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古票根回到过去
影城内的旋转楼梯，每一级都是经典电影

的台词，玻璃幕墙前悬挂着的三张巨幅票根，设

计源自50多年前的电影票。

曹杨影城业务经理吴慧堃找到当年印刷电

影票的工厂老师傅，可惜实物已不见踪影，老法

师凭着记忆为他手绘了一枚样票，尺寸、字体、

字号都一一记录，这才制作出电影节纪念款的

复古票根（见左下图，记者 王凯 摄）。

电影节期间，观众在观影途中，可以和早

场、午场、夜场的巨幅票根合影。看完电影，电影

节的票还可以免费换取一张纪念票根带回家。

“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80后的吴慧堃认

为，复古票根不仅具有历史感和仪式感，更能成

为连接不同世代的纽带。“电影节的主力观众是

年轻人，他们带回家，长辈看到了，可能会产生

新的连接。”

除了复古票根，曹杨影城还推出了纪念章，

有影展的电影章，也有影城的建筑章，吸引了大

量影迷前来。手绘的透卡，站在影城对角的信

号灯下，可以拍出从银幕走向生活的艺术感。

爆款联动粉丝表白
除了历史情怀，曹杨影城也紧跟潮流，

与动画电影《雄狮少年》进行了深度联动，两

面“痛”墙上挂满了粉丝二度创作的《雄狮少

年》作品展。

作品的踊跃投稿，让吴慧堃非常感动。

“我们原本想给粉丝寄来的作品包邮，结果

大家都只有一个要求，帮我上墙就行。”一面

墙都不够承载影迷的热情，最终又临时设置

了一处，吴慧堃给大家承诺会展示到 8月
底，与《雄狮少年》重映的档期保持一致。他

说：“我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每一位参与者热

爱的东西，其实是能够被大家看到的，而且

是被珍惜的。”

墙上还挂着影迷送来的锦旗，赠曹杨影

城——“正直勇敢有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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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充满人情味
许多网友都反映曹杨影城特别有人情

味，网友“乌龙山白爵”说，自己正看着楼梯上

的电影台词金句，保安大叔一脸骄傲地说：

“嗲哇？”网友小黑说，逛到文创柜台，以为小

灯箱是售卖的周边，没想到工作人员说，是从

自己家里拿过来装点柜台的。

今年电影节，影城500座的1号放映厅排

了 47场电影，已经有 24场贴上满场贴纸，还

有很多场只剩几十张票。只要有好的电影，

观众一定会愿意走进影院。在影院工作近

20年，吴慧堃对这个行业始终怀有一腔热

血。这份热爱，让他大学还没毕业时就开始

在影院兼职，他做过影院80%的岗位，参与了

五六届上影节，吴慧堃忙得一部电影也没空

看，但他毫不犹豫地说：“每位观众来到这里

认可曹杨，这就是我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赵玥

文创设计情牵今昔
在曹杨影城，还有一个“宝藏”文创——

一款复刻了松花江牌胶片放映机铭牌的冰箱

贴，因为生产于 1975年，遂定价 19.75元，不

为盈利，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传承历史。

这台展陈在一楼的老式放映机虽然已

经无法使用，但它的存在，承载着几代人对电

影最原始的记忆和热爱。吴慧堃回忆起自己

工作时，正经历胶片电影向数字电影的过渡

期，当年《阿凡达》上映时，他所在的影院一夜

之间将所有胶片机换成了数字放映机。

“现在能看一场胶片电影其实是一件很

奢侈的事情。”吴慧堃动情地说，“我脑海中

看电影的场景，就像《天堂电影院》里面那

样，听着胶片放映机在那哒哒哒哒地响，这

是我最爱的画面。”

