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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负盛名的电影交流平台之一

香港国际电影节自创办以来，一路前行，助推
香港发展成为亚洲的电影文化中心，自身也发展成
为国际间极受重视的电影节。作为亚洲最享负盛名
的电影交流平台之一，香港国际电影节一直以选片
广、选片新著称，成为闻名两岸三地的电影节之一。

上世纪 70年代，时任香港文化署署长的陈达文
向市政局建议创办香港国际电影节，把世界各地优
秀的电影带给本地观众，得到议员及政府的支持，
第一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于 1977年正式创立。其后稳
步发展，由第四届起每年于复活节期间举行，为期
16天。复活节是香港的公众假期，最长可达一周时
间，痴心的影迷刚好可以放开手边事，留下"一日赶
三五场"的难忘记忆。

如今的 IMAX 中国电影制作及项目开发总监林
明杰，当时还是中学生。他回忆说：在没有互联网
没有 APP的 90年代，买电影节的票可是得过五关斩
六将。“电影节开始售票前两周，我和几个同学就会
先跑到中环的大会堂，每人拿一本电影排片手册。
大家会比考试更专注地研读该年展映的影片，自己
在小本子上记下所有想看的片子。然后各自再努力
编制放映时间表，像玩俄罗斯方块一样，每天尽量
把片子排得无缝链接。排好看片时间表只是第一
步，下一步是要把购票表格填好，连同所有的票钱
交到售票的城市电脑售票网窗口。这其实并不代表
你肯定有票，因为所有表格都得先汇总到电影节办
公室，进行先到先得登记。终于盼来了电影节邮寄
的大信封，仔细检查信封内的一堆电影票，再对比
原来自制的观影表，发现每次总会少几张票，因为
抢不到。看着电影节的退款支票，那份患得患失的
心情，真是比恋爱还让人揪心。”

香港国际电影节以操办者对电影的痴迷著称。
每年，电影节的节目策划人都要从世界各地搜罗大
量上一年的出色艺术电影，奔忙于戛纳、威尼斯和
柏林这样的顶级电影节，其眼光更广及俄罗斯、阿
根廷等地的影展。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电影节在
继续介绍国际优秀电影的同时，积极向国外电影人

和观众展示亚洲的电影新作，成为全球电影打入香
港、大中华及亚洲市场的最佳踏脚石。今年的第 41
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有多达 232 部作品参映，其中 69
部为首映。

每年均有来自 50 多个国家、数百部电影参展，
都会表彰亚洲电影业的精英，并让来自世界各地的
电影工作者、电影制作人及观众聚集一堂，推广最
新作品，欣赏出色电影。这有助于振兴香港电影
业，增进各地电影文化的交流融汇。同时，每年还
会轮番推出影视展、影片放映、亚洲电影大奖、电
影投资等一系列重要活动。日前，本届香港电影影
视展已经举办，各地的电影人都汇聚在湾仔香港国
际会展中心。有人说，那几天北京的咖啡馆少了一
半的人，看来全跑香港来了。

在香港遇上好电影

林明杰说，“感谢香港电影节，它为我打开了世
界，为我推荐了杨德昌、侯孝贤、张艺谋、陈凯歌
等先驱导演，让我意识到华语电影除了香港电影以
外还有一片蓝海。”

香港国际电影节除了让市民大众能亲身观赏世
界各地的优秀电影作品，展示中国及亚洲电影的多
元化制作，更举办座谈会、著名导演讲座、展览及
派对等活动。有人说，每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就
像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部影片合奏而成的一
曲交响，时而激昂、时而沉郁。某种程度上说，也
正是这样的电影交响，打破了香港“我城”的格
局。

今年电影节期间，同样是佳片云集、名流荟
萃。多位国际知名导演将于电影节期间访港，如戛纳
最佳导演奖得主阿萨亚斯、波兰名导阿格涅丝卡·霍
兰。影迷可以欣赏到的影片，除本届香港电影节开幕
电影《春娇救志明》，闭幕电影《报告老师！怪怪怪
怪物！》外，为纪念导演杨德昌逝世10周年，电影节
特别呈献“十年再见杨德昌”，让影迷重温其毕生 7
部享誉国际的作品；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 20 周年，
电影节精选 20部最具代表性的本地影片，反映当代
电影与社会的变迁，重头戏是最新修复、陈果执导

的《香港制造》，另外13部题材多元创新的港产片包
括 《无间道》《少林足球》《投名状》 等。更难得的
是众多国际得奖佳作，包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推
销员》），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 《毕业会
考》，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狮奖的《离开的女
人》、获最佳导演奖的 《战争天堂》、获评审团大奖
的 《夜行动物》，获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熊奖的

