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中国电影报 2025.02.19
责编责编::鲍文娴鲍文娴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要闻·综合

本报讯 当地时间 2月 17日晚，

“中国电影之夜——2025年上海国

际电影节柏林推广会”在欧洲电影

市场举行。这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在

2025年举办的首场海外推广活动，

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时隔 9年后再

次走进柏林，为世界电影从业者深

入了解上海国际电影节打开了一扇

观察之窗，也为探知中国电影市场、

寻求合作搭建了一座光影之桥。

2023年第 25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波兰导演、编

剧、制片人、演员、画家杰兹·斯科利

莫夫斯基，2010年亚洲新人单元评

委、东京国际电影节选片总监市山

尚三，2021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

委、制片人、影评人马可·穆勒，国际

电影制片人协会电影节高级主管

Florence Girot，2023年金爵奖主竞

赛单元评委、导演、编剧、制片人文

晏等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中

外影人嘉宾，媒体记者等 150余位

代表参加了此次推广会，海外嘉宾

超过90%。

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迎来强势

开年。数据显示，2025年春节档

（1.28-2.4）总票房达 95.10亿元，观

影总人次 1.87亿，刷新了中国影史

春节档票房和观影人次纪录。上海

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上海国际

影视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吟通过

分享 2025年“史上最强春节档”所

取得的亮眼成绩，推介了中国电影

市场的强劲活力与巨大潜力，以及

中国观众对好电影的观影热情和观

影需求，这为更多优秀的国际影片

进入中国提供了新的契机，注入了

新的动力。

创立于 1993年的上海国际电

影节，1994年经国际电影制片人协

会认证，成为中国首个也是至今唯

一的非专门类竞赛型国际电影节

（即国际A类电影节）。作为世界最

重要的国际电影节庆活动之一，以

及上海文化的“金名片”，上海国际

电影节在国家电影局的指导下，一

直致力于为全球电影人提供展示优

秀作品、寻找合作伙伴、促进产业交

流合作、推动文明互鉴的高效平台，

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多元、协作、团

结的电影发展格局。

2024年举行的第 26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共收到来自 105个国家和

地区的影片报名，总数超过 3700

部，金爵奖入围片的世界首映率达

76%；展映 460余部中外影片，共计

放映 1672场，观影人次超过 49.5
万。而以影会友，是上海国际电影

节一贯的传统，也是这个电影节处

处得见的好风景。

曹吟介绍，第 27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将于 2025年 6月 13日至 22日
举办，金爵奖将秉持专业性，开展主

竞赛、亚洲新人单元、纪录片、动画

片和短片五个单元的评奖。她向世

界影人发出盛情邀请：“欢迎大家走

进 SIFF一起感受中国电影市场的

魅力以及中国影迷的观影热情，共

同推动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交流

与合作。”据介绍，金爵奖评选和国

际影片展映的征片截止时间为 3月
31日。

曹吟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也

长期支持参赛参展的电影在中国院

线上映和新媒体发行，而引入中国

公映的国际影片也都收获了较好的

票房成绩。据统计，2024年来上海

国际电影节参赛或参展的作品中，包

括《里斯本丸沉没》《完美的日子》《蓦

然回首》《猫猫的奇幻漂流》等 15部
影片已在中国院线公映或定档。值

得一提的是，第 26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金爵奖最佳动画片、由日本导演山

田尚子执导的影片《你的颜色》将于

2月21日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

在致力“引进来”的同时，上海

国际电影节也在积极推荐中国优秀

影片“走出去”。由上海国际电影节

于 2018年发起成立的“一带一路”

电影节联盟，已从首批 29个国家的

31家电影机构扩增至 48个国家 55
家机构，联盟成员机构以电影为载

体，共同绘制电影文化交流合作的

美好蓝图。2018年至今，已经有超

过 50部中国电影通过该巡展机制

进入海外国际电影节展映，推动国

际交流合作互鉴。

此次推广会举办时，正值第 75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诸多上海国际

电影节的老朋友出席推广会，并对

中国电影市场的未来发展，以及第

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充满了期待。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表示，上

