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芳（钱江晚报记者）

因为疫情，2020 年全球电影产业受到重创，各种电影

活动纷纷取消或延期，上影节是今年全球第一个正常举办

的国际A类电影节。

今年的上影节必然和以前不同，除了线上线下混合举

行的方式，它以简单的仪式取代开幕式红毯。

同时，电影节公布了金爵奖、亚洲新人奖等竞赛单元片

单，宣布取消竞赛单元评奖，不举行金爵盛典红毯和颁奖晚

会。

一位23年未曾缺席上影节的上海老人，得知开票消息

后，兴奋到难以入眠。老人在媒体上诉说的激动，其实是很

多人的心声。

为什么？

因为上影节的精华——“电影展映”得以充分保留，可

以说，这是在目前几大预计如期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中，最有

特色的一个举动。

这次上影节的展映分为影院展映、露天展映和线上展

映三大部分。影院展映片有320 多部，其中世界首映、国际

首映、亚洲首映和中国首映片有 232 部，分成 36 个大小单

元，在29家指定影院上映，包括费里尼、夏布洛尔、北野武、

吴贻弓等大师的电影。

因为上座率不能超过30%，也使得影迷大叹这是“史上

最难抢票的上影节”。最受关注的无疑是八部连映的《哈

利·波特》系列，另外《八部半》《千年女优》《红辣椒》《白发魔

女传》《大都会》《行骗天下JP：公主篇》《甜蜜的生活》《1917》

等等，几乎一开票就被抢购一空。

影迷除了把自己的网名改成各种“求票语”，还用剧照

做了表情包，在微博、豆瓣、闲鱼等平台“奔忙”。但是，摆在

面前的现实是——想收热门电影的票实在很难，或许，拿心

爱的一部电影换更心爱的另一部，还可以一试。

对资深影迷来说，在手机上看电影是暴殄天物，电影一

定是属于大银幕的。等周遭的一切都暗去，一屋子人大声

笑、放声哭——只有在电影院里，才有这样的观影体验。这

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念电影院的原因。

电影节又把电影的魅力放大了十倍，还不止。

在电影节，可以看最新的电影，看平时看不到的电影，

甚至一头扎进去——每天看四五部，把看片变成日常。

在电影节，你会忙碌奔波于各大影院之间，也会遇到志

同道合的小伙伴，口罩后，点点头，相视一笑，这就是暗号。

如果你在地铁上看到一个人在翻看电影手册或者拿着

票根和周边，都会倍感亲切，无论多宅，你都想鼓起勇气问

问他打算看什么电影，看了什么电影。

当“红毯”、“明星”、“典礼”都因疫情取消，今年上影节

最大程度保留了让影迷狂欢的影展部分，真正回归电影本

身，如此纯粹，又让人沉迷。

近年，随着观众审美水平大幅提升，院线电影已很难满足

资深影迷的需求，上影节和北影节则是每年两道电影大餐，无

数观众会坐高铁、打飞的，跨越千山万水，只为看一场电影。

对于观众而言，电影节只是看电影；而对于电影工作者

和投资人而言，电影节也可以只是看电影，关于产业的事

儿，留在“END”之后。

随着上影节的开幕，北京电影节也传来将在 8 月下旬

举办的好消息。如果你是影迷，上影节没抢到票的，可以准

备好抢北影节的票了。

那么，约起，走！看电影去！

（金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电影节
只是用来看电影的

孙雯（钱江晚报记者）

墨脱很远，墨脱又不远

从杭州到墨脱，如果按手机地图的指示

驾车前往，行程3359公里，用时45个小时。

墨脱很远。但墨脱又不远，它与杭州

仅有“一车书的距离”。

央视记者何盈和杭州晓风书屋掌门

人朱钰芳大概都未想到，“运一车书到墨

脱”这个活动，会在一个月时间内，由两个

人的筹谋，变成一个全社会参与的文化事

件。同时，一车书也变成了三车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一

句老生常谈。而从这一车车即将驶往墨

脱的书车上，我们感受更深的是：书籍是

沟通的桥梁。

因为书，仅有几面之交的何盈与朱钰

芳，将各自存于脑海的想法付诸实际。

她们——一位关注到墨脱地偏路远，

孩子们很少能接触到课本以外的图书，导

致知识面难以拓宽；另一位则长期致力于

全民阅读的推广，一次次地将杭州的书，

运抵孩子们需要的地方。

2013 年底，墨脱通了公路。从此，一

辆辆车穿越雪山，抵达曾是秘境中的墨脱

县城。既然这条318公路可以运送其他东

西，那为什么不从杭州“运一车书去墨脱”？

当何盈与朱钰芳就这个想法一拍即

合时，一个叫“运一车书去墨脱”的微信群

也开始了它的扩容。

从 6 月底，每天都有大量捐书“现场”