《肉与灵》等。

一曲交响未散场

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席王英伟表示，背靠着
内地的庞大市场和资源，香港这座“电影之都”可
以期待闯出一片新天地，“香港电影可以再创辉煌”。

国际影坛各类电影节林林总总，中国有北京国
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有东京国际电影
节、釜山电影节，但特点鲜明的香港国际电影节成
功占据了一席之地。王英伟分析，香港国际电影节
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电影节越来越成熟，逐渐确
立了国际声誉，效率高、视野国际化的特色格外吸
引各国电影人；另一方面得益于香港担负着沟通中
国电影人与国际影坛的桥梁角色，这使香港国际电
影节独具特点。“背靠祖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香港电
影节往往能领先一步介绍中国内地最新的电影和电
影人给全世界认识，很多如今已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的内地导演和演员都是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第一次
为国际影坛所熟悉。”

林明杰说，时代进步了，现在香港电影节的订
票也方便多了，“但我心里还是挺怀念当年的复杂流
程，就像跟朋友亲笔写信而不发微信一样，那份额
外的心思让交流多了一分敬畏，一分仪式感。我觉
得这是对电影该有的一分态度。”

今年电影节的杨德昌单元放映了 《牯岭街少年
杀人事件》 的修复版，当年林明杰曾经怎么也抢不
到电影节的票。“我幻想在大会堂重遇20年前年轻的
我，正满脸期待地排队提交购票表格。我俩擦身而
过，我想香港国际电影节就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
件》 里小四的手电筒，照着我未来踏进电影业的前
路，希望那个手电筒的光永远不会灭。”

2017 年以来，文化类节目迎来一轮收视高潮，
《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等节目相继
走红。有这些“珠玉在前”，同类节目还能不能做、
怎么做？当很多电视台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东方
卫视靠精研、深挖和创新，再度找到传统文化节目
的突破口，于日前推出《诗书中华》。

东方卫视中心总监李勇用“益智类比赛与家庭
展示融合一体”来概括 《诗书中华》 的模式创新。
具体来说，节目突破了以往文化类节目的普遍样
态，不以个人为单元、两人对抗为模式，而是独辟
蹊径地以家庭为单位。家庭组合代替个人应战，借
此传递经过传统文化浸润的优良家风、家训，让人
耳目一新。

首期节目中，参赛选手既有上海的中产家庭，
也有来自突尼斯的混血兄妹，还有经营网点的普通
家庭。来自上海的初一学生李芸芸携父亲参赛。节

目里，评委钱文忠要求她将“鸟宿池边树，僧敲月
下门”的“敲”字改一下，并不失原意。李芸芸随
口改了一个“听”字。对此，钱文忠称赞道：“一个

听字，有双重意义，听、敲都有了。挺棒的，佩
服。”李芸芸曾获得上海市古诗文阅读大赛一等奖，
她的诗词功底与家庭有着密切关系。她的父亲李骥
华也非常热爱古典诗词。平常在家学习时，李芸芸
遇到心仪诗句时会大声朗读。她说出上句，父亲便
在隔壁房间接诵下句，有时在吃饭时，父女俩也会
在餐桌对诗。

在钱文忠看来，《诗书中华》有意识地将文化用
文明表现出来，教育用教养表现出来，意义深刻。
节目总导演王昕轶表示，古诗文比赛与家庭家貌两
者的融合是顺其自然的。家庭是每个人传统文化教
育的启蒙，是传播传统文化重要的基石，每个人的
第一首古诗几乎都是来自家庭。在普遍以展现个人
才华为主的文化类节目中，《诗书中华》开创性地以
展现中国人的家学渊源为主线，不仅塑造出节目的
新鲜意趣和独特内核，更是把握住继承和发扬传统
文化中家庭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有位学者曾经说过，20 世纪初中国之所以涌现
出那么多伟大的人文学术大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有非常好的家学渊源，这让他们积累起后人不
容易达到的学问境界。家学是丰厚的土壤，《诗书中
华》 找到这个突破口，说明传统文化类节目仍然大
有作为。

第一次见吴蛮是在国家
大剧院的沙龙上，她免费给
公众讲琵琶演奏、音乐创作
以及她在国外的“奋斗史”。

虽然旅居美国多年，但
作为目前在世界上最有影响
力的琵琶演奏家、音乐人，
吴蛮在国内拥有一大批粉
丝。沙龙当天，好多小姑娘
背着琵琶过来，期待能受到
大师的点拨。而对这些年轻
琵琶演奏者、学习者的提
问，吴蛮总是不厌其烦地一
一回答。

耐人寻味的是，她一而
再再而三地讲琵琶的源流与
传统，讲琵琶左手的指法与
文人韵味。这些年她常回
国，看到琵琶演奏倾向于追
求“快、脆、亮”，追求高音
和西方的大和弦，失掉琵琶
深沉的特质和传统的底子，
内心不免着急，所以但凡有
机会就要大声疾呼，冀以提
醒同行及后学。

