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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霆钧）6月13日，由朱塞

佩·托纳多雷担任主席，黄渤、咏梅、基兰·饶、

伊万·冯德、萨纳西斯·卡拉萨诺斯、杨荔钠组

成的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

赛单元评委会，正式和媒体见面。评委们表

示，在上影节这样的“重量级电影界盛会”欣

赏和探讨国际电影人的作品“令人激动”，他

们也期待能够发现惊喜，期待“上影节为影史

留下几部经典”。

想在上海找到“最大满足感”

今年，金爵奖评选和国际影片全球征片

收到来自119个国家和地区的3900余部影片

报名，创历史新高。备受关注的主竞赛单元

的12部入围作品中，11部为世界首映，1部为

国际首映。

“我来过中国很多次，每次都会带着美好

的回忆离开，不过，我还没有来过上海。”意大

利导演、编剧朱塞佩·托纳多雷说，上影节曾多

次邀请他来参加，因为工作档期屡屡错过之

后，这次“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来认识和接触一

下这座美丽的城市”。不过，他想来的更重要

原因，还是因为电影，“作为电影人仅仅拍片还

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满足感”，只有和参

与评审的同事“一起欣赏全世界电影人拍摄的

电影，并一起深入探讨这些电影，才是一件非

常令人高兴、令人激动的事情”。

很多国际评委也都表示期待此次的上海

之旅。阿根廷导演、编剧伊万·冯德说，如此

期待是因为“电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人类不

同之处，我们正在开启非常有意义的旅行”；

希腊制片人萨纳西斯·卡拉萨诺斯说自己带

着“敞亮和开放的心态”来的上海，能作为评

委会成员“与意大利著名电影人朱塞佩在一

起工作，非常开心”；印度导演、制片人、编剧

基兰·饶是第一次来中国，来自印度孟买的她

“特别喜爱上海的电影氛围”，而上影节则呈

现出了“一场视觉盛宴”。

相比而言，国内评委和上影节都有着极深

的渊源。2017年，中国演员、导演黄渤曾凭借

影片《冰之下》中的表演，收获第20届上影节金

爵奖最佳男演员奖。此次角色的转换，他深情

表示“上影节是一个造梦的地方，这里曾有我

的美梦”，他还希望这次自己的工作“能够造出

更多的电影梦想”。中国演员咏梅此前曾作为

嘉宾参加过上影节的论坛，此次整个电影节周

期都留在这里她“特别开心”，“答应来做评委，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可以从只是表

演的视角跳出来，去听听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给

出的意见，包括导演的、制片人的，这会带领我

进入更好的、更宽的维度去完成对电影的思

考”。中国导演、编剧、纪录片制作人杨荔钠曾

担任过纪录片单元的评委，她的剧情片《春潮》

也曾经在上影节展映，“经历27届的上影节就

像一个电影的天使，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准时准

点在银星皇冠酒店门前，迎接来自全世界各地

的电影人”，她说“让所有人在电影搭建的平台

下实现心灵的沟通与对话”，正是“上影节的核

心精神”。

期待上影节为影史留下经典

每一届的评委见面会，评判标准都是外

界关注的焦点，评委们虽然不便透露，但又总

是金句频出。“能够到这一步的影片，都非常

棒，值得恭喜，”黄渤说，他们此次“就想找到

真正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电影”，“希望在这一

次上海国际电影节能够留下一部或者几部能

够进入到电影史当中的电影，那就是我们最

大的期待。”

作为评委会主席，朱塞佩·托纳多雷的

《天堂电影院》曾经影响过世界无数电影人，

但他仍然谦虚地表示，希望从同行那边得到

更多的启迪。“每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

我不想已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想法，已经有

一个特定的、我想达到的目的，我不喜欢这

样。”他说，自己一直期待的是惊喜，“当所有

灯光都关闭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黑黑的影

院看电影，我其实就是观众，我会全情投入，

先深入了解它的内容。此后，才会希望这个

电影能够对我有所启发，能够让我从中学到

东西。”