海这座城市充满魔力，电影节的选

片非常出色，在那里结下的友谊更

是历久弥坚。

“我每年都会去上海国际电影

节。”市山尚三说，东京国际电影节

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有长期的合作关

系，也会相互推荐影片。“去年我们

邀请到很多中国参赛片的明星主创

来到东京，我们的票房都有显著提

升。”

马可·穆勒介绍说：“想要和中

国电影产业高效地联结，就来参加

上海国际电影节。如果你提前两三

天来到上海电影节，你会发现影院

前都是排队买票的年轻观众。”

文晏回溯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缘分始于 2010年电影项目创投，

2023年她以评委身份重返上海国际

电影节时，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新生

代电影人的作品。在她看来，上海

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影人探索与成长

的重要平台。

此次，她带着新作《想飞的女

孩》来到柏林，“这是一个关于少女

力量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引发

全球观众的共振。”她期待未来与上

海国际电影节展开更多合作，也祝

愿中国电影继续为世界观众呈现真

挚动人的故事。

“从上海国际电影节成立之初，

FIAPF就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建立了

联系，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十年了。

作为世界最主要的电影节之一，上

海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产业很重

要，对外国电影人也很重要。”

Florence这样分享道。

2025年恰逢世界电影诞生 130
周年、中国电影诞生 120周年。据

介绍，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围绕此节

点策划兼具艺术性和人气度的展映

单元和主题影展。

作为影视行业交流、交易的重

要平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

场将与上海电视节的电视市场合

并升级为“国际影视市场”，并将首

次面向非专业观众开放。全新全貌

的国际影视市场将于6月21日至25
日在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亮相，通

过展览展示、市场活动、露天市集等

多种形式，聚拢人气、丰富资源，打

造多元、好逛、有氛围的大市场，影

视人共同交易洽谈的大聚会，促进

电影与电视的产业融合和高效连

接，也通过提升市民群众的参与度，

积极推动行业与大众的互动交流和

有效转化。据悉，“国际影视市场”

