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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 许晓青 吴 霞 孙丽萍

6月 15日，世界电影再度

进入“上海时间”。黄浦江畔，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5G+4K转

播车启动现场直播，大剧院前，

中外影人踏上“亚洲第一红

毯”，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拉

开大幕。

全球500多部影片在上海

集中展映，世界首映、亚洲首

映、中国首映接踵而来；主竞赛

单元各类型影片角逐金爵奖；

“一带一路”电影周、亚洲新人

奖评选、“电影学堂”等活动精

彩纷呈，共同组成为期10天的

电影盛宴。

不忘初心 再攀高峰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在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

海，电影人再度吹响号角，以全

身心投入电影创作向新中国70

华诞献礼。

李仁港担任导演，徐克监

制，吴京、章子怡等组成实力阵

容，共同把中国登山队员的壮

举搬上银幕。《攀登者》剧组成

为本届电影节一大焦点。

“我们希望从精神上、情感

上‘零距离’贴近中国人自己的

那座高峰！”剧组成员说。

70年来，新中国的电影事

业筚路蓝缕，成就辉煌。特别

是近10年间，中国电影进入加

速发展的快车道，与银幕上的

“攀登者”一样，不忘初心、再攀

高峰。

中国电影的年度票房于

2010 年首次突破 100 亿元，

2017年突破 500 亿元。2018

年 2 月，中国电影市场单月

票房首次突破 100 亿元。市

场供给紧盯观众需求，折射

出中国正在从电影大国迈向

电影强国，电影人有底气、有

自信。

目前位居中国国产电影票

房前三位的《战狼2》《流浪地

球》《红海行动》皆是充满家国

情怀的大片。巧合的是，三部

作品的导演今年都来到上海国

际电影节。

担任本届电影节推广大使

的吴京说，电影要反映时代的

主题、人民的心声，拍摄时再艰

苦都能克服，这是电影人的责

任担当。

激活源头 做强“码头”

6月8日清晨，第22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开启线上售票，1分

钟后系统显示4万多张电影票

已售出；30分钟后，售出逾20

万张。购票者不仅来自上海，

而是来自全国各地。

大数据显示，电影节对长

三角地区产生了强大吸引力，

线上售出电影票中逾九成为长

三角地区下单。开票首日，浙

江、江苏、安徽三省影迷购得数

万张。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

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自诞

生之初就承载着亲民惠民、服

务大众的责任。不断增长的

人气，是社会大众对电影节

这一文化品牌的信赖，更是

对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

烈期许。

“上海明确提出——焕发

中国电影发祥地的新活力，构

建现代电影工业体系，推动建

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中共上

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

局局长胡劲军介绍，上海高度

重视繁荣发展电影事业和产

业，近年来出台了“上海文创50

条”，并进一步提出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启动3年行动

计划。

激活源头，做强“码头”。

近年来，电影“上海出品”“上海

制造”“上海取景”等案例，屡获

各大国际电影节殊荣。今年从

柏林电影节载誉归来、由上海

出品的儿童电影《第一次的离

别》揭幕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一带一路”电影周。该片青

年导演王丽娜对上海电影节

充满期待：“放映场次增加，可

以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交

流，同时接触更多观众，听到他

们的心声。”

交流互鉴 共享机遇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

因互鉴而丰富。

近年来，由上海国际电影

节倡导发起的“一带一路”电影

节联盟正不断壮大。去年电影

节期间，“一带一路”沿线31个

电影节机构共同成立了“一带

一路”电影节联盟。一年过去，

又新增7个电影节机构，联盟的

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

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

席、上海市副市长宗明说，历经

20多年创新发展，上海国际电

影节已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和美誉度，并逐步赢得中外电

影界的信任，成为中国电影的

重要品牌之一。

交流互鉴，美美与共。近

年来，以上海国际电影节为平

台，“一带一路”电影巡展、中

日新片展等不仅在中国举

办，还赴海外定期推介和举

办，不同国家的电影节之间

开展了多维度、深层次的文化

交流。围绕“立足亚洲”，今年

上海国际电影节又新增亚洲

电影沙龙、多个亚洲国别电

影展等。

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推

介渠道，前不久黎巴嫩电影《何

以为家》登陆中国商业院线公

映，受到观众欢迎，其票房快速

突破3亿元。该片导演还应邀

与电影专业的中国大学生面对

面交流，互学互鉴。

影评界认为，随着“朋友

圈”不断扩容、壮大，上海国

际电影节正在成为“世界电影

的中国主场之一”。

光 影 长 河 美 美 与 共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近日举办，电影人再度吹响号角，全身心投入电影创作