评委们当然会有争论，但他们普遍认为，

这是一件好事。黄渤说，评奖“最可怕的就是

几位评审都喜欢‘吃甜的’”，这样会让评审结

果“很可能往一个方向倾斜得很严重”，不同评

委口味的差异性，“其实保证了最后的公正

性”。伊万·冯德也认为，这是电影本身的魅

力，“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一起庆祝我们的不

同、多样性，共同分享我们共同性”。基兰·饶

称自己“听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声音，会非

常兴奋”，因为“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

场景，本就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电影发展趋势”。

他们期望在上海能达成更多的一致，为

影坛留下好作品。萨纳西斯·卡拉萨诺斯说

自己永远“都是用开放的心态看问题”，电影

“没有一成不变的处方或者秘诀，让自己在商

业上取得成功，完全是靠创作过程中自己潜

力的挖掘”。塑造过很多经典角色的咏梅，从

表演的角度说，评选中她觉得“能打动人心的

表演就是最好的表演，我觉得只要打动人心，

就一定是具有穿透力的”。

杨荔钠对“好电影”的评价标准，很有诗

意，“再过十天，电影节会闭幕，观众会离开影

院，那个时候我想会不会人们记住的，是在我

们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这些影片能带给我

们的勇气和善意”。朱塞佩·托纳多雷也说，

在看电影的时候，所有评委都会从自己的角

度出发进行讨论，会进行思想的碰撞，“哪一

部电影最能打动我们每一位的内心，这一部

电影一定就是获胜的电影”。

见面会结束后，各位评委将投入繁忙的

评选工作，为本届金爵奖评选出最佳影片、评

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

员、最佳编剧、最佳摄影、艺术贡献奖等奖

项。所有奖项将于6月21日在上海大剧院举

行的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

本报讯（记者 赵丽）6月15日，第二十七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纪录片、

动画片、短片等单元的评委先后亮相媒体见

面会。虽然领域不同，但创作的核心思想一

致，这些评委都期待在金爵奖的平台，能够看

到新意，和创作者们一起探索未来。

▶ 亚洲新人单元：在梦开始的地

方，看到新人真诚的作品

今年是亚洲新人单元创办的第 21个年

头。在下一个20年开启之年，该单元颁奖典礼

也将首次与金爵奖颁奖典礼合体，继续践行

“立足亚洲、关注华语、扶持新人”的定位。该

单元评委会主席、日本导演、编剧三宅唱，中国

导演、演员董子健，越南导演、编剧范天安，泰

国导演、编剧纳瓦彭·坦荣瓜塔纳利，中国演员

张子枫等评委，在见面会上都结合自己的成长

经历，充分肯定了上影节对新人的扶持作用。

三宅唱回忆，自己在新人时期得过一些

奖，“但其实很多时候我并没有得奖”。但是，

作品能够被电影节选中参与评奖，已经是新

人导演的成功，“它能够被完成，我就是带着

一种祝福的心情去看待的”。他把自己的经

历和感想告诉年轻导演，“评审团可选不选一

部作品，不一定是说这个作品好或者不好”，

所以“拿奖了当然非常好，鼓励自己会创作出

来更多优秀的作品，但如果没有拿奖，我希望

你们能够初心不变、坚持创作”。

自称“上海国际电影节是我梦开始的地

方”的董子健，也回忆了自己在上影节和这个

单元的往事。他幽默地说：“10年前我也站上

了亚洲新人的颁奖舞台，但很遗憾，我既不是

入围者，也没有拿奖，我当时是主持人。”他如

今是导演和演员的双重身份，两个身份他都

经历过新人时期，“作为新人演员的时候，我

紧张得睡不着觉，作为新人导演的时候的我

兴奋得睡不着觉，反正都没觉睡”。这样的经

历也让所有人都会心一笑，他说，新人无论遇

