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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宏 3月27
日是世界戏剧日，当天，全国首
个专门针对戏剧电影的院线
——上海戏剧电影院线，在大光
明电影院宣布成立。众多戏曲
名家，特意前来捧场。青年报记
者获悉，该院线首批已经确定
10家影院加盟，优秀的戏剧电
影，将在这些影院做长线放映。

自王国维在 1913 年所著
的《宋元戏曲考》中首次将中国
古典戏剧冠以“戏曲”之名，戏
曲便成为了中国古典戏剧的专
称。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发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中收录昆曲，2009
年-2010 年，粤剧、京剧、藏剧
也先后被列为世界级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证明了戏曲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巨
大影响力。

而戏曲和电影产生化学反
应，则早在百年前。众所周知，
1905年诞生的第一部中国电影
《定军山》就是戏曲电影，戏曲首
次通过电影这一新载体在表现
形式做了拓展，使戏曲的更广泛
传播成为可能。经过百年变迁，
戏曲电影发展至今以一种全新
活力展现于世人面前，既保留原
有表现方式，又注入新时代元
素，形式多元又遍及各年龄层，
推陈出新的过程中使戏曲电影
闪烁持久光芒。

不过，此次院线被命名为
“戏剧电影院线”，主办方之一的
上海艺术电影联盟负责人给记
者解释说：“除了中国的戏曲电
影，现代的戏剧电影，包括国外
的NTlive这种高清戏剧电影形
式，也都可能纳入院线里来。我
们希望，把未来的视野，变得更
宽一点。”

艺术电影院线目前还是小
众范畴，更小众的戏剧电影院
线，会有市场吗？记者也获悉，
这个院线采用的是影院自主报
名、优选加盟的方式。包括人民
广场大光明电影院、陆家嘴百丽
宫等在内的10家影院成为首批
入选者。它的放映方式，则是跟
商业电影区分开来，戏剧电影会
安排长线采用的是影院自主报
名、优选加盟的方式。

同时，上海艺术电影联盟还
将不定期地举办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艺术电影主题活动，包括
中外戏剧电影特展、特色工作
坊、电影讲座等，扩大戏剧电影
的影响力。像3月27日这个世
界戏剧日，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就
安排了在3月27日-4月26日举
办为期一个月的“戏剧电影展”。

树静安文化品牌
静安文化先走小而美路线

这两部纪录片，切入点都非
常小，都是从一条具体的路来讲
文化沉淀。事实上，“路”的文
化，一直是静安区在做的事情，
前不久，“路过静安”项目，也同
样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选择
讲述“路”的故事，和静安区文化
品牌的定位，很契合。一方面，
静安区要打造的是“最国际、最
上海”的文化强区，一方面，因为
超大型文化地标没有规划落户
在这里，从具体的文化项目上，
静安又选择了精耕细作、“先走
小而美”的路线。

在韵味十足的陕西北路
听 完 作 家 陈 村 的“ 网 文 论
坛”，再到南京西路的静安公
园，驻足欣赏爵士音乐节的
一场演出；在家门口，看一场
公共文化配送到社区的传统
文化戏，一出门，就可以用不
贵的价钱购买一场静安现代
戏剧谷的门票，看一场国际
大戏。这些，都先从小的切
入口进去的。

作为中心城区中的“核心
城区”，静安的剧场不少，大宁、
艺海、美琪、静剧场、戏剧谷、上
海商城……但是，它并没有那
种大型的、能够“一锤定音”的
超级地标。“静安的策略就是先
走小而美、小而精的路线，”这
位负责人举了静安现代戏剧谷
的例子。

“谷”这个字有天然的剧集
效应，虽然戏剧谷并非定位于
哪个超级大剧院，而是分散在
静安区的各大剧院，但这几年
来的佳作云集，对于爱看戏的
市民来说，它已成了每年必须
要去打卡的一次节日，而对戏
剧创作者来说，这个“谷”，也是
挤破头想进的地方。今年，它
又将创新高，邀请了11个国家
艺术团队的19台剧目来演出，
而且首演剧目比例再创新高，
上海首演达100%，中国首演剧
目高达80%。

“上海市十大文化品牌活动，
静安现代戏剧谷，是唯一一个区
级的。”负责人不无自豪地说。

静安的底蕴在人
给艺术家更多试错的机会

在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
的进程中，各区都有自己的优
势，像黄浦区剧场集聚效应明
显、徐汇滨江开发颇具特色，静
安也有优势。春节前，区文旅

局邀请在静安的文化名人搞座
谈会，人来了180多个，包括小
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曲家陈
钢、作家赵丽宏等，屋子里都挤
不下了，相关领导在分析其它
兄弟区的优势后，提问“静安有
什么”，座席中有人应了声，“我
们有人，这一屋子的人，就是我
们静安最大的宝藏”，说这话
的，是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王勇教授。

静安的定位是“国际静
安”，本来就是文化资源富集
区，这，就是底蕴。文化名人
多，就能产生诸多的联动效应，
串联起历史与现代，诞生更多
的优秀作品。“像今年的扶持基
金申报，我们今年更强调的是
首演首展，强调内容本身，首演
首展同时也是表示，静安愿意
给艺术家更多试错的机会。”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说。

创文化新模式
调动各方资源参与文化建设

近期，静安区文旅局发布了
2019年静安区文化发展专项资
金申报指南，公共文化项目配送
征集也同时启动，甚至还特意由
局里两位相关负责人到一线，向
各个单位宣讲并现场答疑。“政
府扶持的态度，应该是打造平台
而不是给项目包办全部，文化主
管部门更大的作用，应该是调动
区内外各类社会力量，让它们聚
合起来、辐射出去。”他们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静安区内有众多知名的
区域化党建单位，包括出品了
前述两部热门纪录片的SMG、上
海报业集团、上海爱乐乐团等
单位，也包括了很多有名的民
间非营利机构，包括张军的昆
曲艺术中心、《梁祝》作者之一
陈钢在推动的“克勒门文化沙
龙”等，这些机构自主自发的活
动，丰富了静安文化的内涵层
次。

除了充分团结这些单位，
静安区还将文化渗透到了社
区。静安有一个政府实事工
程，叫“灰引力”基层文化服务
点。简单说，就是把“大文创”
引入“小社区”，把包括社区活
动中心在内的原有空间，进行
艺术改造后，变成市民身边的

“文化客厅”，这受到了全区人
民的欢迎。“这是标准的‘坚持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民共
建’静安区文化建设理念，灰引
力服务点的建设，也是静安首
创。”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那些年，我们一起荡过的马路》被刷屏背后

谁说小而美不能打造文化大品牌
这两天，两部纪录片在上海成了“网红”：一部《陕西北路》一部《江宁路》，勾起了无数上海人关于一

座城市、一段时光的记忆。青年报·青春上海就此制作的《那些年，我们荡过的马路》海报，更是被刷
屏。两部“很上海”的情怀之作，是怎么来的？记者发现，在上海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进程中，并不拥
有传统意义上“大型文化地标”的静安，也在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上海成立首个
戏剧电影院线

从小而美、小而精起步，不拥有传统意义上“大型文化地标”的
静安，也能打造属于自己的大型文化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