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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
年，各行各业都在继往开来，而对于
今年上海（浦东）沪剧节来说，一个关
键词就是“传承”。经过一个星期的
精彩演出，2018年上海沪剧节昨晚
在外高桥文化艺术中心闭幕。

沪剧的“传承”其实就是传承流
派，就是致敬大师。昨天的沪剧节闭
幕式以一台纪念著名沪剧表演艺术
家、“石派”创始人石筱英和著名沪剧
表演艺术家、“邵派”创始人邵滨孙先
生诞辰100周年的专场演唱会收官，
可谓寓意深远。

石筱英被誉为沪剧界的“百面名
旦”。她创立的“石派”是沪剧的一个
重要流派。邵滨孙是沪剧界泰斗级的
人物，他创立的“邵派”唱腔高亢激越、
刚直豪放，表演质朴真切，能准确表达
人物个性、深刻揭示角色的内心。

昨晚的演出，汇集了韩玉敏、徐伯

涛、陈瑜、王珊妹、王明达、钱思剑、李建
华、朱俭、程臻、吉燕萍、洪立勇、徐蓉、
金玉明、吴争光、钱莹、王祎雯、朱麟飞、
韩朝群、吴嘉倩、朱君尧等沪剧院的沪
剧名家、优秀中青年演员，以及沪剧院
青年演员团2013级沪剧新秀等与陈甦
萍、李恩来、王勤、王慧莉、孙彩芳、沈慧
琴等各沪剧团的沪剧名家合作演唱石
筱英、邵滨孙老师所演绎过的经典剧目
和流派唱段。此外，邵滨孙老师的关门
弟子之一、著名主持人叶惠贤演绎邵滨
孙先生的经典人物刁德一，沪上名嘴舒
悦还特意创作了曲目《情深韵长颂先
贤》以此纪念两位艺术家。

据不完全统计，在为期6天的沪
剧节期间，共有近千名来自全市十余
家国有、民营沪剧院团，苏州、南京等
地的沪剧团队等参加演出。各沪剧
院团共为社区和基层的观众近2万
名观众带去了8场大戏、7场折子戏、
2场混合折子戏和1场沪剧讲座。演
出辐射浦东十多个街镇、社区。

静安出品轻松翻倍
截至昨晚，2018年的中国电影

总票房已达595.8亿元，而距离2019
年，只剩5天的时间——这几天，几
乎所有关注中国电影的人，都在掐着
指头算这笔账，因为它事关中国电影
有没有可能在今年一举突破600亿
总票房的大关。站上这个整数关口，
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意味着中国市场
终于可以和美国比肩，并坐稳“全球
第一大市场”的宝座。

关注者当然包括了上海电影人。
上海电影产业从前两年的“电影

新政”开始，正式提出了“上海出品”
的概念，力图重振“中国电影发祥地”
雄风的概念，到今天，政策在丰富成
熟，但目标却从未改变，“打造全球影
视创制中心”的提法，已深入人心。
而“上海出品”的数据，在有力地支撑
着这些提法和概念——早在 10 月
底，“上海出品”的年度累计票房，已
经突破了100亿大关。

可以说，今年的“上海出品”代表
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口碑和市场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而
往细里深究，“上海出品”的代表作，
其实又是“静安出品”，在这超百亿的
票房中，“静安出品”占据了半壁江
山，仅《我不是药神》（30.99亿）、《无
双》（12.72 亿）、《反贪风暴 3》（4.42
亿）等3部爆款电影，就已经斩获票
房48.13亿，较去年“静安出品”总票
房接近翻番。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以一城之
力，可以占据全国国产片票房 30%
多；静安以一区之力，可以占据全市
国产片票房的一大半。它们是怎么
做到的？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参

与“2018年度静安区影视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申报”的项目可以看到，政
府文化主管部门的针对性措施、精细
化管理，是票房迅猛崛起的“奇兵”。

有影视产业人士感叹说：“静安
区是传统的市中心城区，跟曾有的电
影发展影视城模式不同，对正在谋求
升级转型、告别粗放型发展的中国电
影来说，‘上海经验’‘静安经验’，值
得很多地方的文化主管部门思考。”

不以税收为扶持标准
这到底是什么经验？此前记者

在静安区采访“影视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申报”时，青年报记者就留意到，在
上海打响四大品牌、打造全球影视创
制中心的背景下，上海各区都出台了
文创产业促进办法，静安区则是少有
的直接以“影视产业”为专门扶持对
象的区——重点非常明确和突出。