在群中发布。几百张照片，人物各不相

同，但有一点几乎相同——背景是书店，

前景是书籍。

一本本书，从湖州、绍兴、金华、舟山、

丽水⋯⋯汇集到杭州，从未分拣之前的

“书山”上，可以看到这些书的来处：学校、

银行、机关、文化单位、媒体、个人。

一个个相遇，因书而起

既是桥梁，书便造就了一个个特别的

相遇。

数十家杭州中小学老师为此吆喝，全

省特色书店主理人倾力牵头，数不清的家

庭在参与⋯⋯8万册图书中的每一本，都凝

聚了这个夏天很多人的汗水。其中，我们

还可以看到丰子恺曾孙丰睿先生的转发助

力，郑振铎的孙子郑源先生寄来的赠书。

这些相遇的背后，是浙江的全民阅读

建设在发力——大量的机构和个体，都有

充沛的阅读资源，这些书在阅读者用以完

成自我建设之后，又承担了另外的使命：

对需要它的人，无偿赠阅。

正是那些“美美与共”的期许，驱动着

一双双手，捧出一摞摞书。

“运一车书去墨脱”。由此相遇的，不

仅是书，不仅是人，还有插上了翅膀的情感。

浙江的孩子，为墨脱的孩子留下了一

张张稚拙的字条，他们邀请远方的客人来

看看浙江的青山、湖水、江河、海洋⋯⋯

“运一车书去墨脱”，一个“运”字，注

定了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为什么不募集捐款购买图书去赠予

墨脱的孩子呢？事实上，浙江的很多企业

管理者，也注意到了这个活动，并表达了

捐款的热情。但何盈和朱钰芳一一婉拒。

“运一车书去墨脱”是要浙江的孩子

们将亲自挑选自己阅读过的图书送到墨

脱。在何盈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墨

脱的孩子，也是在帮助浙江的孩子。

孩子们在拿出一本书的同时，也要完

成一个来自内心的发问。比如：墨脱在哪

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由此，进一步

了解我们的国家还有那么多与我们不同

的地区，那里的孩子们过着与我们如此不

同的生活。

同样，墨脱的孩子也会因为这些书去认

识世界，去了解处在中国东部沿海的浙江。

就如何盈说的那样——

我们送去的书到底是什么？应该就

是一个纽带吧，把和风细雨下的杭州和千

里之外一个叫墨脱的地方连接起来的纽

带。这些书也是一份念想吧。一个你每

每想起都会对自己会心一笑的念想。

一车书，不仅仅是一车书

除了纽带，还有书店人的用心。

这一个月内，全省的很多书店，都成

为“运一车书去墨脱”的站点，为了参与这

场“运送”，更多人走进了书店，他们可能

买书，也可能不买书，但所有的人都会翻

一翻才离开。

而浙江的书店人，日复一日地在这

“翻一翻”中，成为打造全民阅读的重要力

量之一。

如今，第二条进入墨脱的公路——派

墨公路也即将开通。何盈曾在三集专题

节目《新墨脱日记》中说，她与墨脱那些老

朋 友 的 下 一 次 见 面 不 会 再 有 9 年

（2010-2019年）那么远。

因为路的畅通，“下一次见面”提前

了。

而因为书的沟通，“下一次见面”再次

提前。

这个夏天，即将前往墨脱的何盈，还

将把曾在杭州展出过的丰子恺作品展带

到墨脱去开展。对于墨脱而言，一车书也

不仅仅是一车书。

因为阅读，人心无距。

从杭州到墨脱
只有一车书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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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一车书去

墨脱”

7月22日，大暑。在杭州祥园路38号的晓风物流，志愿者将8万册图书进行

了最后的整理。这些用尼龙绳、食品袋、时鲜果蔬包装盒捆扎的书，来自浙江各
地读者的捐赠。现在，它们被码得整整齐齐。

一个月前，央视记者何盈和杭州晓风书屋共同发起的“运一车书去墨脱”活
动至此已经进入了整装待发的阶段。如果路况允许，7月末8月初，8万册书将从

杭州运往西藏墨脱的学校、乡村书屋、图书馆⋯⋯

7月25日，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上

影节）正式开幕。
20日影院复工，人们憋了半年的观影热情也因

为这场电影节集中迸发，这一天的上午8点，电影节
展映活动正式开票——5分钟，近10万张电影票被

抢购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