到什么挑战，“只要坚持下来，就将会成为一

段无比美好的回忆”。

目前作品“只有 2部短片和 1部长片”的

范天安，进入电影行业的时间还不是很长，但

他已经引发了亚洲影坛不少的关注。他说自

己“首次来到上影节，也是首次担任这样的电

影节的评委”，但从小看中国影视剧的他，“一

直幻想自己能成为这部剧或者电影的主角”，

所以他对中国“非常亲切熟悉”，“受中国文化

影响非常大”。除了评委工作，他也把自己当

成了来上影节平台寻求更多合作机会的新

人，“希望能和中国的创作者有更多交流，将

来有更多合作空间”。

纳瓦彭·坦荣瓜塔纳利的入行，是从编剧

开始，然后才转型做的导演。从新人阶段走

过来的一路感悟，被他总结了出来给“后来

者”：“从编剧做到导演是个好的方法，因为这

样可以帮助自己从整个故事去把握一部电

影。在片场，如果说故事部分需要修改，也可

以不用去找别的编剧，因为自己就能去改，非

常自由。总而言之，先做编剧是非常好的学

导演、学电影拍摄的方法。”

经常来上影节但第一次以亚洲新人评委

身份出现的张子枫，说自己还是“会十分紧

张”，作为年轻的演员，她希望在和导演们一

起的探讨过程中，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尝试”

来提升自己。“我很希望每一位创作者，包括

我自己，去寻找创作中的‘不确定’，这样才会

让整个过程变得有趣、动人。”她说，在影视行

业的年轻创作者们，需要有珍贵的“真诚和热

爱”，“它可能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要一直

去寻找和保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有了它，可

以做成任何事情，哪怕结果是未知的”。

对于评奖的过程，评委们都表示“不会带

着先入为主的意见去评判”，他们希望看到

“忠于自我，倾听来自自己内心深处声音”的

作品，因为“技术都可以学，经验也都可以累

积，但真诚是无可替代的”。

▶ 纪录片单元：纪录片就是每个

人精神生活的一方岛屿

因为创作者们的不懈努力，如今纪录片

的魅力，正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受到观众的

青睐。在金爵奖纪录片单元评委会媒体见面

会上，评委会主席、英国导演金·隆吉诺托和

巴西导演、编剧佩特拉·科斯塔以及中国导

演、当代艺术家杨福东两位评委，对当下纪录

片的创作环境，表达了一致的看法。

金·隆吉诺托说在她小时候，纪录片都是

“电视里一个无聊的男中音在旁白，说要我们

去看一下某某人的生活”，但观众们没人想看

纪录片，“都在等着看虚构故事的部分”，“现

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更多的纪录片来到了

影院，即使是非虚构的，也在院线拥有了一席

之地，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纪录片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来自它的题

材内容的丰富性。金·隆吉诺托说，其实“好

的纪录片甚至会让你忘记它是一部纪录片，

甚至会带给你一个虚构故事的感受”，所以

“拍纪录片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有时候它能够

带你去体验的一些场景、一些感情，是普通人

一辈子都没办法体验到的”。

1986年的时候，佩特拉·科斯塔的母亲来

过一趟中国，后来，她出生，母女两人都有了

一个再来中国的梦。这一次担任评委，她终

于可以带着母亲一起来圆梦。“我是第一次

来，看到中国已经实现了高速的发展，高铁这

么快，而且整个社会非常和谐，”相比之下，祖

国巴西的社会生活，让她有迫切的探讨的渴

望，她选择了用纪录片来记载自己的所思所

想，“拍纪录片对我来说是给我打开了别人生

活的一个钥匙。我认为纪录片是艺术的形

式，它可以很好地展现我们和生活、和人生、

和一些重大的命题之间的关系。”

