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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出品”打造“海上盛宴计划”

本报讯 在 2023 年 12 月 28 日世界电影诞生

日，中国电影博物馆分别与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

会、中国影协电影博物馆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举

办线上线下系列活动，探讨电影与文旅融合、电影

与美好生活。

当天下午，中国电影博物馆与北京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共同举办的“电影发展与文旅融合”圆桌

会议——“永不落幕的北影节”系列活动在馆内

举办。

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黄晓伟在致

辞中表示，电影就像一张文化名片，不仅以其特有

的艺术形式向观众讲述着城市的自然风貌和人文

精神，更成为促进城市文旅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电影博物馆旨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邀请业

内专家和领军人物相约影博，共同探寻电影文化

与城市精神的血脉交融，探讨电影与文旅产业的

融合发展，探究电影节展与地域文化的深度链接，

进一步发挥电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独特的牵引带

动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电影力量”。

圆桌会议举行前，中国电影博物馆研究部加

挂的“馆刊编辑部”正式更名为“电影史研究所”，

这是影博主题教育大调研成果的成功转化，意味

着中国电影博物馆将进一步致力于搭建与学界、

业界以及馆校合作的研究平台，深入挖掘电影历

史资源、传承电影文化，使之成为助力文化强国建

设的重要载体，在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传统文

化创新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做出更多贡献。

此外，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为中国电影博

物馆和首创郎园Station授予“永不落幕的北影节”

系列活动特约合作伙伴牌匾及证书。

圆桌会议环节以“电影发展与文旅融合”为主

题，邀请活跃在电影数字制作、艺术研究、电影节

展、文化旅游等领域一线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电影

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用电影讲好北京故事的实践

和思考。嘉宾认为，电影人造梦，而文旅是电影必

然的延伸，可以与电影形成交互赋能的关系，未来

“电影+文旅”还有更多待探索的空间和可能。

当日，中国电影博物馆还与中国影协电影博

物馆工作委员会部分成员单位举办“经典再现

——中国电影回顾”展映活动，线上放映影片《西

洋镜》，如皋、大理等城市线下放映影片《定军山》

（2005年版）。中国电影博物馆还在馆内播放“电

影诞生日”圆厅主题视频和《工厂大门》《婴儿的早

餐》等四部 1895 年首次放映影片的片段；巨幕影

厅展映了经典 IMAX 科教片《探寻外太空生命》

《北极荒原》，微视频直播《摩登时代》《城市之光》

等卓别林经典电影，共同营造“电影资源赋能美好

生活”的浓郁氛围。 （姬政鹏）

本报讯 2023 年 12 月 22 日，由广西壮族自治

区电影局、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组委会、中共南宁

市委宣传部主办，南宁大地飞歌文化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南宁市外事办公室承办的2023年第

七届中国—东盟电影展映开幕式在南宁民族影城

民族大道 IMAX 店户外广场启动。

本届展映活动首次纳入中国一东盟（南宁）文

化月系列活动，是举办以来参与展映国别最多、展

映影片数量最多的一届，内容将比往届更丰富、更

新颖、更时尚，表现形式更加多元化，共融性更强，

以放映中国和东盟国家优秀影片为主线，贯穿专

家影评、电影主题快闪、电影主题潮玩街市集等丰

富的文化活动，让四海宾朋感受和体验魅力南宁。

开幕当晚，影迷们与泰国、缅甸、马来西亚三

国驻南宁总领事馆总领事一起相聚民族影城，通

过参加开幕式和观看印度尼西亚影片《爱之屋2》
的首映场，见证本次展映活动的开启。经过现场

了解，其中不少观众是参加过历届展映活动的忠

实影迷。影迷们纷纷表示，不用走出国门，走进民

族影城即可从电影中充分领略和浏览东盟国家的

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

在影院的户外广场上，一场逛电影潮玩主题

街市也同时开市，此次市集为期两天，汇聚了文创

产品、风味小吃、新潮时尚饮品以及部分具有东盟

国家文化特色的美食、文创产品，打造一体化看、

玩、逛、乐交融的文化市集，营造电影展映的活动

氛围，彰显南宁的城市特色与活力。

从2017年至2022年，中国—东盟电影展映活

动成功举办了 6届，共展映了中国、印度尼西亚、

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新加坡等7个国

家的优秀电影 45部，放映场次累计 142场，1.2万

多人次的中外观众观看参展影片。

南宁是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一带

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枢纽城市，区位优势独

特，中国—东盟电影展映活动搭建起中国与东盟

国家电影业交流合作的平台，本次展映活动通过

电影搭桥助推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为南宁市建

设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国际化大都市贡献力量。

（赵丽）

本报讯 2023 年 12 月 28 日，重大革命历史题

材电影《绝地重生》首映式在北京中影国际影城

(党史馆影院)举行。

2020年 1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

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

的动人故事，比如，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西南联大

教育救国的故事，闻一多发表‘最后的演讲’、舍生

取义的故事，‘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

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的故

事，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等等。要把这些

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

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

讲话精神，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策划，联合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国企业报》股份

