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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或许是本届上

影节最火热的词，票根经济是

“电影+”，文创产品是“电

影 + ”，互 动 游 戏 是“ 电

影+”……昨天在“上影盛荟”

的现场，我也看到许多“电

影+”。

“电影+”，是发布会后自

助冷餐的每一道精心设计的

咸点和甜点。“得月楼小笼”

（见左下图）其实就是苏式小

笼包，因为上影厂经典美食影

片《小小得月楼》（1983）故事

发生在苏州；“春风得意”是一

款猪头肉冻，菜单参考了《春

风得意梅陇镇》（1999年上影

厂出品）中的元素，使用了影

片同款调料；“菜肉馄饨”灵感

自然来源于电影《菜肉馄饨》；

甜品“雪龙号”用方形模具制

作，表面覆盖轻盈白色镜面，

看起来像冰块，不须问，这来

源于电影《雪龙号》；“浪浪山”

是一个山形抹茶杯，开心果

粒、柚子蛋糕、蓝莓、香缇奶油

搭起了一座绿色的小山。

吃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不

是电影，这些糖油混合物我吃

起来应该没那么起劲。如果不是电影，那些大

卫·林奇、瓦尔达的衍生产品，这些天在遍布全

市的展映影院也不会卖得那么好。如果不是电

影，昨天现场上影股份也不会与上港集团、京东

方、泰国正大、韩国CGV、即梦AI、珞博、元象等

知名企业达成深度合作。

电影是一切梦开始的地方，但技术革新，现

在给梦想插上了更大的翅膀。据介绍，依托丰富

的IP内容资产，上影集团将与多模态AI平台共

同推进AI动画及3D数字资产的共创，对经典IP

内容进行现代化重构；在文旅及商业空间等场景

中引入基于IP角色的XR交互体验，推动实景娱

乐与虚拟技术的融合升级；创新打造提供情感陪

伴的AI养成系潮玩产品矩阵，将经典IP转

化为具备情感连接能力的新一代消费

品；让电影IP驱动沉浸式场景革新，打

造“AI+影院”新范式，实现“票房经

济”转向“生态经济”。

吃完最后一个叫“上海伦巴”的点缀

着鲟鱼鱼子酱的上海葱油饼（《上海伦巴》2004

年上影厂出品，西式高端食材与传统弄堂美食

结合，正如伦巴热情给予上海别样风情），我更

加确定，“电影+”是跨界链接的破圈能力，是助

力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更是推动文旅商体展

融合发展的城市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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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集团推出系列举措
回答市场和影迷

下一部好作品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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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节火热的气氛，难抢的影票，让人有

理由相信，当下观众并没有远离电影，仍然在

为好内容痴迷。昨天，在上海电影艺术中心举

行的“上影盛荟”上，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隽抛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手中有没有观

众心目中的那一部？下一部在哪里？”

上海出品蓄势待发
活动现场，王隽带来了上影集团 2025年

片单，包含9部即将上映、6部后期制作、11部
剧本创作，共 26部题材多元、类型丰富的影

视作品。

其中，《浪浪山小妖怪》已定

档 8月 2日上映。影片监制、艺

术总监陈廖宇说，影片的出品方

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也是他

作为动画导演的学术之根，“希

望在致敬中国传统的基础上，给

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国风体验。”

谍战电影《密档》正处于后期制

作阶段，导演郑大圣从剪辑间赶

到现场，他说：“我们拥有‘地表

最强’的演员，希望在后期中不

辜负他们的精彩表现。”

以上海为故事发生背景的

市井生活喜剧电影《菜肉馄饨》

昨天揭晓了首支片花，扑面而来

的“上海米道”叫人馋涎。茅善

玉特地用上海话为电影吆喝：

“这是一碗很用心包的馄饨，端出来的时候，

一定是香喷喷的。”潘虹说：“我们一直努力追

求上海味道的浓郁，这部戏是一部哈哈镜这部戏是一部哈哈镜，，你你

对着它哭对着它哭，，就会哭就会哭；；你对着它笑你对着它笑，，就一定笑就一定笑。。””

处于剧本创作阶段的处于剧本创作阶段的《《千里千里··江山图江山图》》也也

传来了新消息传来了新消息，，编剧张冀介绍说编剧张冀介绍说：：““剧本中一剧本中一

共有共有 1414个人物个人物，，1111男男、、33女女，，每个人都是上世每个人都是上世

纪纪 3030年代上海的某种切面年代上海的某种切面。。电影中除了展电影中除了展

现波谲云诡的地下决斗现波谲云诡的地下决斗，，也希望观众能通过也希望观众能通过

地上系统看到上世纪地上系统看到上世纪3030年代的上海年代的上海，，认识那认识那

个年代的中国个年代的中国。。希望这部电影不负上海希望这部电影不负上海，，不不

负中国电影负中国电影。。””