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 朱美禄

刘昫在《旧唐书》中记载了

一则有关人间炎凉的故事。

唐文宗曾在夏日与柳公权等学

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

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

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唐文宗

称赞道：“辞清意足，不可多

得。”乃令柳公权书于殿壁，时

加吟诵。

但是到了北宋时期，苏轼

对柳公权的续句颇不以为然。

一方面，他在《东坡志林》中对

此发出了“惜乎宋玉不在旁”的

感叹；另一方面又创作了《戏足

柳公权联句》一诗，续写了四句：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薰

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一为居

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

施，清阴分四方。”这首诗的题

目，虽点明了是游戏笔墨，但是

细读诗歌内容，却寓含有严肃

的思考。柳公权接续的两句，

不乏谄媚的意味；苏轼续写的

四句，则使得诗歌主旨悄然发

生了转移，取譬清凉均施，言近

而意远，寓有君王与民同乐的

期待和讽谏。

自然的凉风，既是造物者

无尽的宝藏，也是造物者丰厚

的馈赠，每个人都可以披襟享

受。在宋玉的《风赋》中，楚襄王

感慨：“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

人共者邪。”而宋玉则对道：“此

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

之！”宋玉指出楚王所享受的是

“大王之雄风”，而普通民众领

略到的则是“庶人之雌风”。“雄

风”与“雌风”形成鲜明对比，揭

露了不平等社会现实的客观存

在。孟子曾指出：“为民上而不

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

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

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可见统治者与民众同甘共苦，

则有利于天下长治久安；统治

者与民众苦乐不均，则不利于

社会稳定。相较起来，宋玉在

《风赋》中寓含有与民同乐的讽

谏，而柳公权的联句纯粹是向

最高统治者献媚，所以苏轼有

“惜乎宋玉不在旁”的感叹。

宋代王镃《水阁纳凉》一诗

道：“云碧纱厨水阁中，鸳鸯花

冷枕玲珑。描金团扇无人用，

一阵荷香一阵风。”人间炎热的

夏季，有凉风吹来便是清凉世

界，所以描金团扇无所施用。

上古歌谣《南风歌》把这层意思

说得更含蓄，也更为深入。“南

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

之财兮。”赤日炎炎，暑气如蒸，

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所以说

南风解除了万民的烦恼。更为

可喜的是，南风带来了降雨，使

农作物获得了好收成，所以说

“可以阜民之财”。假如说王镃

《水阁纳凉》偏于客观描摹的

话，《南风歌》则赞美之情溢于

言表。

古代诗人对于人间炎凉的

言说，还可以见出其思考的深

邃和情怀的美好。“仙凡元不

远，咫尺异炎凉”，清凉备受喜

爱，人们不希望被垄断而不

得。“借清凉世界，长夏同消”，

诗人将心比心，希望清凉世界

人人同享。至于“清凉分与众

人同”，“清凉常愿与人同”，则

是诗人占有阴凉，希望能将这

份清凉与他人分享。这些诗人

和楚襄王、柳公权比较起来，境

界要高出许多，然而未能臻于

至善。毛泽东主席曾在《念奴

娇·昆仑》一词中说：“横空出

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

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

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

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

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

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

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

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

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首

词不仅表现出环球同凉热之

意，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伟大