有限公司等，从 2020年 3月开始，历时四年时间，

创作推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绝地重生》。

“讲好五个故事”是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的迫切

需要，也是云南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作生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绝地重生》的目

的，就是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用电影的方式还

原和讲述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案例——四渡赤

水”，更加深入地展现“扎西会议”背后的深刻内

涵，更加立体多样、生动形象地讲好“五个故事”，

为加快文化强国、文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观影后，观众代表上台分享观后感。大家谈

到，影片《绝地重生》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

和忠诚，又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极具胆识谋略的

政治智慧和军事智慧，特别是影片的人物形象塑

造，真实感人……一个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避

免了落入以往“脸谱化”“高大上”的俗套”。

电影《绝地重生》出品人、总制片人王川，总监

制蔡传道，导演、编剧邱怀阳，导演聂军先生，毛泽

东饰演者王斑、周恩来饰演者侯祥玲、朱德饰演者

王韦智，贺子珍饰演者曾培等主创人员与观众见

面交流拍摄感言，并回答观众问题。

参加观影的国资委所属央企党员代表表示，通

过电影《绝地重生》，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

个伟大革命领袖的形象，看到了他高瞻远瞩的政治

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

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心系

人民的赤子情怀、坦荡宽广的胸怀境界、艰苦奋斗

的优良作风。今天，我们就是要把他开创的事业继

续推向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的贡献。 （李佳蕾）

本报讯 历时 6 年筹备、3 年制作，上

海原创、上海拍摄、上海出品的电视剧

《繁花》2023 年 12 月 27 日迎来首播。12
月 28 日，沪语版登陆央视八套。这也是

该片出品方上影集团继电影《爱情神话》

之后出品的又一部“海派精品”。《繁花》

出品人、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

儿表示，抓大作品、出大制作、创大 IP，形
成大的影响力，是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

交给上影的重要任务，也是上影新战略

的重要目标；作为上影精品内容战略的

重要项目，《爱情神话》《繁花》将成为上

影“海派盛宴计划”的起点，一系列海派

影视作品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之中。

《繁花》改编自上海作家金宇澄获

“五个一工程”奖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

说，演员胡歌、马伊琍来自上海，唐嫣、陈

龙、张建亚、张芝华以及联合导演程亮等

等更是来自上影。而作为主要拍摄地，上

影车墩影视制作基地更是在这3年多里亲

历了“繁花”绽放的全过程。2020 年初，

《繁花》进入筹拍阶段之时恰逢新冠疫情

初起，他在上海唯一看中的影视基地也因

资金断裂陷入“烂尾危机”。上影得知之

后，本着打造“海派精品”的一颗初心，以

最快速度投资 5亿元收购了昊浦基地，为

“繁花”怒放铺好了最基础的土壤。此后，

以“百年上海”为特色的上影车墩基地（上

海影视乐园）又根据剧组需求，在疫情之

中全力以赴投资建设，1:1 复刻了剧中的

逐梦之地黄河路以及进贤路。

上影车墩基地道具库的老师傅颇为

自豪地告诉记者，剧中有 3000余件道具、

2900 余件服装出自上影道具库，“这里是

上影的宝藏之地，这些道具都是我们收

藏的 90 年代原件，足以真实还原当年上

海人的生活。”黄河路上霓虹灯，是 90 年

代上海最具有标志性的符号。记者了解

到，上海影视乐园黄河路上足足装了 24
座大型霓虹灯和 50 多块店铺招牌，这些

霓虹灯均是在车墩基地现场生产——现

场的霓虹灯制造车间超过 1000平方米。

作为上海电影的标志性企业，上影对

于沪语文化、海派文化的传扬有着丰富的

经验和不变的初心。王健儿表示，作为上

影“十四五”精品内容战略的重要实施载

体，上影正加速海派 IP的整合开发，推进

新生代海派创作，打造“海派盛宴计划”。

“海派盛宴计划”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是致力于将载入影史的海派作品重新

推向大众视野，通过重制沪语配音、4K 修

复等方式，重现海派经典。目前，首部荣

获政府奖的上海电影《乌鸦与麻雀》已在

筹备沪语配音版。2023 年 11 月，沪语原

声版《大李小李和老李》又作为北京“谢

晋百年诞辰纪念展”的开展影片亮相。

二是锻造新的海派精品影视，依托上影

“名导合作计划”“新人新作计划”，打造

以沪语为特色、以现实为底色的“新海

派”。目前，《爱情神话 2》计划于 2024 年

3 月在上海开机，将延续前作班底，立足

女性视角捕捉当代上海都市话题；《拼

桌》（原名《二食一餐》）已于 2023年 11 月

杀青，关注新型社交模式“饭搭子”，是上

影“新人新作”重要项目之一；《我与AI的
缓慢战斗》（原名《八月城事》）由上影编

剧独立创作，将通过一个浪漫故事折射

出上海这座城市的人文风貌和城市

品格。

王健儿表示，影视文化与城市魅力交

相辉映、互相成就，海派电影始终是中国

电影高质量发展、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

重要力量。上影将加快推进“精品内容”

