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周周有影展”到“电影之城”的上海日常影展生态观察
侬今朝看啥电影

◆ 卜 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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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性与电影化双轮驱动的守正创新

◆ 尹 鸿

——评滕俊杰的新戏曲电影

上海国际电影节周五开幕，而
由上海艺术电影联盟主办的“比利
时电影展”才刚落幕，最后一部
《1960年代末一个布鲁塞尔少女的
肖像》特意选择在电影大师香特
尔·阿克曼的生日放映作为致敬，
照例是一票难求。
当邻居问起：“今朝侬去看啥电

影”时——在上海的影迷自有一种
幸福感，高频次的日常主题影展已
远不只是市场的助推器，更是推开
世界之窗的把手，亦是城市文化格
局升维的密钥。
作为资深电影爱好者，笔者数

了一下，今年伊始，上海已举办了2
月的丹麦电影大师展；3月的意大

利新锐导演展、赛车
电影展和珍宝戏曲
片展；4月则是百丽
宫法国电影展、日本
电影导演三宅唱回

顾展，以及德菲因·塞利格逝世35
周年回顾展；5月有香港经典修复
展、海派经典电影展、班夫户外电影
展……一直到本月的比利时电影
展，这还不包括院线上映和一年一
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看电影已然
成为上海重要的文化生态。
上海艺术电影联盟的资深策展

人、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顾问徐鸢
总结道：早在2020年，上海电影局
就提出打造“全国首个周周有影展
的城市”，即全年52周，周周有种类
丰富的海外展、专题展和大师展。
尤其在当年8月俄罗斯大师回顾展
后，上海电影管理和决策单位通过
统筹资源、联动院线与策展机构，成

功盘活规划。到了2024年，“电影
之城”口号的正式提出，标志着策展
从“数量覆盖”转向“质量深耕”，
2024年更迎来日常影展生态的规
律化与蓬勃化发展——全年超30
个主题影展覆盖12个月，实现“无
空档期”的承诺。
这些日常影展实现了主题多元

化与地域文化交融。譬如2024年3
月的“芳华再续：张国荣梅艳芳香港
电影回顾展”，以经典4K修复和明
星IP号召力收获影迷热捧。而仅
这两年，“土耳其电影周”“泰国都市
电影周”“澳大利亚户外电影周”“法
国电影周”“中影荷兰电影周”等，形
成几乎“每月一国（地）”的文化拼
图。影展中亦不乏跨界融合尝试，
如2024年6月“创造中的她”影展与
上海外滩源艺术展览联动，由法国
电影资料馆策划，将电影史与女性
主题结合，拓展影展内涵。
专业化运营为这些日常影展奠

定了内容基础。去年5月在大光明
影院举办的“墨西哥电影大师展”，
作为上海艺术电影联盟自2023年
10月后重启的“大师展”项目，片单
中既有知名度高的作品，也有亚洲
首映的修复作品，故此获得了观众
的热烈回应，验证了策展的专业性。
而定向放映策略则锁定了垂直

受众，如班夫山地电影节更名“澳大
利亚户外电影周”后，针对户外运动
群体精准投放于大光明千人厅；同
期“肯道尔探险山地电影展”在两家
百丽宫影城，放映两部纪录长片和
六套根据不同主题组合的短片集，
上座率同样突破八成。
上海的日常影展更时有现象级

破圈。2024年9月的“是枝裕和回
顾展”，起先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
奖主竞赛单元评委马可·穆勒邀请
是枝裕和导演来参加上海大学上海
电影学院活动而衍生的影展。这也
是2024年度上海日常影展放映中最
轰动的，没有之一——凭借是枝裕
和导演的知名度，轻松拿下当年度
影展的票房冠军。导演本人在台风
过境日依旧守约亲临天山电影院-
虹桥艺术中心旗舰店现场与观众映
后谈，且在活动结束后，为仍不愿离
开的观众一一签名到深夜……多个
感动瞬间，通过社交媒体达成了破
圈级的传播力度，形成“文化盛
事”。此外，2024年10月起，上海国
际电影节推出“SIFFSCREENING”
系列影展品牌，首弹“德国电影大
师展”，虽票房未完全达预期，但衍
生品销售数据为后续运营提供了
新的思路。
历经近5年，上海日常影展生态

