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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21文娱

! ! ! !三十年前，上海电影资料馆起步，对各类
中外电影以及电影资料的收集、分类、整理、
保存工作全面展开。从零起步，如今，上海电
影资料馆已拥有近三千部胶片拷贝，近一千
部数字拷贝。

三十年后，上海电影资料馆不仅坐拥“电
影宝库”，更是以其每年“一个研讨会、两个影
展、三季艺术电影沙龙、六个跨文化电影日、
八场公益讲座”的新生业务模式，持续为上海
影视界创作生产和专业教育孜孜不倦地提供
服务，为观众源源不断地提供视听滋养。

昨天，上海电影资料馆为纪念建馆三十
周年，在上海影城第三放映厅举办“海纳万象
留驻时光———上海电影资料馆优秀馆藏影片
展”开幕式。

从零起步 成长迅速
三十年前的 !"月 "#日，上海电影局机

关食堂旁边两间简陋的办公室被辟为电影资
料馆的办公地。从那一天开始，上海这座与电
影分外有缘的城市，有了自己的“家庭相簿”。
那个年代，尽管全民观影的热情空前高涨，但
普通市民想要在城市影院中观看外国电影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加强中外电影文

化交流，特别是为电影从业人员提供观摩、学
习和借鉴外国优秀影片创作经验的机会，上
海电影局决定创办上海电影资料馆。

资料馆建馆当年，即举办了首届“中外电
影工作研讨会”，组织上海电影系统、媒体、高
校专家、艺术家和电影工作者集中看片、研
讨。上海交通大学李亦中教授昨天回忆说，因
为这次活动的时间在 !$%%年年初，所以黄蜀
芹导演打趣说，这是上海电影界的“冬令进

补”。这一说法和传统都被延续了下来，从
"&&'年开始，一年一次的“冬令进补”扩展成
一年春、夏、秋三季的艺术电影沙龙，并由此
一直持续到今天。(&年来，这一观摩活动早已
成为上海影人的盛大节日。

顺应时代 不断转变
"&&'年以后，为了适应市场变化和业界

的需要，上海电影资料馆又再次拓展业务范

围，在早期电影观摩、学术交流的基础上，又
陆续推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品牌活动，为影迷
津津乐道。如今，“影·鉴”公益讲座是广大观
众不可亦不愿错过的电影课堂；“一带一路·
一国一影”聚集起了业界优秀的学者和专家；
“青年导演海上影展”经历 )年的成长已成为
扶持优秀华语艺术电影的专业平台；
“*+,———跨文化电影日”秉持“双击电影·打
开世界”的宗旨，携手各国驻沪总领馆编织文
化交流的纽带。

最近十年，上海电影资料馆还不断加大
国际化合作的步伐，不仅积极准备申请加入
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还举办了一
系列海内外专题影展，“他们在岛屿写作：台
湾电影文学展”“芬兰电影大师阿基·考里斯
马基电影回顾展”“世相·离岸·重生———经典
国产影片展”“谎言·每秒 ")格———迈克尔·
哈内克电影回顾展”……无一不是上海电影
界的盛会，无一不是上海影迷的狂欢节。"&!'
年 !&月，上海电影资料馆首次收藏国产老电
影《希望在人间》的胶片拷贝。自此之后，收
藏、修复国产老片也成为电影资料馆的一项
重要职责。

本报记者 孙佳音

“家庭相簿”历久弥新
! ! ! !上海民间影像收藏家龚伟强和电影 !村

戏"的剪辑指导陈晓红#昨天分别向上海电影

资料馆捐赠了新闻纪录片!一$二八淞沪抗战"

!"##胶片拷贝和剧情片!村戏"的数字拷贝%

或许#对于一座城市而言#电影资料馆#就如同

我们每个人都视为珍宝的家庭像簿# 有了它#

我们的记忆才有了形状&重量和温度%

回顾过去 $%年#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每一个十年#上海电影的发展都是飞跃式的#

而相应地#资料馆所呈现的样貌也日新月异%

三十年潮起潮落# 资料馆从无到有# 羽翼渐

丰%昨天#上海电影业的前辈来了#于本正&汪

天云&李亦中聊起了他们与五任馆长的情谊#

他们对资料馆有感情# 因为他们工作和生活

中的部分时光已留驻于此#不可磨灭'上海电

影业的晚辈昨天也来了# 那是因为哪怕互联

网时代信息的鸿沟已渐渐被填平# 但银幕和

影像的魅力仍让他们对资料馆有所期盼#因

为他们未来的人生岁月还将印刻其中# 无法

取代% 孙佳音

海纳万象 留驻时光
上海电影资料馆走过 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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