杨福东平时自己在家“一个人待着的时

候”，他的第一选择是“看纪录片”，“无论是什

么样式的，哪怕是地方推介的小纪录片，我都

喜欢看，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

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吸引你的地方”。他说，纪

录片跟其他的艺术创作有相通的地方，“无论

是故事片、叙事电影还是纪录片，它就像不同

的岛屿，对观众也好、创作者也好，它就是每

个人的一个精神栖息地——每个人的精神生

活，就像一只飞鸟，在天上飞，也要在不同的

岛屿降落，去观赏、去生活、去体验。”

对于此次在上海担任纪录片评委，他们

都表示对“能看到世界更多元的电影表达”感

到期待，“其中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惊喜、不

同的思考在里面”。

▶动画片单元：《哪吒2》振奋了整

个动画领域

前不久火爆全球的中国动画片《哪吒之

魔童闹海》，成为了金爵奖动画片单元评委见

面会上的热门话题。由爱尔兰导演、编剧、制

片人诺拉·托梅担任主席，日本导演、制片人、

动画师山村浩二和中国导演赵霁组成的评委

会，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现，对于观众普及、对

于电影工业的积极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不

过，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让观众和市场接受

“基于神话传说等 IP”之外更多元的类型，在

动画产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后，显得尤为重要。

诺拉·托梅说，动画片是“一种非常特殊

的媒介”，它能表达任何形式的故事，“包括奇

幻的或者是现实的故事”。创作者结合手绘

或者 3D等技术把想讲的故事表达出来，并吸

引观众“到银幕前去体验”，这是一个美妙的

过程。学绘画出身的山村浩二也说，自己之

所以转型做动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

的世界是日益变化的，而动画这个媒介正是

反映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变化”。赵霁创作了

多部面对青年人群的动画，他说，动画在全世

界范围内都不仅仅是给小朋友看的，“如今国

内随着动画的发展，大家也有机会看到不同

类型、不同的表达”。

动画的发展日新月异，题材极大丰富，AI
也开始普及，这些都让观众的期待变得非常

高。未来的动画会呈现怎样的面貌，也成为

了评委们热议的话题。诺拉·托梅说，过去20
年，一部动画要获得观众和流量，故事往往变

得“雷同”，创作者在这样的时代更应该“不要

限制自己的想象力，用一种无尽的表达，为观

众带来值得期待的作品”。山村浩二从制作

人的角度说，他如今会越来越关注动画创作

者“放了多少自己的想法进去”，“他是有意还

是无意，有时候刻意的故事就很无趣，但无意

识的部分又很晦涩难懂”，“找到两者之间的

平衡”非常重要。赵霁认为，随着很多年轻人

从动画爱好者变成了动画创作者，“接下来的

五年或者十年，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空间尝

试不一样的内容”，曾创作了《白蛇：缘起》和

《新神榜：哪吒重生》的他，说自己“后面的项

目也会做不一样的内容”。

今年，一部《哪吒之魔童闹海》火遍全球，也

成为三位评委此次的重要话题。作为动画人，

他们对它的成功“感到振奋”。“这对产业来说也

是注入了一个新的力量，它刷新了票房纪录，也

见证了我们动画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能够触达

到这么广范围的观众！”诺拉·托梅说。山村浩

二说，动漫产业发达的日本，“一开始的长片动

画也是来自中国的神话故事《白蛇传》”，在此基

础上才取得了后来题材和技术的长足发展。赵

霁说，他也和同行们有过交流，“这个成绩不仅

仅是振奋了动画领域，还振奋了中国电影，给了

我们一个可能性，原来我们天花板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短片单元：短片在这个时代，隐

