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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交流的天然良
港，上海，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发
祥地，更是海纳百川的大码头。

今起本报推出电影节系列
总结报道，历数上海国际电影
节发展过程中的难忘镜头，带
领读者重温电影节一路走来的
光辉岁月，为上海带来有风度、
有温度的文化表达。

编者按

! ! ! !“日出东方，情满浦江。上海国际电
影节依托这座百年电影之城的底气和自
信，交织着云蒸霞蔚的梦想经纬……”
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前期，上海展览中
心、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上海影城、
上海大剧院等地便同时架起了大型主题
纪念展———《光影筑梦》。这是上海国际
电影节创办 !"届的特殊纪念，也是 !"

多年来中国电影在沪上时光里留下最闪
耀的礼物。

不忘初心
大厅里，一卷巨大的铺开的“胶卷”

上，金色的 #$%%!"&'的字样缓缓旋转。随
着胶卷铺展开，从 ())* 年开始，一折一
章，这本电影人的厚厚史册里，涵盖了历
年金爵奖、亚新奖等主要单元的参赛、获
奖片、评委会主席和成员，历年金爵奖的
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名
单。

作为文化交流的天然良港，上海，不
仅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并始终以兼收
并蓄的海派精神，成为中外电影人集结、
切磋、合作的大码头。《光影筑梦》展的每
一个细节，都是电影节不可或缺与遗忘
的珍贵组成部分。在这条不算长的岁月
走廊里，上海国际电影节 !+多年来的发
展历程，一代又一代参与过的影片与电
影人，依托数得清楚的文字与图片，被印
在巨大的展板上，成为此刻观影者路过
的风景，展示着电影节和上海这座电影
城的记忆辉映。

展览的特殊组成部分，还包括邬志
豪导演的同名纪录片。回忆起上海国际
电影节第一届创办成功的往事，包括吴
贻弓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至今历历在
目，他们在镜头前打开话匣子之后如数
家珍，谈电影节的初心，谈各地电影人相
聚的情谊，谈中国电影精神的传承，情真
意切的讲述令人动容。

步履不停
上海国际电影节自 ,))*年起步，以

“金爵”为标志，立足上海，放眼全球，不
断发展，明确提出了“关注华语，关注亚
洲，关注新人”的定位，目前已成为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 ,- 个国际竞赛型非专门
类电影节之一。
“前言、足迹、星光、创新、梦想”五大

板块，为观众设计了别致的 #形观展路
线，配合金爵造景，展现出上海国际电影
节锐意开拓的精神。展厅的星光墙上，整
整齐齐地排列着 *"" 多幅电影人的照
片，一位位参加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
影人微笑着正视前方的半身像，配合金
灿灿的金爵造景，成为展厅最静谧也最
耀眼的一道风景。这其中，有人敢于“栽
树”、建造基业，比如吴贻弓；有人义不容
辞、大气慷慨，比如大岛渚……

时至今日，它在，他们在，你们
在。看一代一代的电影人成为这场
庆典的一部分，被一代又一代心怀
热爱的人见证着、铭记着。镜头间的
流光溢彩，融汇了一代又一代电影
人的才华与付出。!.年间，这些创
建、推动了电影节诞生与发展的人，
始终与源源不绝的新生代一起，见
证、推动着上海国际电影节走向更
长、更好的岁月。 本报记者 张艺

!关
注
华
语
"关
注
亚
洲
"关
注
新
人
#

﹃
金
爵
﹄
畅
饮
二
十
年
光
影

! ! ! !在接受采访的老一辈艺术家的心

里! 上海国际电影节创立之初的情形还

历历在目"部门组建的不易#团队吸收的

艰难#品牌推广的辛酸$$时隔多年!每

一个细节在他们心头依旧清晰无比"

是他们积年累月添上的一砖一瓦!

成就了 !" 年历程#!# 届星光熠熠的上

海国际电影节" 他们为后辈留下了一份

属于电影人的荣耀与感动! 也为上海这

座城市!留下了属于电影的隽永之美#永

恒之情#卓越之心"

在回望典藏时致敬先辈! 在勾勒蓝

图时珍重初心" 重要的从来不是一路走

来的坎坷与成就! 而是各代电影人之间

传承下来的#不朽的电影精神!以及始终

应该铭记的锐意开拓#不断进取" 张艺

锐意开拓珍重初心

! ! ! !第 !+ 届电影节已经进入展
映，从 ,,日上午 /点，各大放映点
开始放票起，影迷们就摩拳擦掌，
投入了这场绝对属于他们的狂欢。
对于绝大多数影迷来说，上海国际
电影节不仅是单纯的观影，更是一
年一度与电影的盛大约会。每一
天，各大影院里都是人头攒动，和
荧幕上百转千回的故事相比，这些
活跃奔波的观影人，本身就是电影
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达人玩转台前幕后
跑了 /年电影节，累计看了

