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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 20日，经典默片

《神女》4K修复版首次亮相于第

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经典单元

（Berlinale Classics）。德国电影资

料馆馆长兼柏林电影节经典单元

总监Rainer Rother，中国电影资料

馆副馆长薛宁、制作部兼数字资

源部主任黎涛及修复团队参加并

发言。

现场 560座座无虚席。放映

结束后，现场观众反响热烈，表示

“想象不出上世纪 30年代的电影

中能拍出这样的镜头”。还有观众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慨道，“看到

修复后在大银幕上高清呈现的阮

玲玉时，我很想哭”。

“巡演”次数最多的影片之一

这是《神女》首次进行 4K 修

复。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

介绍：“《神女》已成为国际舞台上

著名的‘铁盒里的大使’，这部影片

被 20多个国家邀请参加电影节展

和各类活动的放映，是有史以来

‘巡演’次数最多的影片之一。”

在 1982年意大利举办的“中

国电影回顾展”上，《神女》得到国

内外 150多位电影史学家、评论家

的赞许，主演阮玲玉也获得“中国

嘉宝”的美誉。然而，由于缺乏可

供大范围公开放映的清晰版本，普

通观众很难欣赏到这部经典影片。

2014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对

《神女》进行了 2K修复，并在艺术

影院举行了全球首映，拿督黄纪达

基金会（KT Wong Foundation）出资

邀请中国爱乐乐团全程现场为《神

女》配乐，两场放映，1000多张单价

180元和 200元的票全部售罄。为

了配合乐团演奏，还拆掉了影院的

前排座椅。

同年 10月，2K修复版《神女》

在伦敦国际电影节期间上映，英国

室内管弦乐团（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现场演奏了邹野创作的

全新配乐。“当时英国电影协会

（BFI）希望将一些修复过的中国经

典电影拿到英国上映、发行DVD以

及在BFI视频网站播放。但BFI并
不了解我们的修复技术，还特意派

了一位修复技术人员前来指导，没

想到这位修复技术人员‘白来了’，

我们的修复技术得到了对方的肯

定。”中国电影资料馆一位修复技

术人员回忆。

《神女》放映现场配乐形式丰

富多样，孙向辉介绍：“多伦多国际

电影节采用的是钢琴配乐，葡萄牙

放映时采用的是弦乐四重奏，法国

资料馆放映时是法国佩利亚斯室

内 乐 团（Orchestre de Chambre
Pelléas）负责现场配乐……在全世

界的修复电影历史中，很少有像

《神女》这样由他国电影公益事业

基金出资、专人作曲录制，为影片

做配乐版的。”

让观众看到“美”

这次在柏林电影节放映的

4K修复版《神女》，采用了当年的

35毫米硝酸底片进行了 4K扫描

及修复。在修复过程中，技术团

队依托先进的 AI技术辅助电影

修复，极大地提升了修复效率和

质量，呈现出精美的视觉效果。

配乐部分采用了 2014年著名作

曲家邹野为《神女》创作的双声

道配乐，并经过重新混录，制作

出 5.1声道版本，带来更加优质的

听觉体验，让观众在影院中享受

更具沉浸感的视听效果。

《神女》修复版画面从 2K 到

4K，配乐版从双声道到5.1声道，它

的修复历程和修复放映都很独

特。它是一部电影，它也像是中国

电影修复历史的缩影。截至目前，

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的经典影片

数量可观，现已完成2K修复500余
部，4K修复 60余部。其中，4K修

复版《盗马贼》《祝福》《飞鹰计划》

分别于 2019、2020、2024年入选戛

纳国际电影节的“经典单元”。中

国现存最早故事片《劳工之爱情》

的 4K修复版，于 2022年在世界著

名经典电影舞台——意大利博洛

尼亚探佚电影节首映。

这些经典老电影经由修复与

配乐让尘封的光影记忆焕发新生，

不仅是对中国电影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更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