藏着巨大的可能性

短片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被受众重视，对创

作者们来说，这意味着出现了很多的创作空间，

“这个领域隐藏着巨大的可能性”，这是金爵奖

短片单元评委会在媒体见面会上表达出来的共

识。由中国导演、编剧、监制杨超担任评委会主

席，挪威制片人莉丝·费恩利和埃及影评人、学

者埃萨姆·扎卡利亚担任评委的评委团，对上影

节的这个竞赛单元也表达了“巨大的期待”，他

们“希望看到最新的、最有的价值的影像创意，

不被院线、不被模式所束缚的影像设计”。

他们认为，短片相较于长片，天生就有不

少优势。杨超说，短片的本质是自由，短片天

生就不受院线和模式的限制，尤其是在短视频

流行的时代，“我们知道一个大电影、一个长片

在今天获得投资，进入电影院面对公众，实际

上它是有诸多限制的。因为很多长片导演一

旦觉得自己在做一件要花很多钱、要对很多人

负责的事的时候，他会变得畏首畏尾，就胆怯

了。”莉丝·费恩利用“少即是多”来形容短片，

“短片往往能在不经意间给到你很多惊喜，它

的自由感能够让很多艺术创作者有更好的发

挥”。埃萨姆·扎卡利亚也认为，因为现在短片

很容易被传播，“可能几秒钟之后，世界上大家

都能够看到，和几十年前相比这个速度快了非

常多”，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开设一个单元来

推广短片，“是非常好的事情”。

不过，作为新崛起的艺术创作形式，创作

者的短片如何从普通人的短视频中区别开来，

成为艺术作品，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杨超

说，看起来谁都能拿起手机拍上一分钟，“但其

实创作更卷了”，因为这一分钟如何能匹配“观

众对一分钟影像的期待和要求度”变成了新课

题，“就需要更大的文本基础、结构基础、影像

基础，其实难度是在逐渐提高的”。莉丝·费恩

制作的短片曾经入围过奥斯卡，她觉得“短片

的关注度可能不如长片，因而也比较难赚钱”，

所以她自己选择合作的短片创作者时，会“更

想看到他们的艺术性”。埃萨姆·扎卡利亚作

为创作者，也仍然在探索短片的表达，“真的很

难说到底谁最重要，是形式上的创新，还是议

题的表达？可能最重要的是要从内心角度去

真正表达，我也正追求这一点。”

本报讯 6月 15日，全国首个动漫主题影院——

上影BOE-α超级影城在上海二次元文化地标美罗城

正式揭幕，6层创新型电影文化综合体“影元社

HAPPY MALL”同步启幕，有望给中国动画电影带来

更多可能性。

动漫主题影院位于美罗城 5至 6楼，改造后，不

仅入口处的上影元 IP周边商店，将“谷子经济”融入

观影体验，影城还引入了裸眼 3D三折屏、LED高科

技放映设备与XR空间计算技术，在观影体验上进行

“跨次元变革”，使观众在观影时如临其境。

在共计6000平方米空间内，上美影经典动漫展、

AI智能萌宠全球首店及人气国漫快闪区，实现电影

与现实的交融，为消费者提供乐园式的“影院+”消费

场景，为行业孵化“电影+动漫”跨界业态、互动娱乐

平台。

“影元社 HAPPY MALL”中，“夏洛特花园”将经

典动漫场景、人气角色 IP与创意料理深度融合；“悦

璞食堂”通过绿植环绕、木质元素与自然光影交织，

营造出沉浸式的森系就餐空间；“开瓶有奇”日间是

精品咖啡馆，夜晚化身氛围酒馆，成为演出前后灵

感碰撞与社交微醺的据点。还有“YUAN 空间”，圆

形的幕布环绕，可以投影，也可以就地而坐承接小

型演出。

在影院2.0时代，上影股份创新打造的首个动漫

主题影院，既是市民的公共文化中心，更是年轻群体

的沉浸式娱乐消费新地标。影元社HAPPY MALL以
“电影”为线索塑造空间，将结合文化、演绎、艺术、餐

饮、商业等内容，为“旅客”制造惊喜。未来，影元社

将持续高频举办首映礼、艺术展、影迷会、粉丝见面

会、投研社等不同类型的活动，构建开放多元的文化

生态。

作为上海建设“电影之城”的重要实践，该项目

还将深度联动徐家汇商圈，形成“电影+商业”文化消

费生态圈。 （姬政鹏）

本报讯（记者 姬政鹏）6月 14日，第 27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与上海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呈现的