这项专项资金申报条件的制定，
体现了管理者的智慧和大局观。它
有三大亮点：一是作为上海市电影专
项资金的配套存在，对好的项目不吝
多奖；二是不以税收为奖励的考量标
准，这让奖励回归到优质内容本身；
三是不仅仅立足于传统的环上大影
视园区，而是将范围扩大到了全区，
只要符合条件，都能来申报，成功的
经验也随之得以到处复制。

“像做市里专项资金的配套，就
意味着，同一个项目可以同时申报
市、区两级奖励资金，否则，优秀项目
都去申报了市级，留给区级的优秀项
目就少得多，这样的奖励，就失去了
其最初的意义。”静安区文化主管部
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国家税务总局针对影视行
业的税务整顿风暴，席卷全国，霍尔

果斯、浙江东阳、江苏无锡等靠税收
减免政策发展影视产业的地区，都受
到了很大的影响，但这对静安区的影
视产业，几乎没什么影响。为什么？
因为静安不是在税收上做文章。在
此前主管部门给全区影视企业做情
况说明会时，他们就强调，静安区的
这项扶持政策有别于一般的税收奖
励政策，本专项资金的申报，原则上
不与企业税收挂钩。当时税务风暴
尚未在全国刮得如此猛烈，但静安区
的文化主管部门却清醒地认识到它
的局限性，当时工作人员就表示：“以
交税多少，来考量影视企业对价值和
贡献，进而评定扶持资金额度，对影
视产业是不合适的。我们的评选和
扶持，主要还是要考虑到影视产业对
本区人文环境的改善的作用，它所带
来的人文价值和艺术氛围。”

事实上，记者也了解到，对静安
区这样传统的市中心“富区”来说，
影视产业所产出的税收，相较于一
些科技等产业，也实在不值一提，但
优秀影视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却是不可估量的。事实上，社会效
益放大后，电影的票房也会相应增
大，静安出品的《我不是药神》，就是
生动的例子。

专业基地空间成为发展新亮点
静安区这两年在影视方面动作

频频，其实，它并不是大上海16个区
中唯一在影视产业方面发力的，但
是，他们的政策却往往是高效的。为
什么？有不少专家认为，静安是找到
了影视产业的规律，踩到了点子上，

“上海提出的要求，是鼓励发展影视
产业的新业态，和国内其它影视重点
地区，最好能够错位竞争。静安，选

择了继续深挖影视园区潜力的同时，
提出了鼓励发展那些能承载‘高精
尖’影视工业化链条的基地建设、能
够吸引留住更多优秀从业者的众创
空间的建设。”

这样的举措，被一些媒体评价为
“筑巢引凤”。记者在静安区文化局
10月底出台的《静安区关于促进影
视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政策解读
文件中也发现，园区、基地、众创空
间这三类影视产业载体的建设，在
文件中的位置是“置顶”，这也可见
其重视程度。

静安区原本就有大名鼎鼎的环
上大影视园区，但政策扩大到全区
后，目标也非常具象化，资金“重点支
持能够提升电影产业工业化水平、弥
补影视产业链发展短板的重大电影
工业项目和高科技核心基地建设”。

仅仅依靠园区，能够承载的影视
产业人才毕竟有限，静安开始了“全
区总动员”，“支持专业化影视众创空
间建设和发展——鼓励有能力整合
优质资源的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投
资机构、专业团队等主体投资建设众
创空间，经评审认定后，根据项目投
入、孵化成果、经济和社会效益等，给
予一定的扶持。”

把环境做到极致，影视人在这里
能感受到专业、高效，创意能够快速
得到支持认可，项目合作可以迅速孵
化推进，这一点对影视行业的诱惑
力，不会比税收优惠低。因此，静安
区这些影视空间的集聚效应，开始体
现，除了有近年来屡屡出爆款的博纳
影业入驻，众多艺术电影制作公司也
纷纷“落户”静安，其中包括了贾樟柯
的暖流文化和王小帅的冬春影业。

这，不是偶然。

“上海出品”傲人成绩背后的“静安经验”

或成中国电影转型发展新样本

2018年上海沪剧节闭幕“传承”成为关键词

年终岁末，中国影视人爱盘点。国家在税收政策等层面开始收紧，力图改变中国电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同
时，中国电影票房又在一路狂奔着，要在最后几天拿下600亿整数关口。跌宕起伏的一年，上海影视不为外界所
动，保持着高速增长。尤其是非传统观念中发展电影良地的市中心城区静安，更是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取得了
傲人的成绩，形成了一些影视产业观察者研究的“静安经验”。它特殊在哪儿？它是否真能成为中国影视产业转
型发展的“样本”？青年报记者近日也进行了采访和了解。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沪剧节正以国际的视野,擦亮文化品牌。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