展台申报和活动征集通道已于 2月
15日开启，截止时间为5月31日。

（影子）

本报讯 近日，安徽广电传媒产业集

团、安徽电影集团在合肥星空国际影城

联合举办黄梅戏电影《六尺巷》观影活

动，这也是该影片在全国院线上映举行

的首场观影活动。活动现场，影片导演

潘明光和主演韩再芬、黄新德、吴美莲、

刘国平等主创人员集体亮相，各界代表、

专家及戏曲爱好者齐聚，共同参与这一

文化盛事。

安徽广电传媒产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周玉发表致辞指出，黄梅戏电影

《六尺巷》以光影艺术呈现经典历史故

事，剧情生动感人、唱腔韵味悠长、艺术

底蕴深厚，不仅充分展示了黄梅戏作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又

创新性传承了中华民族谦逊包容、和谐

礼让的价值观，与“新时代六尺巷工作

法”相互呼应，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主创人员热情分享创作感言。影片

导演潘明光表示，影片《六尺巷》丰富了

电影市场的多样性，满足了观众对高品

质文化产品的需求，为社会进步与发展

注入正能量。影片主演、著名表演艺术

家、两度梅花奖获得者韩再芬表示，黄梅

戏电影能够让更多观众了解和热爱黄梅

戏，希望年轻的黄梅戏演员能够接过接

力棒，为黄梅戏艺术的传承发展增添光

彩。影片主演、著名表演艺术家、梅花奖

获得者黄新德表示，六尺巷承载了宽容、

谦逊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些珍贵的

品质很有现实意义、时代意义。演员、梅

花奖获得者吴美莲表示，《六尺巷》为青

少年提供了生动的道德教材，让他们感

受传统美德的魅力，培养正确价值观。

演员刘国平表示，《六尺巷》对于促进社

会和谐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让他三尺

又何妨”的先人典故，引导人们以平和、

包容的心态去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矛

盾。

黄梅戏电影《六尺巷》讲述了桐城籍

宰相张英家人与吴家因院墙产生邻里纠

纷，张英在家书中赋诗劝家人礼让，终得

两家各退三尺，形成六尺巷的故事。影

片由安徽电影集团、电影频道联合出品，

安徽韩再芬黄梅艺术基金会、桐城市人

民政府联合摄制。此次观影活动的成功

举办，向观众提供了一次重温经典的机

会，让黄梅戏的悠久唱腔焕发新彩，让

“六尺巷”的和谐精神浸润人心。

（孙姗姗 曹娓）

本报讯 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短视频单元日前开启全球征

片。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

元的主题为“发现美好·传递价值”，

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和中国传

媒大学联合主办。短视频单元鼓励

创作者利用新技术、新平台，贴近当

下现实生活，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动

人瞬间，塑造丰富立体的中华文化

形象，展现新时代风貌，创作出有深

度、接地气、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优秀

短视频作品。

单元活动包含评审推荐、佳作

展映、大师工作坊、系列论坛等多个

板块。参评作品将由权威专家进行

评审，选拔出的优秀作品创作人有

机会参与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短视频单元荣誉盛典、展映交流、短

视频创作前沿和产业发展高端论坛

等活动。

征片要求时长在 10分钟以内，

若报名作品为系列短视频，提交作

品数量不得多于 3个。作品以真实

生活为创作素材，积极传播正能

量。截止日期为2025年3月30日。

新闻类作品要求短而精、精而

有趣，具备必要新闻要素。人文类

作品要求用镜头记录身边平凡但饱

含力量的人物，捕捉日常生活中的

动人瞬间，体现时代发展、社会进

步。知识类作品要求具有知识科普

功能，聚焦生活技能、科普知识、学

习技巧、经验分享等方面，视听表达

准确、创意丰富。文化艺术类作品

要求以微短剧、音乐短视频、动画短

视频等为文娱形式，内容上倡导思

想内涵、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传达

主流文化和价值观。

据悉，评委会将分别评选各类

短视频一、二、三等创优作品。本届

“短视频单元”还设有“文化中国”

“民政中国”“千行万业”板块，评选

“文化中国”“民政中国”“千行万业”

板块年度最佳作品。还将根据作品

情况，评选最具社会影响力作品、最

具国际传播力作品、最具公益价值

作品、最佳组织单位。详情请关注

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网站。

（支乡）

本报讯 在中越建交 75周年和

中越人文交流年到来之际，取材

于广西防城港本土故事，讲述中

国京族小伙阿勇与越南姑娘阿花

之 间 跨 国 爱 情 故 事 的 电 影《边

海》，2月 14日起在全国上映。影

片讲述阿勇和好兄弟阿成在边贸

互市邂逅越南姑娘阿花，三人依

托中越边贸互市合作生意，后由

于遭人陷害，三人的生活跌入谷

底，但依靠坚韧的性格，他们终于

东山再起，而阿勇和阿花的爱情

也在历尽千帆后迎来转机。

该片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

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

电影局指导，中共防城港市委员

会宣传部联合摄制，广西鑫森投

资有限公司出品，广西华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防城港高新区投资有限

公司、防城港市文旅集团有限公

司、防城港市兴港集团有限公司、

寰乐（重庆）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影片不仅呈现了一个跨

越国界的爱情故事，更以中越传

统友谊为主题，展现了两国边贸

互市百舸争流、商贾云集的盛况，

和防城港市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

文景观。

电影《边海》由王辰六执导，刘

之冰监制，贺文虎制片，莫毅远编

剧，赵英博、丁赵端仪（越南）、刘

思博领衔主演，刘之冰、秦阳、谢

妍、李歌、祁隆、梁辰羽等主演。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第十五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创投训练营系列导师课开

