1641年
的小提琴（见右下图），距今已有 384年历

史。近距离观赏就能发现，自然光下，其木质

纹理依旧清晰。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安东尼奥·斯特拉

蒂瓦里分别于 1701年和 1718年制作的小提

琴。斯特拉蒂瓦里早年曾随阿玛提学习，24
岁起开始独立制琴。他制作的每把琴都十

分出色，成为人们收藏的珍品和后人仿造的

范本。

中国制造 赢得国际荣誉
在 61件提琴珍品中，“中国制造”有 16

件。小提琴作为西洋乐器，进入中国的时间

不算长，但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制琴师。

1924年，谭抒真在青岛学琴时，深感拉琴的

人应学会修琴。于是他从国外购买了制作提

琴的参考书、工具和材料，还结识了会做提琴

的美国大提琴家希尔勒，一起研究制琴技术

和方法，终于在 1935年制成第一把小提琴。

这一现存最早的中国人制造的小提琴（见左

下图）也将在展览中亮相。

郑荃是中国最早在国际大赛上获奖的

制琴师之一。1987年，他在意大利巴维诺

首届全国提琴制作比赛中获得金奖。1990
年，他制作的中提琴又在柴可夫斯基比赛中

获得金奖。数十年来，他在各类国际提琴制

作比赛中获奖 20余项，其中包括 4枚金牌。

此外，华天礽、朱明江、徐弗等多位中国制琴

师的作品也将登场，一展中国制琴艺术的高

超水平。 本报记者 朱渊

在“爱乐之都”
与你一见钟“琴”

“上海之春国际提琴文化周”本周六启幕

上海之春国际提琴文化周期间，市民随

时都能和弦音“不期而遇”，从剧场到音乐厅，

再到喧嚣街头，处处感受“上海之春”的艺术

福利。

在71路外滩公交站点，上海爱乐乐团的

演奏家将举办提琴快闪演出，通过“提琴专

线”带领市民感受“流动的城市风景线”。黄

浦江上，“浦江水上音乐厅”主题航班也将于

4月17日傍晚启航，打破传统音乐会的界限，

让提琴与上海这座城市更加紧密结合。

1959年5月，中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首演于兰心大戏院。时隔

66 年，“经典梁祝 重回兰心”全民演奏会特

别邀请了 66 位不同背景、不同年龄层的观

众，登上兰心大戏院的舞台，再度奏响这动人

的旋律，留下独家专属的音乐印记。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

乐。在上音歌剧院、正大广场、张园、环球港

等特色地标商圈，市民将邂逅一场场“提琴快

闪秀”。非专业演奏者与专业艺术家同台，以

跨代际合作演绎经典曲目，奏响“全城乐动、

全民共享”的春日交响。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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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全城乐动 全民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