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小耿是在上影节开幕前的一部电影

首映式上碰到的，我们是同行。首映式在宁

波，他拖着大行李箱，从济南赶过来，宁波这

一站的采访结束，他立马就赶去上影节了。

小耿是东北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专业

大四学生，现在还在实习期，跟着老师跑电影

新闻。他拿出平板电脑，打开的表格上，密密

麻麻标注着从 6 月 9 日到 18 日，自己打算打

卡的上影节观影场次。

“票是和同学们一起抢的，人多力量大，

光《悲情城市》就抢到了六张，其他想看的也

都抢到了。”他乐呵呵地告诉我。

不过，当我在上影节期间，再次碰到小耿

时，他告诉我，因为采访忙，很多电影都没看

上，只能转让给朋友了。但他还是乐呵呵的，

能采访那么多电影人，让他很开心。“我高考

时，就想学电影，当时也不太懂艺考，就放弃

了。后来，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电影，家里

人也支持我，我的目标是考北电的研究生。”

去年，小耿与北电擦肩而过，今年他准备

再战，“进入北电，才算踏进电影圈半只脚。

我的梦想是搞创作，当导演。”

今年年初，小湾刚从北京一家影视公司

辞职，她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做了几年编

剧，有点遇到职业瓶颈期了，想歇一阵。

她来上影节是为了看片充电的，早早就

订下上海影城附近新华路的酒店，还很专业

地针对展映片做了功课——不像初级影迷挑

的都是经典老片，作

为业内人士，小湾瞄准的是近年来欧洲三大

电影节的获奖影片，“我想看的片子，很多人

不知道，所以不算难抢。”

作为一位在豆瓣阅片量过万的资深影

迷，每在上影节看一部片，她都会在豆瓣上写

个短评，打个分。

“了解世界电影最新潮流很重要。电影

也是一种媒体，不学习就很容易过时。虽然

我还不到 30 岁，但也要有危机感，不然很难

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

本届上影节，她看了 30 多部电影，票价

支出大约三四千元，加上食宿总支出万元左

右，“看得不算多，但看电影要脑力体力兼备，

看完还要消化消化，贪多嚼不烂。”

这 30 多部电影中，有入围今年柏林电影

节全景单元的《中年女性》、获去年戛纳“一种

关注”单元评委会心动奖的《摩托竞技会》、去

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遗珠《高墙之外》、获去年

柏林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的《音乐》等。还有一

些平时不太看得到的大导演的片子，比如贾

木许的《黑狗杀手》、洪常秀的《在水中》。

【记者观察】

今年的上影节展映，和往年一样火爆，近

450 部中外佳片，在 6 月 2 日开票当天就全部

售罄。

影迷心中上影节的观影“圣地”上海影

城，装修一新后在 6 月 9 日正式回归，首日就

拿下全国票房冠军。其他老牌影院“大光明”