讲，兼具编剧与导演双重身份的剧

作导师苏彪由自身的创作历程出

发，分享创作心法，细道行业观察，

为入围的 33名学员带来一场干货

满满的创作课。

从《煎饼侠》开始参与电影编

剧，到成就电影《缝纫机乐队》《保你

平安》《热烈》等口碑之作，再到执导

《“骗骗”喜欢你》票房成绩亮眼，编

剧、导演苏彪的代表作丰富，且每一

部作品都有着引发共鸣的好故事与

真挚的情感表达。

谈及不同作品的题材选择与创

作灵感，苏彪以电影《缝纫机乐队》

和《保你平安》举例，“《缝纫机乐队》

的故事更多的是感性和自我，《保你

平安》体现的是对于电影真善美的

追求，希望在这种有趣味和思考性

的题材加持下，把自己内心的温度

抛露出来。”他坦言，抛去自我期待

与市场压力，创作最核心的只有两

点，一是要拍中国故事，二是要多观

察、描摹时代。

苏彪鼓励大家平视生活，保留

对于生活的基本观察；保证输出和

写作，大胆提笔，保持自己跟文字的

关系。他分享，日常训练是必须的，

“它是所有深度的根本和来源”。同

时，他建议青年创作者要先沉淀，不

必过于着急创新，“不要排斥经典结

构，只有把最基础的东西打磨好，才

能去挑战新的结构，新的方法和新

的创作感受。”

原创剧本与改编作品，在苏彪

看来各有各的魅力，经过《“骗骗”喜

欢你》的改编工作，他对于“在改编

过程中既保留原作精髓又赋予创新

之意”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

分享：“当你决定去改编一部文学作

品或影视作品时，首先要端正态度，

不要想着去颠覆它或是革命它，要

去想它吸引自己的东西到底是什

么，并反复提醒自己，‘这就是我喜

欢这部作品最重要的原因’。”在具

体操作层面，苏彪给出两个切实可

行的路径：一是本土化、中国化，在

改变中落地；二是用当代的主题和

议题去打开舶来故事或者旧故事。

讲述从编剧到导演的转型之

路，苏彪提到，编剧转导演对自己而

言最重要的是“转”，当有了这样的

可能性、机会和意愿的时候，“转”比

什么都重要。“时代赋予年轻人大量

试错的机会，如果真的有很多力量

在托举你，你的内心也相信自己能

做好，那就不要徘徊。”转型过程中，

苏彪也遇到许多挑战，他的经验是

“学”，在拍摄现场与所有工作人员

磨合，用产生的新思考与心得来重

新指导实践。

将文字转化为视觉和听觉的艺

术，苏彪意识到，不要留恋文本上的

每一个字，做导演务必要放弃编剧

的思维，在现场要客观、公正、理性

地看待每一场戏，并在与团队的合

作中懂得取舍、保证效率。

在类型片创作中，苏彪认为自

己属于主题派，如果主题未形成，即

便剧本中有一些包袱、形成了一些

热闹，也会是失败的。他提到，创作

主题形成后，可以延伸出很多有趣

思考，“像银河系的太阳，有趣的东

西是划过的流星，但不能影响太阳

的轨迹。”

面对学员害怕创作成为自嗨的

忧虑，苏彪表示，剧本中要有基本的

文学性，即有放之四海皆准、人人都

能感受到的东西，可读性通读性是

必须要有的。“要把文本做到极致，

把它当成终稿来做，不要害怕辛苦，

也不要害怕文字磨炼，好的作品一

定是每一步都不错的。” （花花）

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短视频单元面向全球征片

讲述中越传统友谊故事

电影《边海》2月14日上映

北影节创投训练营导师课开讲

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3日-22日举办

2025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柏林推广会

黄梅戏电影《六尺巷》举办观影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