童年经典待焕新生
“上影鲲鹏”计划去年 11月宣布启动，

力邀在艺术创作力、市场影响力、业内认可

度等维度出色的导演加盟，上影则提供资

金、技术、人才、宣发等全方位的创作支持，以

自身全产业链优势，助力这些影界“鲲鹏”直

上青云，为广大观众带来更多“好看的电影”。

经过半年孵化，“上影鲲鹏”计划昨天公

布了首批合作导演，分别是路阳、韩延、张末

和殷若昕。路阳的作品涵盖武侠、奇幻、历

史、悬疑等多种类型，从《绣春刀》系列的冷冽

江湖，到《刺杀小说家》系列的东方奇幻，他以

刀锋般的叙事见长，开创中国类型片的新天

地。现在，他首度跨界动画电影，以他的电影

工业美学激活上影经典 IP《天书奇谭》。“我特

别喜欢探索动作和幻想类型电影创作。”路阳

说，他会尊重经典，更会“用全新样貌和新鲜

故事来呈现它”。

韩延注重社会议题的深度挖掘，他的

“生命三部曲”（《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和“暮

年三部曲”（《我爱你！》等），善于用温暖浪漫

的手法消解叙事的压抑沉重。他与上影合

作的科幻巨制《星河入梦》，重回视效动作赛

道的同时，也将投入动画电影《葫芦兄弟》的

创作，让经典童年符号焕发新机。“希望给观

众带来更多新鲜感受，为中国电影注入新的

力量。”韩延说。

张末作为中国少有的商业视效大片女

导演，擅长悬疑叙事和女性表达，此番执导

上影掌舵的视效大片《雪龙号》，有望填补国

产极地灾难片空白。殷若昕的作品聚焦社

会现实与人文关怀，从

《我的姐姐》的

家庭羁绊，

到《野孩

子 》孤

独 生 长

的 灵 魂 ，

她始终关注边

缘群体的生存困境。

而她与上影合作的新项目《老玩家》，将以

银发群体为叙事核心展开全新创作，持续

挖掘细致独特的社会切面。

本报记者 孙佳音

陈可辛的“如履薄冰”
昨晚，在大光明的美丽穹顶下，在电影

《投名状》放映结束后，本届上影节的“电影

学堂：陈可辛大师班”如约开讲。这一晚，他

不再只讲《酱园弄》。这一晚，他与合作了12
年的编剧张冀对谈，他像是跟老友闲谈，娓

娓道来自己的电影与人生。

话题从《投名状》聊开，“李连杰、刘德

华、金城武在零下 20摄氏度的北京郊外，坐

在房车上等了我整整一周。”陈可辛回忆起

当时动作场面调性无法统一的困境，声音微

微发颤，“我逃回香港，恐惧到吃不下饭，每

一粒米都像石头卡在喉咙，体重骤降了十几

斤。”所幸，吴君如一句话点醒他：“不回去，

这辈子都站不起来。”

最终，这部启用九位编剧的古装巨制，颠

覆了所有商业规则：李连杰几乎没有打斗，战

争场面仅占全片五分之一，更用一战战壕的

意象重构了太平天国战场。当张冀重提当年

影评人对“我这一生，如履薄冰”这一台词的

诟病——“镜头足够说话，如果李连杰不直白

地说出这句，《投名状》是不是就进三大电影

节？”陈可辛思忖着：“但现在全网都在传这

段。我应该去电影节，还是该让观众记住20
年？”在几十分钟后的观众互动环节，陈可辛

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拍电影就是如履薄冰

——下次我还会把这句话明明白白拍出来。”

“我们不是艺术家，是电影工厂的管理

员。”陈可辛如此定位自己，这位“管理员”给

青年导演直白建议道：“你自己不喜欢，谁会

喜欢？但你也必须懂观众要什么组合、什么

局。永远要平衡好观众和自己，这是一辈子

的课题。”这种平衡术似乎在《酱园弄》达到

了新高度，这是他执着地想要讲的故事，但

他为观众组下了一个足够大的局。

从《投名状》到《酱园弄》，陈可辛始终

没有变。甚至可以说，他用 18年完成了一

次创作的轮回：前者为吸引观众进影院启

用豪华明星矩阵，后者在影院式微时代，以

全明星阵容，试图再次证明大银幕魅力。

“我坚持拍，你们坚持看。”他对台下动情地

说，“在千人影院和陌生人一起哭笑，是流

媒体永远给不了的。”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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