核心战略，持续打造具有海派大 IP潜质

的作品，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海派，打

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影子）

本报讯 日前，新浪潮论坛年终特别场

在京举行。论坛邀请北京电影家协会主

席、导演、监制黄建新，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会长李少红，博纳影业集团行政总裁蒋德

富，笨小孩影业联合创始人李亚平，影评人

谭飞，《消失的她》导演崔睿，猫眼娱乐高级

副总裁、猫眼影业总裁张博，工厂大门影业

创始人黄旭峰，编剧、导演张小北，万达电

影综合中心副总经理兼发行部总经理邢端

端，中影股份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宣传推

广部经理袁媛，东方美之影业总经理讲武

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彭

侃，资深影院经理、微博2022最具影响力电

影大V 董文欣从内容创作、宣传营销、发行

放映三大领域解读2023电影行业的创新与

转变，探索未来电影行业发展趋势。

“碎片化”改变了新一代群体、年轻观

众、年轻用户获取内容的方式，而这一方

式与拥有完整场域的影视消费有着明显

区隔。碎片化时代下，从创作者角度来看

要如何应对年轻观众耐心缺失的问题，并

打出电影的优势？ 黄建新表示，电影与碎

片化抢夺的并非是内容赛道，而是观众时

间，要么创作出全部人都可以强烈感知的

电影，要么做好电影中碎片化不能构造的

部分，这样碎片化才没法替代电影。李少

红则认为，下一代人的观影习惯和需求完

全不一样，他们需要碎片化的，也需要电

影长视频，创作人员需要更关注观众放弃

作品的原因，以及作品表达的内容能否更

加吸引人，怎么更加吸引人。

探讨完“碎片化”，与会嘉宾继续聚焦传

播端，给不同类型的电影找到“对”的观众。

面对如何做好档期营销这个议题，《消

失的她》导演崔睿从创作者角度表示，把影

片本身做扎实更重要，比如今年暑期档很

火爆，好的电影有时也能带动所谓比较冷

的档期，因此大家不用过分扎堆在一起，要

让观众能持续不断有好的作品可以看到。

当讨论到全年档期的“排兵布阵”时，猫

眼娱乐高级副总裁、猫眼影业总裁张博表

示，定档是一种相对可以计算的逻辑。如

《满江红》这类有“流量开局”的大制作、大成

本作品更适合大档期，而《扬名立万》《拯救

嫌疑人》这些作品的票房相较于大档期作品

略逊一筹，但在冷档期中取得了较好的票房

成绩，相对其成本和宣发投入来说，更是“黑

马一匹”。因此，在档期的排兵布阵上更应

考虑到类型差异和大家对影片的定位、市场

认知以及这部影片的相对票房判断。

张小北认为《封神第一部》借助点映

与路演营销大放异彩，特效厅的点映策略

对电影早期口碑释放帮助非常大。张博

表示在乌尔善导演与观众打成一片的背

后，潜藏着主创和内容对用户的充分尊

重，让用户的参与感得到了正反馈。路演

的意义也从单纯为了更好排片转变为主

创和用户的“双向奔赴”。

黄旭峰对中小成本电影的市场经验

进行了分享。他表示自己 2023年参与的

两部电影《永安镇故事集》与《河边的错

误》截然不同，《永安镇故事集》定档 9月 8
日可能并不合适，主要因为暑期档过后，

观众的观影需求被海量消耗。《河边的错

误》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这要感谢整

个宣发掌控，一开始定的调子就绝不是犯

罪悬疑，将其标准地当成一个艺术片来

做，留了很多空间给“河学家”。

在第三轮讨论中，行业链条里身处不

同岗位上的嘉宾围绕“分线发行”进行了

热烈讨论。

谈及分线发行未来应当如何优化，讲

武生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与整个院线共

同建立影片的提前市场。二是通过排他

的分线提升综合判断力。而袁媛作为发

行界人士认为，要在判断产品的过程中做

多维度判定，把影片本身做标签化分类，

并根据影片做更精准的投放。此外需更

多地听取影院放映的意见及反馈，让大家

共同参与、一起优化。彭侃提出应完善档

期协调机制、观众调研机制等配套机制。

对于这一观点董文欣也表示认同，另外她

谈到影院需做好自己的营销策划。邢端

端则从片方角度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

片方需了解影片的定位；第二，希望片方

能够尽早定档，让院线影管提前了解作

品，方便影院进一步在终端配合片方及发

行方进行影片营销和推广。 （姬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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