手绘海报镌刻匠心
5月开始，曹杨影城首次展出了压箱底的

手绘电影海报，这些海报来自上世纪 90年代，

是吴慧堃翻阅影城资料时发现的。那时，影城

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宣传栏。每当有新片上映，

美工会提前观影，根据自己的理解，将电影画面

绘制成海报。

吴慧堃介绍，当年其实没有统一的海报，同

一部影片，可能在当时全上海甚至全国的不同

影院，呈现的海报是不一样的，连宣传语都是

自己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这意味着，这些海

报都是曹杨影城独一份的珍藏。

从《股疯》《狼女》到《夜半歌声》《廊桥遗梦》，

一张张海报风格多变，即便出自同一位画家之手，

也会根据影片特点选择不同的创作手法。吴慧堃

尤其喜欢那些带有温度的笔触和手写字体，让

他能感受到 30年前画师们创作时的状态——

一人一笔在梯子上，仅靠双手完成巨幅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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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

竞赛单元入围电影《脱缰者也》昨日

在上海影城全球首映，并举办媒体

见面会。导演曹保平说：“整个片子

我们希望拍得稍微夸张一点，就是

比正常现实主义的表演稍微多那么

一点点，会更好玩和更有意思。”

《脱缰者也》是继电影《追凶者

也》后，曹保平时隔八年的“者也”系

列新作，不过这位上影节老朋友自

言这次想拍点“不一样的”。和之前

狠戾的犯罪片相比，新片主打黑色

幽默，曹保平阐释说：“‘黑色幽默’

这个词可以拆分成‘黑色’和‘幽默’

两个方向，黑色是犯罪元素，是小人

物的命运；幽默是喜剧向的，但和一

般意义上的喜剧不一样。选择这个

题材，是因为天津这个地域容易产

生幽默诙谐的、高级的东西。”聊到

故事的缘起，曹保平说：“最早我有

这么一个故事，剧本是用天津方言

写的，因为我从小觉得天津话、天津

快板、天津段子，很好玩，非常逗。

但也很奇怪，一直少有人拍天津这

块地方的东西。有这么一剧本，正

好碰上天津籍演员，因缘际会在一

起。”

在领衔主演郭麒麟的印象里，

这个故事显得更浪漫一些：“那会儿

跟曹保平导演合作《边水往事》，当

时看到西南演员能用自己的家乡话

表演，心里很羡慕。我跟导演说，我

们天津方言也很有特色，你什么时

候拍拍我们这的故事？结果导演回

答我，‘你还别说，真有这么一事’。”

那年郭麒麟生日，他收到了一份特

别的生日礼物，是制片人发来的《脱

缰者也》的剧本，回想起这样的邀约

方式，郭麒麟说，“导演特别浪漫。”

《脱缰者也》全程以天津方言为

对白特色。身为舅舅的马飞（郭麒

麟 饰）是个内心没长大的“熊孩

子”，带着外甥（胡朗荃 饰）卷入一

场啼笑皆非的冒险，和另外几个同

样不靠谱的大人一起，在荒诞的“脱

缰之旅”过程中，逐渐揭开每个人物

背后的情感疮疤。电影中，马飞因

成长环境中爱的缺失，始终困在“未

长大的少年”状态；而被绑架的外甥

虽年幼，却以孩童的纯真视角，意外

成为照见成人世界荒诞的镜子。曹

保平以标志性的多线叙事，在黑色

犯罪的外壳下，剥开家庭关系中被

忽视的情感纽带。导演甚至不吝啬

地剖析自己：“影片中各种人物仿佛

从儿时记忆中走出，甚至能在亲戚

中找到‘原型’。”这让他更能“丝滑”

入戏。

曹保平镜头下的天津，在保留

了津味的戏谑与浑不吝之外，又拍

出了一种独特的西部气质的苍凉

感。这种全新的天津面貌的呈现，

让“地道天津人”郭麒麟也感到神

奇：“我见识到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

天津的样子。”

本报记者 孙佳音

金爵奖主竞赛入围影片《脱缰者也》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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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剧院 绝美胶片票根

艺海剧院&兰心大戏院 可以

“立”起来的独家限量纪念票根

大光明电影院 复古钢印加持

票根

和平影都 绝版收藏镭射票根

上影节票根
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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