未来影院单元启动。依托 AR、VR、MR等最新影像

科技的助力，6月14日至16日间，在上海长风大悦城

华谊兄弟电影中心，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

MR（混合现实）、XR（扩展现实）等多种影像技术交

汇，近20个海内外项目齐登场，不少电影爱好者深度

参与了充满科技元素的视听体验。

这是上影节连续第二年设立该单元，今年，未来

影院单元响应国家电影局《关于促进虚拟现实电影

有序发展的通知》号召，把活动搬进影院，旨在做出

“影院样本”，推动虚拟现实电影发展，探索文旅商体

展结合、跨界共赢的全新范式。

“未来影院的创新实践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边界，

让最前沿的电影科技惠及百姓生活，也为文旅商体

展融合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潘敏表示，“期待未来影院在

上海成长壮大，成为引领电影未来形态的先锋窗口，

成为上海这座电影之城迈向科技加文化融合新高地

的重要注脚，也希望能激发更多青年创作者、技术团

队和企业力量的热情与灵感，推动中国电影在新时

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本届未来影院单元集中展映 16部中外佳作，其

中不乏全球或全亚洲首映的作品。活动现场，多部

虚拟现实电影进行了推介。追光动画和吾知科技联

手打造的《长安三万里》虚拟现实电影，不同于此前

的正作，这部虚拟现实电影能让观众亲自融入剧情，

作为一个天宝三年赶考的书生，和高适一起去闯大

唐的都城长安。

展映中，《长安三万里》虚拟现实电影提供 30分
钟的体验时长，观众可自选皮肤在《初识李白》和《祁

王府夜宴》等经典剧情片段中和剧情中的人物进行

互动，为了实现流畅的观影体验，吾知科技还与中国

移动联合研发了WiFi+5G混合组网串流传输技术，

目前已实现了同时同场高清 40人+的低延时可控网

络并发能力，同时吾知科技的自研播控系统兼容串

流及一体机技术方案支持不同项目在同一场地实现

片单点播。据片方介绍，这部虚拟现实电影将在今

年7月进行全国展映。

刘慈欣作品改编的《吞食者》也设置了VR大空

间的剧情体验，这个 VR大空间由PICO 4 Ultra设备

进行体验，内容时长30分钟，可承载30-50人同时在

线体验。

此外，拿到“虚拟现实电影001”号龙标的的大象

元也带来了他们的新作《龙门金刚》，宏文科技与陕

文投集团推出了《帝国密码——秦始皇陵》的VR电

影，还有舆格传媒开发了《封神前传》VR电影，维魔

科技开发的《地心游记》，LBMR大空间虚拟现实电影

《只此青绿》等。

据介绍，《龙门金刚》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实景

拍摄，《帝国密码——秦始皇陵》得到了秦始皇帝陵

博物馆一系列文物授权，《封神前传》更是用超高清

技术、数字复原技术留下了国宝们的清晰样貌。

其中，《封神前传》正积极申报“虚”字头龙标。

该项目中，观众以“数字副官”身份亲历中国首位女

将军妇好的人生传奇。上海兴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伙人曾晓萌细数幕后团队：“有近 200位工作人员

参与，来自虚拟现实、电影、电视、舞台及音乐等各行

业。”人数、行业只是技术含金量的体现维度之一，观

众感受更为直观。新一代的头显配备最新防眩晕技

术，观看“不头晕”；4K+超视感屏与360°全方位视野，

画面超高清；录音棚级监听耳机提供全场域声音细

节；AI大空间算法，确保体验过程中“不被打扰”。

近20个虚拟现实VR电影项目集中亮相

上影节未来影院单元启动

全国首个动漫主题影院
上海揭幕

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

期待上影节为影史留下几部经典作品

金爵奖评委：

在上影节平台，感受创作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