已升级至从“放电影”到“建场景”。
影院的空间重构为城市的文化客
厅。天山电影院-虹桥艺术中心旗舰
店、上海影城SHO等依托巨幕厅打造
沉浸式观影；大光明电影院以历史建
筑赋能“非遗戏曲电影展”等传统主
题；百丽宫影城则建立高端艺术影迷
社群，形成差异化定位。

从大众到圈层，观影受众从最
广谱的核心影迷，到垂直群体，包括
户外爱好者、戏剧观众等形成稳定
复购。再以“CCG动画嘉年华”等
影展，通过跨界吸引泛文化人群。

上海日常影展的繁荣，本质上
是由政府、机构、院线组成的铁三
角，实行平台化协作机制，与广大的
市民影迷共筑“电影之城”的可持续
发展。当抢票成为习惯，上海观众
的鉴赏力、眼界和文化底气也正源
于影展织就的共生生态——电影是
丈量世界的尺，银幕铺展出比黄浦
江更辽阔的远方，这便是城，亦是人
之幸。

有人将滕俊杰导演的这批戏曲
电影称为“新京剧电影”或者“新戏
曲电影”，他对新的电影技术的电影
媒介运用会让传统戏曲产生“新”的
审美信息，构成所谓的新戏曲电影，
完成从“舞台纪录片”向“电影艺术
片”的转型。

戏曲为本 电影为用
在中国电影银幕上，滕俊杰导演

和他的戏曲电影是一道独特风景，而
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大背景下，更是一个重要
成就。借中国新时代戏曲电影研究
暨滕俊杰戏曲电影研讨会举行之际，
回顾自2012年始，滕俊杰执导的戏
曲电影《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
信》《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捉放
曹》《锁麟囊》《敦煌女儿》《邯郸记》等
8部，包括京剧、昆曲、沪剧等多种剧
目，多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
曲片奖或提名，并作为中国电影的特
殊形态走向世界，借助电影的光影载
体，向世界传播源远流长的中国五彩
斑斓的戏曲文化。
戏曲与电影的“双向奔赴”早在

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初，从谭
鑫培主演的无声影片《定军山》就已
起步。此后，中国戏曲电影一直绵
绵不绝，《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
台》《红楼梦》《杨门女将》《十五贯》
等都曾经风靡一时。有人将滕俊杰
导演的这批戏曲电影称为“新京剧
电影”或者“新戏曲电影”，其中三个

关键词，正好概括了这些作品的特
点。首先它在题材上是戏曲，其次
在媒介上是电影，如果说“媒介即信
息”的话，滕俊杰对新的电影技术的
电影媒介运用必然会让传统戏曲产
生“新”的审美信息，构成所谓的新
戏曲电影，完成从“舞台纪录片”向
“电影艺术片”的转型。

如何处理好戏曲与电影的关
系，是新戏曲电影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的关键。戏曲电影，首先要“戏曲
为本，电影为用”，尊重戏曲本身的
“经典性”。《霸王别姬》《曹操与杨
修》《捉放曹》《锁麟囊》《邯郸记》，所
有这些戏曲的故事原型，可以说都
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流传，悲欢离
合、兴观群怨，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成
为中华文化的“民族记忆”和“文化
原型”。滕俊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
发现、保留、放大这些文化的经典价
值，尚长荣、史依弘、言兴朋、陈少
云、关栋天、王珮瑜、张火丁、计镇
华、梁谷音、茅善玉等名角担任主
演，对原剧重要的场景、台词、唱腔
等都最大限度地保持其语言文字旋
律本身的韵味和魅力，在虚拟化、程
式化表演中努力做到追根溯源、原
汁原味、传承守正。“戏曲为本、电影
为用”的创作指导思想，贯穿在其对
京剧和戏曲文化的尊重、还原和坚
守之上，许多经典情景和唱段都得
到了再现和放大，体现了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尚长荣等戏曲
大家对这一点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东方故事 东方视野
同时，电影视听艺术和技术的