“和平”“美琪”也都是场场爆满，几乎每场电

影开场前，都有不甘心的影迷在求票等待。

今年来捧场的，不仅有长三角地区的影

迷，还有像小耿、小湾这样从山东、北京赶过

来的。他们对电影的痴迷不仅带动了参与展

映的上海 41 家影院的票房，还带动了影院周

边住宿、餐饮。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电影的热爱，让人再

度看到了电影的魅力。

王姗姗和陶美岑是四川《科幻世界》杂志

的员工，我是在上影节的电影市场上，路过她

们展位的。

当时，陶美岑在埋头整理文字资料，王姗

姗在接待咨询影视版权的客户，她是这册炙

手可热的科幻杂志的影视负责人，因为来咨

询的人特别多，每天都很忙。

王姗姗说，《三体》《流浪地球》影视化成

功后，带火了科幻文学作品的影视版权热。

除了刘慈欣的作品，据她所知还有很多作品

的影视版权已经名花有主，不过科幻作品影

视化需要时间，想看的观众还得再等等。

《科幻世界》杂志目前仍坚持纸质出版，

发行量还不错。王姗姗很自豪：“大刘也反哺

了我们，很支持我们。”《科幻世界》上级主管

部门是四川省科协，杂志所在的公司还在筹

备 2023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另一块影视版权

的开发也很热。

2021 年，《科幻世界》完成

了 7 部原创小说的版权开发授

权，谢云宁的《穿越土星环》、鲁

般的《未来症》、灰狐的《楼兰刺

客传》、任青的《还魂》签约融幻

影业，阿缺的《宋秀云》、慕明的《涂色世界》、

孔欣伟的《契阔几何》签约Bilibili，白贲的《十

七年》签约大橘为重影业。目前，《还魂》《穿

越土星环》《未来症》等已进入前期开发阶段。

王姗姗在电影市场的IP影视开发大会做

了发言，透露《科幻世界》也有参与《流浪地

球》第二部的投资和第一部的联合宣发。但

她也提出了一个观点，“《流浪地球》会不会限

制观众对科幻片的审美和认知，认为科幻就

得特效铺满，就是星辰大海，这是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

【记者观察】

王姗姗和陶美岑忙碌身影的背后，是今

年上影节科幻电影的大热。

电影节特别推出了科幻电影周系列活动，

由主题论坛、主题展映和户外放映等组成。仅

主题论坛就有“科幻电影周主旨论坛”“科影融

合论坛”和“电影科技论坛”三场分论坛。

郭帆、王红卫、陆川、董润年、张吃鱼等中

国科幻电影的核心创作者，国际知名视效艺术

家彼得·贝布，以及诸多优秀科幻电影的概念

设计者等幕后主创及科学顾问齐聚一堂，对中

国科幻电影的发展献计献策。此外，上影节期

间还发布了未来几年内值得关注的中国科幻电

影项目，电影市场则举行了IP影视开发大会。

不难发现，今年上影节对科幻电影的力

推，可谓抓住了当下中国电影的热点，这将助

力更多优秀科幻电影出现。

陈清銮是个泰国小伙，在北电国际交流

中心学习。因为中文好，泰国电影办公室电

影商业推广科就请他来展位帮助沟通推广。

我碰到他时，他正在电影市场泰国电影局的

展位前，用熟练的中文热情介绍着泰国当地

的拍摄取景地以及申请拍摄的条件、流程、当

地提供的服务措施等制片方感兴趣的内容。

他说，《泰囧》主要是在曼谷和清迈拍的，

电影大卖后，这两地的旅游业大热。另外，

《唐人街探案》《误杀》也在泰国取景，也带动

了当地的旅游。

其实，陈清銮也是一名导演和制片人。“我

自己也拍一些短片。这几年，中国电影人常去

泰国拍片，我就会替他们做一些顾问的工作。

很多在泰国取景的热卖片，我都有参与。”

他透露，当下就有好几部中国影片准备

去泰国拍摄，年底有部电影还是很有名的导

演导的。

【记者观察】

今年上影节的电影市场全面回归线下，

吸引了数百家专业展商，很多不仅仅是为了

“现场签单”，更是冲着推介和展示来的。

电影市场也瞄准了这个新动态，组织了

“开拍吧！剧组——国际影视取景地推介

会”，吸纳了一批海内外展商来介绍本土资

源、扶持政策以及成功案例。

不过，三年后重启的线下电影市场，面临

着与三年前不同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吸

引力又何在？

泰国电影局的 Immily 说，他们看重的还

是上影节已有 30 年历史，早已成为一个业内

人聚集的专业平台，所以他看好定向推介是

非常有效的。

本报记者 陆芳

昨晚，2023 年第 25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

行了颁奖礼。今天，电影节正式落下帷幕。

2023年的上影节是特殊的一届——

今年，是上海国际电影节诞生 30 周年。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30 年来上

影节将中国电影推至国际前沿，融通中外，文

化互鉴。

疫情后，今年，上影节全面恢复。2020

年上影节只选出了各个单元入围片单，没有

评奖。2021 年，虽然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有评

奖，但没有公布亚新奖的名单。去年，上影节

又延期一年。

钱江晚报记者今年继续全程参加上影

节，这也是第20次参加上影节。

上影节是中国电影的风向标。今年，我

最大的感受是，整个产业尚在恢复中，但年轻

人已迫不及待，参与度特别高。

电影节期间，我和不少年轻人聊了聊，发

现他们是如此热爱电影，而发生在他们身上

的故事，也正是今年上影节带给中国电影最

大的信心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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