事、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窗

口，也让观众看到了“美”。

孙向辉补充道：“修复版《梁山

伯与祝英台》放映时，观众们都惊

叹‘演员好美’；在第十一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开幕式上播放4K全彩修

复版《永不消逝的电波》精彩片段

后，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田华、王晓

棠和谢芳等看到影片中自己的‘老

战友’以如此年轻而鲜活的方式再

度归来，激动不已。对于电影创作

者而言，经典电影中所蕴含的创作

技巧、主题表达、现实情感等都值

得学习。”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 120周
年，也是阮玲玉逝世 90周年。中

国电影资料馆还特别策划了阮玲

玉主题影展，即将于 3月启幕，届

时将放映电影《神女》修复版。

中国电影资料馆官方文创品牌

“影资文创”为《神女》特别重制

了两款 4K修复版纪念海报，并设

计研发《神女》电影文创品，敬请

期待。

（李佳蕾 王瑶）

本报讯 当地时间 2月 18日，第

六届“欢乐春节”中国电影节在马耳

他首都瓦莱塔的国家创意中心开幕，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薛宁、马耳他

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袁媛、马耳他艺术

委员会首席运营官玛丽·安·考奇等

近 100名嘉宾和观众参加开幕式，并

共同观看了开幕电影《热烈》，放映结

束后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马耳他格伦迪市市长斯肯布里表示，

《热烈》展现了中国人勤劳勇敢的优

良品德，从观众的热烈反响可见影片

的艺术感染力。本次电影节由中国

国家电影局支持，中国电影资料馆和

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由中

国银联赞助。

薛宁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中马

两国间的互访和多层次交流不断深

化，特别是在文化领域更是佳音频

传。本次电影节精选的四部中国影片

展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特

色，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社会蓬勃发展

的面貌，春节象征着新一年的开始和

团圆的喜悦，期待马耳他朋友在本次

电影节中感受到中国春节的气氛，也

期待两国人民在文化上的“团圆”。

袁媛在致辞中表示，“欢乐春节”

中国电影节自 2019年创办以来，一

直深受马耳他民众的喜爱，已成为促

进中马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

相互了解的重要平台。马耳他电影

产业的发展以及为外国电影拍摄提

供的专业服务，令人印象深刻，期待

在新的一年里，两国电影交流合作开

启新的篇章。

玛丽·安·考奇表示，电影艺术具

有促进沟通与交流的独特魅力，“欢

乐春节”中国电影节为两国文化艺术

交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马耳他艺

术委员会正在制定推动本土电影创

作发展的新举措，期待未来能和中国

共同制作影视佳作，推动两国文化交

流在新年开启新的篇章。

本次中国电影节从2月18日持续

至3月4日，期间将展映《热烈》《热辣

滚烫》《飞驰人生2》《封神第一部：朝歌

风云》4部中国优秀影片。 （彭康婧）

本报讯 日前，第 75届柏林国

际电影节举行颁奖典礼。中国导

演霍猛凭借电影《生息之地》获得

最佳导演银熊奖，这也是继《地久

天长》之后，时隔六年华语电影在

“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再次斩

获奖项。

《生息之地》作为今年柏林国

际电影节首日展映的第一部主竞

赛影片，是霍猛继《过昭关》之后执

导的又一部剧情长片，延续了其独

特的叙事风格和对乡村题材的深

刻理解，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开豫

东农村一家四代的故事，呈现人和

土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电影通

过一个 10岁少年的视角，生动呈现

了 90年代河南乡村的独特生活风

貌和地方风俗，既承载着深厚的时

代记忆，也传递着世代延续的文化

力量。该片在金鸡电影创投大会

中脱颖而出，并荣获首届“谢晋青

年扶持计划”优秀项目奖。

《生息之地》在河南实地取景

拍摄，从十岁的主角到村民，都是

海选出的非专业演员，其中大部分

是拍摄地的村民，他们为影片增添

了真实的力量。《生息之地》的故事

走过了春夏秋冬，幕后拍摄也历经

四次开机。导演霍猛在获奖感言

中表示：“电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

创作，感谢台前幕后所有人的共同

努力，也感谢演员演绎了一群勤

劳、善良、温暖、坚韧的普通人。能

把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的情感联系

在一起，是电影最有魅力的地方。”

此前，霍猛曾表示：“《生息之地》是

一部献给我童年的影片，它不仅是

对故乡的温情回望，更是对一代人

精神家园的温柔触摸。”