可能性也得到了拓展，通过“导演
的艺术”与“角儿的艺术”的结合，
使舞台戏曲艺术最大程度地实现
了“电影化”。其戏曲电影虽然“忠
实”原作的经典性，但是他努力使
用电影的视听手段，包括对演员“微
表演”的重视、对化妆真实性的要
求，对节奏张驰的控制，对悬念“扣
子”的强化，外景的介入，对舞台表
演衔接冗长的省略，布景、服装、道
具的色彩丰富性和调子统一性等
等，都更加符合电影表达的规律。
在视听语言上，则试图用镜头适度
突破舞台的束缚，“稳妥地向电影的
丰富性接近”，在结构编织、镜头运
用、角色调度、舞美设计、视听拓展
上加以发挥。移动镜头、景别变幻、
交叉剪辑、特技渲染等方式，扩充了
画面的信息量，加快了节奏感，增强
了视听感染力，甚至他第一个完成
了从“全程实拍3D+全景声”到
“8K+全景声”的技术升级，让过去
的舞台单向度呈现的艺术产生出更
沉浸的影院艺术效果，不仅满足戏
曲爱好者的需求，还满足电影观众
的需求，使传统戏曲的魅力借助于
光影技术的赋能产生更强烈的艺术
感染力和影响力。
实现了经典性与电影化的融

合，同时也实现了传统与当代的对
话，实现了戏曲观众与电影观众的

重叠，这也正是滕俊杰导演的戏曲
电影之“新”所在。他一直探索创
新，在美术、造型、影像、视听、剪辑、
节奏等方面都不断寻求新的可能和
最大化的效果。在筹拍第一部戏曲
电影《霸王别姬》前，他阅读了大量
京剧史料，观摩了众多京剧剧目，按
照“三步走”的规划，首先是“把自己
变成京剧人”，然后是“把自己变成
一个电影镜头”，最后是“把自己变
成坐在黑压压电影院里的一位观
众”。“三步走”既是他创作《霸王别
姬》的方法论，也是他后来创作一系
列戏曲电影的共同原则。在剧目选
择上，则充分考虑了传统文化与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世界现代文明
的“共享性”，更多关注于中国人的
爱情、亲情、智慧、品行、节操、气节
等精神层面的主题，使这些作品虽
然都是经典，但依然保持了人性、人
道、人民性的光辉，用一种东方故
事、东方视野演绎了与现代文明相
通相融的主题。

变则可久 通则不乏
近年来戏曲电影也因为传统文

化继承创新，面临新的发展契机。
《霸王别姬》《贞观盛事》《敦煌女儿》
《邯郸记》以及《锁麟囊》等作品，不
仅为中华优秀戏曲和当代顶尖的戏
曲艺术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档案，
更重要的是探索了传统戏曲形式与
现代电影形式之间的亲密拥抱。滕
俊杰在《致敬与前行：新京剧电影创
作概论》一书中，对自己的戏曲电影
创作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也是
中国第一部京剧电影创作的学术性
著作，其意义历久弥新。当然，正如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变则可
久，通则不乏”，如何在继承的基础
上，不仅从媒介、技术层面，从审美、
文化维度更大胆、更开放、更积极地
进行创新转化，让戏曲文化的精华
通过电影形态更广泛深入地活化在
当代文化中、当代观众中、当代青年
中，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球文
化共同体中更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
的文化要素，依然还是一个正在进
行中的工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
古今，戏曲电影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依然还行进在发展变化的
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