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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观影地图

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曲阳路574号

即虹口区图书馆阳曲分馆，是上海最早以电影文献为特色、搜集

电影资料较齐全的图书馆。包括妖灵妖（徐鸢）在内的许多资深观影

人，都在此进行了“启蒙阅读”。自2008年3月正式以“影视文献图书

馆”亮相以来，除了提供报刊、剪报、剧本、剧照和音像制品，还经常举

办电影讲座、影评活动等。

上海电影博物馆，漕溪北路595号

原址为上海电影制片厂，今年6月17日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共4楼，一

楼“荣誉殿堂”，展示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对中国社会进步做

出的杰出贡献。二楼“电影工场”，全方位揭示影视作品的生产创作流

程。三楼“影史长河”，从不同侧面详细回顾了上海百年来的电影发展线

索。四楼“光影记忆”，主题为电影人、电影场景和电影放映，其中的4D

艺术影厅号称“秒杀”所有影院。

中华艺术宫，上南路161号

原上海世博会中国馆，2012年11月变身“中华艺术宫”开馆。从今

年5月起，其“艺术剧场”开始试运营。剧场配备了专业的数字电影播放

设备和音响系统，设观众席250个，已放映《卢浮宫幻影》《博物馆的变

迁》等纪录片以及《人约黄昏》《花魂》等艺术电影。目前每天平均放映

两到三场电影，主打艺术片。

复旦蔡冠深报告厅，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新闻学院内

蔡冠深报告厅属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以作学术报告、讲座为

主，近年来也频繁举行观影活动，尤其侧重于纪录片。其选片题材广

泛，社会触角敏锐，并经常邀请导演前来与观众做现场交流。

下河迷仓，龙漕路200弄100号3楼

上海较早也较成熟的民间观影点之一，主要播放独立电影、艺术电

影、纪录片等。经常举行观影讨论会，邀请导演、编剧前来互动。

两年后徐鸢决定：101的所有电影均免费向

公众开放，在“没有一分钱赞助”的情况下。活

动经费来自于核心成员徐鸢、李欣、杨璐、虞立

炜等人的稿费，并设立独立账户统一管理。

101的观影活动持续达六年之久，滋养了

无数文艺青年。那可是“前DVD时代”，连VCD

也才刚出现，港台电影、美国电影、特别是欧洲

艺术电影，渠道少，很不好找。用徐鸢自己的话

讲，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与电影有关的充满

了难以想象的天真的事”。

对当初的天真徐鸢后来解释道：“希望让

上海电影文化变得多样化，也希望有人才出

现。”

最先实践这一理念的，恰恰是101本身。看

过贾樟柯的《小武》，虞立炜就在徐鸢的“催

生”下写出剧本《小偷》。随后他们真的“投

拍”了！当然，灯光道具、高位俯角、长距离推

移等根本谈不上，机位角度的变化也非常有

限。但最终拍成短片，还一口气捣鼓出三部。

自打2004年后，电影101工作室的放映活动

基本停止，核心成员也相继星散。“有人去了国

外，有人经历了婚姻，有人回到最初。大家也见

过面，但都不聊电影了。”

唯独徐鸢，继续组织观影活动，还成为了

“圈内人”。如今他的身份有：上海独立电影民

间放映、“影像现场小组”策展人，上海“过电

瘾”观影会、“红色记忆”系列胶片放映活动组

织者等。他依然和SIFF合作，“伺候”着上海观

众，并自称“非官方第101号志愿者”——尽管

不再用101工作室的名义。

 另类的亮点
谈及那段往事，徐鸢的态度是“这不值一

提”。但影迷不作如是想。

DVD、蓝光和互联网普及之前，想看符合

自己口味的影片是不太容易的：电影院被商业

片占据，录像带又难搞到，效果差还可能没字

幕。是101电影工作室让很多人接触到法国新浪

潮、德国新电影、美国独立影片，打开了另一扇

窗。许多资深影迷至今感恩“妖灵妖”及其小团

队，原因在此。

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的圈子曾经很封

闭，跨行业的还很少。

“改变发生在1990年代后期。”独立电

影人张献民说，民间观影社团从酒吧放映

开始，逐步向大学、书店、图书馆、艺术中心

扩散，“经十多年努力，北京、上海、南京、重

庆、昆明等地都形成了良好的影像文化，吸

引了社会各阶层。”翻看张献民作序的《算

命·清影纪录中国》就会发现，电影人不再单

纯地出自导演系、表演系，做雕塑的、文字记

者、学工程材料的，哪怕没有大学背景的，都

参与其中。

上海电影101工作室和北京实践社、深圳

独立电影社等民间观影社团，曾激发起非专业

人士的热情。从观影者到影评人、从泡论坛到

做字幕，他们推广电影文化，有的更投身电影产

业。如本期将要推出的观影者徐蕴亮、导演毛

晨雨等。

这一群体已经获得了国际关注。

今年戛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特别

邀请中国影评人magasa担任评委。magasa是

Moviegoer（影迷群博客）的创建者，该网站聚

集了大旗虎皮、云中、木卫二、谋杀电视机等

人。其中，大旗虎皮是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创办

了电影百科网站，云中更是从影评人华丽转身

为电影从业者。近期，他们推出文集《木乃伊防

腐指南》，收录了7年来的影评、访谈和电影随

笔。他们的截图分析、镜头分析、叙事分析，丝

毫不亚于科班出身。

这些新锐电影人，加上成名已久的妖灵

妖、卫西谛、顾小白等，共同特点是“半路出

家”。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存在，使上海乃至全国

的电影文化版图上闪耀起另类的亮点。

扩展More

有一群特别的影迷，他们从一

个普通观影者升级到电影发

烧友，再由发烧友升级到专业

影迷，他们的影评作品丝毫不

亚于科班出身的影评人，甚至

他们自己组团拍片，由此走上

一条影迷进化的道路。

2013年6月15日，第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迷异常热情。徐鸢在BFI修
复希区柯克默片电影《敲诈》现场戴起工作人员为影迷准备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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