影 片 亮 相 后 获 得 了 不 少 好

评。大多评论认为，霍猛并非在重

复“第五代”，他更加关注土地上的

生活本身，有着敏锐的细节捕捉能

力和丰富的群像调度能力。柏林

电影节评委会盛赞影片：电影《生

息之地》细腻而深刻地描绘了人们

在乡村生活中的温暖与挣扎、光明

与黑暗，以及彼此之间深深的牵

绊。影片既关注微小的细节，也构

筑出宏大的诗意画面，在观察与叙

事之间找到了优雅的平衡。它让

我们与片中人物产生深刻共鸣。

《生息之地》由霍猛编剧并执

导，汪尚、张楚文、张彦荣主演，由

上影集团作为第一出品方，凤凰传

奇影业有限公司、浮光静影（佛山）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坏兔子（上海）

影业有限公司以及天津联瑞影业

有限公司共同出品。

（姬政鹏）

本报讯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新

作《燃比娃》2月18日在柏林电影节完

成了世界首映。该片由李文愉导演，

讲述了一只在人类部落长大的猴子追

寻母亲阿勿巴吉的脚步，历经艰险从

“恐惧之兽”口中夺得火种，最终涅槃

成人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出品的形式各异的动画片是国

际电影节上的常客，1982年的《三个和

尚》和 1984年的《鹬蚌相争》也都曾入

围柏林电影节。导演李文愉是上美影

的资深动画人，师从老一辈著名动画

导演马克宣。

在《燃比娃》中，李文愉大胆尝

试将中国传统水墨画与现代实验动

画技法相结合，融入了漫画、装饰

画、拼贴等多种艺术形式，创造出一

种既具东方韵味又富有现代感的视

觉风格。影片的创作历时四年，其

间获得了多项国内外奖项的支持，

包括入选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WIP
单元等。

《燃比娃》的故事灵感源自四川羌

族民间传说《燃比娃盗火》。羌族地区

很分散，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深山里，

因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古老的传说

都是口口相传，这个小猴子盗取火种

逐渐成为人的过程，既探讨人类文明

的起源与精神力量，也是关于勇气与

成长、爱与陪伴的美好故事。

李文愉通过深入羌族当地采风，

与专家交流，获取不同地区对燃比娃

传说的演绎。在原始神话基础上，突

破传统，从探寻传说背后可能的真实

出发，结合自身经历，将故事重点落在

成长、陪伴、爱与情感上。

近期，影片也发布了配音阵容，周

迅担任女首领“阿勿巴吉”的配音，杨

皓宇为成年燃比娃配音，贝伊勒、康春

雷则分别为幼年燃比娃及狗狗“献

声”。 （花花）

本报讯 3月 4日，国产艺术电影

《苍山》将于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专线上映。《苍山》由知名导演郑大圣

监制，青年导演张帆执导，郭柯宇主

演，曾入围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

主竞赛单元和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也在 2024年北影节和冬

暖影展等多个国内外电影节展的展

映中收获诸多好评。

在草长莺飞、大地回春的三月，

现身银幕的《苍山》将以平静、克制的

口吻，娓娓道来一段关于亲情与故乡

的惆怅往事。与丈夫分居多年的小

妹，独自带着儿子在上海谋生。罹患

老年痴呆的母亲急需照护，于是她不

得不返回老家苍山。小妹试图平衡

两边截然不同的生活，送母亲安然离

开，也与过去和解、作别，却发现人生

际遇恰如随风远行的种子，只能暂时

在故土落脚，终究会去向更远的地

方。从“衰老”“疾病”起笔，《苍山》收

敛起过分的情感舒张，以细腻的女性

视角为现实和生活之苦覆上一层柔

纱，进而徐徐抛出并探讨生与死、旧

与新、漂泊与归属等每个人无可逃避

的人生命题。

在《苍山》里，故事主角“小妹”是

影片概念的核心体现。在片中，演员

郭柯宇对“小妹”的演绎不露痕迹、静

水深流，她那张不染铅华、沉静从容

的素净脸庞，成就了《苍山》生发无穷

的悠长意蕴。面对生活中针刺般的

不如意，小妹总能用一股柔风般的善

意和温柔，拂拭、梳整生活的浮尘和

其内里的褶皱。生活的压力、故乡城

市间的奔波和拉扯没有磋磨掉她对

生活的情思意趣，身处万变生活之

中，小妹仍然有自己的追求和坚持。

“小妹”这一角色更承载、寄托着

《苍山》想要表达的深厚情感，导演张

帆借助她的目光和行为，传递着对故

乡的留恋，和对其在心理层面终将远

逝的惆怅。张帆一直在外地漂泊，已

经多年没有回到故土。偶然得知家

乡的名称从“苍山”改为了“兰陵”，这

让他感受到一种错位般的迷茫和困

惑，更觉察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沧海

桑田。此般心境促成了导演创作影

片的初衷。《苍山》里小妹面对亲人离

去、故乡变迁的无措与陌生，或许是

每个漂泊在外的人的隐痛。种种人

生体悟包裹在影片中貌似不加介入

的平淡，却更能让《苍山》触及生活的

本质和心灵的深层。

寒冬已过，万物迎春。旧年里的

团圆守岁、烟花绚烂还在记忆中尚未

消散，人们却早已离开了自己的“苍

山”，努力在他处的生活扎根生长。从

一个女性的故事出发，《苍山》诉说着

“前路与故土”这一二元对立中折叠的

不同人生，既殷切期盼游子的回归，也

为他们的远去坦然饯行。《苍山》将于3
月4日于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

上映，不妨买一张回乡的影票，在光影

之中回味熟稔和温情。 （影子）

中国大陆导演首获“银熊”

霍猛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上美影动画《燃比娃》柏林首映

《苍山》3月4日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第六届“欢乐春节”中国电影节在马耳他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