,0+多部影片，苏大排在今年的大
多数影迷里可以算得上资深了。刚
刚看完一部伊朗影片《疟疾》，沉浸
在艺术的余韵里，她最大的感受还
是累，“今天看三场，晚上 /点多还
有一部《沉默 *1人》。”她说，今年
的目标是看满 *+部不同的电影。
苏大排特别喜欢电影，但她有
两大“不”原则：不看热门片，
不追经典。也因此，相比于一
般的院线片，她更青睐自己
去找一些小众电影的资源，
几年下来，家里攒了四千多
部影碟。“电影节上也是，我
很少去追很抢手的电影，而
且毕竟看了那么多年了，怎
么选片子自己也有点经验”，
对她来说，有的时候“盲选”
也是一种淘宝：“一不小心看
到一部喜欢的会非常有成就
感，像挖到宝一样”。但她很

少为别人推荐影片，她说：“还是要
看自己的喜好，不要轻易被别人影
响。”

聊天的时候，苏大排从包里

掏出一本手绘本，上面已经有几十
幅人物画像（见下图），苏大排介
绍，这上面画的都是她喜欢的演员
和导演，每年画好之后，她就会带
着去参加发布会，找图中的本人签
名：“我已经集齐将近四十个签名
了，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纪念。今
年还只来得及画了主席蒙吉的，我
也在等机会，一定要让他签到。”

新人的纪录片初心
花东友今年第一次来上海电

影节观影，但他说，其实想来很久
了，但因为有工作一直未能成行，
今年一有机会，就一口气买了十三
场票，而且“其中十场都是纪录
片。”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的花
东友，谈起纪录片，眼里都是发着
光的：“我最喜欢那种关注社会、关
注某一‘特殊’人群的纪录片。我特
别喜欢的一句台词就是，‘世界的
另一端有你想象不到的生活’。纪
录片可以让自己去了解之前未曾
了解过的真实世界，这就是纪录片
的魅力吧。”

对于刚刚看完的影片《少年
犯》，他直言最大的感受是意外：
“少年犯、站街女、毒贩……都直面
镜头接受采访，非常不容易。”
而谈到最期待的一部电影，花

东友脱口而出纪录片《即将消失的
影院》的名字，“这部片子周末才上
映，到时候应该会是一个小型的网
友见面会吧。”花东友解释说，来看
这部片子的人特别少，机缘巧合之
下，买了票的几位影迷就一起组建
了一个聊天群，每天分享自己的观
影经历和感受。

本报记者 张艺

与电影的约会
$$$影迷面面观

! ! !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中国
美容行业知名品牌克丽缇娜联合
打造“女人勇敢爱”纪录片创投项
目，吸引了全球数百个纪录片脚本
报名，青年导演扎西青朋的《岗拉
梅朵》从最终 ,+个入围作品中脱
颖而出，夺得“最佳提案奖”，获得
,++万人民币的特别资助，同时赢
得在今年第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纪录片单元作为开幕影片全球首映
的资格。
昨日，《岗拉梅朵》主创团队对

着记者畅聊影片拍摄的幕后故事。
,++万的创投资金，对一部认真的
纪录片来说，并非很充裕，但即使在
后来资金有点紧张的情况下，影片

依旧保持了精耕细作。在中国电影
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利用好
优质民营资本，来鼓励那些优质影
片内容的生产，是个新时代下的命
题。
“岗拉梅朵”汉译为“雪莲花”，

是藏族女性坚韧形象的象征。该纪
录片以主人公索南吉为主线，讲述
来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性格的三
名藏族女孩，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城

市学习美容美发与形象设计的故
事。她们在城市和牧区之间穿梭，她
们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演绎青春的故
事。途中她们胆怯过、迷茫过、喜悦
过，但从未停止追逐梦想。
“和我们的设想相比，导演最终

交出的作品内容，让我们惊喜。”出
品方克丽缇娜大中华区品牌营运长
赵承佑告诉记者，“很多人一听藏族
题材，都认为就是大山、大草原、牧

民，但成片讲的是人心，讲的是藏族
女孩子生活的挣扎。以前的影片，漂
亮风光的太多，讲人心人性的不多，
几个女孩子都是情绪内敛的，导演
却能通过镜头把情感捕捉到，非常
不容易。我们并非只投资，也一直跟
进草原牧区，了解导演的拍摄。”

导演扎西青朋则告诉记者，外
界很少关注藏族女孩，但在时代大
潮中，随着新的牧民生活和新的行

业出现，藏区的文化也在变化，“我
在变化当中看到这些女孩不一样的
地方，很佩服她们，就想了解她们做
选择时面临怎样的困惑，这是我想
记录的。我以前记录过传统的女性，
跟现在有区别。传统和现代之间，变
化中的感受，值得去记录。”
这部纪录片，请来了著名的文

艺片导演、第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评委万玛才旦做监制，他说：“这么
短的时间内，呈现这样一个相对比
较完整的纪录片，出乎我的意料。”
在他看来，《岗拉梅朵》最大的特色
是选材好，视角新。“如今的市场环
境下，要拍出这样一部作品，很不容
易。” 本报记者 张艺

新牧民 新生活 新视角
纪录片创投项目%岗拉梅朵&首映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守护者系列 之四

! %光影筑梦&纪念展在上海影城展出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