的政治家，词中还隐含有世界

大同的理想。所以这首词对人

间炎凉的思考和处置方式，无

疑已臻于一种至高境界。

独享人间清凉，固然可鄙；

把人间凉热挂心头，也未能尽

善；只有与老百姓同享凉热，

才能真正获得忠实而坚定的

拥护。人间炎凉虽小，却可以

喻大。

人 间 炎 凉

本报讯 由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

和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主办

的第六届“华灿奖”两岸新锐设

计竞赛日前在北京启动，数十

位两岸及港澳嘉宾出席了启动

仪式。

“华灿奖”两岸新锐设计竞

赛于2014年创立，迄今已经成

功举办五届，旨在促进海峡两

岸及港澳地区青年设计师交流

合作、协同设计、共创未来，并

为获奖设计师搭建来大陆就

业、创业的平台。

“华灿奖”作品征集覆盖两

岸及港澳地区，以创新、时尚、

实用为评审原则，评委也由两

岸及港澳地区的专业评委、产

业评委构成。目前，该竞赛已

成为两岸及港澳地区颇具影响

力的文创设计大赛。

为聚焦传统文化，今年“华

灿奖”组委会将与颐和园深度

合作，设立“华灿·颐和定向主

题征集”奖项，以颐和园的文化

元素为命题，从颐和园“福寿文

化”理念、特色创意活动策划、

文创特色空间运营、基础设施

设计四大方向，面向两岸及港

澳地区征集优秀作品。获奖作

品将被纳入颐和园文创产品

库，并有机会在颐和园天猫店

等渠道销售。

（马 岩）

第六届“华灿奖”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任丽梅报道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

发戏剧戏曲创作活力，6月19

日，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演艺

工作委员会主办、中国演出行

业协会戏曲演艺委员会协办的

首届“金百花”全国小型戏剧戏

曲作品展演，在北京京演民族

文化宫大剧院成功举办。

据介绍，本届展演收到来

自全国各地 200 多个剧目、

300多个剧本，经专家评委反

复甄选，最终28个剧目、20个

剧本入围。今年正值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来自全国14个省

（直辖市）的115位演员、54位

导演和编剧共同为共和国献上

生日祝福。

据了解，作为小型戏剧戏

曲作品的全国性专业展示活

动，展演取名“金百花”，意在推

动戏剧戏曲在百花齐放的基础

上，开出“金色”花朵，从“高原”

走向“高峰”。此次入围剧目

中，多数为现实题材作品。戏

剧小品《支撑》讲述了热心少年

王小虎常年助人为乐、背送患

小儿麻痹症的同学上学；小壮

剧《摸秋》通过中秋节民俗活

动，体现劳动人民淳朴的民风

民俗；锡剧《我们都不能哭》讲

述了年轻妈妈志愿者与单亲家

庭孩子结对帮扶的故事；采茶

戏《如愿》讲述了留守儿童为与

父母一起过生日而偷钱的故

事；小戏《借猪》讲述了懒惰贫

困户卖扶贫猪换赌资而引发的

“扶贫先扶志”的故事；京剧《指

尖暖流》讲述了网民为环卫工

人发工资的故事……其中，入

围的《桔子熟了》《城里的月光》

《告别》等优秀剧本均获得专家

评委的一致好评。

据悉，此展演将每年举办

一届，面向专业演员和团体、业

余爱好者和民间团体征集作品。

首届“金百花”全国小型戏剧戏曲作品在京展演

“涓涓细流，汇集成河，文化茅台，再现大爱。”6月12日

～13日，茅台青印公益联盟暖心盛夏大型户外公益扶贫助

学活动走进贵州省毕节市长春堡镇和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

的希望小学，为师生们捐资捐物，并设置了才艺展示、文艺

表演、有奖游戏互动、优秀师生评选等环节，让已经在同一

个大家庭的成员们关系更为密切。

一直以来，茅台贯彻“大品牌承担大责任”的社会责任

理念，始终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卓越的产品、服务，而

且始终致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模范企业，在公益的道路上

坚定前行。

自2018年3月起，在茅台的引导下，北京千岛天宝酒业

有限公司发起联合全国茅台青印经销商组成“茅台青印公

益联盟”，联盟跨越贵州、云南等地，开展了长期持久的助学

扶贫公益活动。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组成公益联

盟爱心团队，先后为孩子们捐资助学，搭建科学的教育发展

平台即希望小学，为贫困家庭捐献物资，带去与时俱进的先

进思想，为企业参与扶贫助学提供了新思路。茅台青印公

益联盟打破直接从捐助者角度出发的方式，力求从受益者实

际需求出发设计项目，将公益的力度用在点上，实现“授人以鱼”

到“授人以渔”，打造帮助贫困人士均衡发展、启迪思维、开拓视

野的务实性公益。图为茅台青印公益联盟工作人员与贵州

省毕节市三道水希望小学师生合影。 郭幸福 摄

文 化 茅 台 再 现 大 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