长期在国外生活，吴蛮
看待传统往往会比别人多一
些国际视野。这在第二次见
她时有了更深的体会。

这次是在“吴蛮、华阴
老腔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
队”音乐会上。这场音乐会
充分体现了吴蛮个人的音乐
造诣。与管弦乐队的合作
中，她演奏了中外两位名家
专门为她而作的琵琶与管弦
乐队协奏曲。一首是美国已
故 作 曲 家 卢·哈 里 森 （Lou
Harrison） 1997 年为她而写，
另一首是谭盾 1999年为她而
作。两位大师的作品，都展
现了打破东西方藩篱和尝试
多元化创作的开放精神。但
在这种精神中，吴蛮对自我
身份的寻找与坚守并没有

丢，反而更加强烈。她总是
说：“哪怕跟别人合作新的东
西，也一定要强调琵琶自己的
特点。我们有自己的风格和
特点，不要一味往西方靠。”

这就是吴蛮的魅力，她
一方面不断地与其他民族文
化相互融合交流，另一方面
又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看
似矛盾、冲撞的两者，激发
出她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她的音乐早已脱离演奏
的范畴，拥有自己丰富的创
作；她不仅关注琵琶的继承
和发展，还关注与琵琶无关
的华阴老腔、道教音乐、台
湾原住民音乐，关注全世界
的民族民间音乐；她不仅举
办自己的独立音乐会，还加
入马友友组建的丝绸之路合
奏团，作为元老级的成员一
演就是20年。

从多个维度观察才发现，
已经无法简单用琵琶演奏家
来定义吴蛮。而她自己，也不
甘心于只是个琵琶演奏家。

去年 11月，她与丝绸之
路 合 奏 团 带 着 专 辑 《Sing
Me Home》 （ 《 歌 咏 乡
愁》） 在北京演出。现场受
欢迎程度堪称年度之最。（3
个月后，丝绸之路合奏团凭
借该专辑，获得第59届格莱
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 那
天也是我第三次与她相遇。
印象很深，以她为主的两首
作品，一首《关山月》，为赵
季平的作品；一首 《翠绿

（汶森之歌）》，是她为 4 岁
儿子创作的乐曲。两部作品
亦演亦作，亦静亦动，亦古
亦今， 恰如其人。从一见到
二见，从二见到三见，吴蛮
令人着迷，一如她的琵琶音
乐袅袅不绝。

有多少人了解琵琶的历史？
琵琶来自中亚。在敦煌的

壁画里，有好几种琵琶的样
子。唐朝的时候，琵琶从波斯
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中国
在汉代的时候也有一种弹拨乐
器，这两种弹拨乐器的结合形
成了我们如今的琵琶。

今天，琵琶已经有很大的
改变。在古代，开始琵琶由拨
子弹奏，后来用自己的手指
弹。20 世纪 50 年代、 60 年代
开始改了，因为琴弦换掉了。
以前是丝弦，声音非常轻，后
来用的是钢丝弦，响了很多。
这也是为了适应演出场合的变
化，以前琵琶是一个小规模的
演奏，现在都是很大规模的，
所以现在都用假的指甲来演奏。

很多人可能知道 《十面埋
伏》。但是像《十面埋伏》这样
的曲目，琵琶就两首，另一首
叫《霸王卸甲》。就只有这两首
是特别戏剧化的，张力很大。
其他大部分曲目都是很平稳
的、很淡雅的文曲。

我个人认为琵琶的魅力还
在于文曲。文曲最大的特点是
使用很多左手指法，比如按
弦、推拉、吟揉、抹滑、打、
带、颤等，讲究细微的变化和
韵味，富含深沉的美学。这是
其他国家弹拨乐器没有的。它
在音符与音符之间经常留白，
这一点很像中国画的留白。留
白不是说这之间没有音乐，断
了音乐，而是更注重音乐，这
种留白比演奏的时候更抓人。
白居易的 《琵琶行》 说“此时
无声胜有声”，就是这种感觉。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
表达音乐的方式也不一样，东
方人、中国人相对来说含蓄一
点。譬如中国的古筝、琵琶、
扬琴、古琴，都是文人的乐
器，讲究意境。而像南美洲、
非洲的音乐就比较奔放，因为
他们都是在室外演奏。这种审
美是有区别的，但并没有优劣
之分。正是因为有不同的美存
在于一个地球上，世界才变得
有意思。

为庆祝中哈建交25周年，进一步加强中国与
哈萨克斯坦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民心相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部、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共同主办，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公司承办的“光明丝绸之路上的相遇”——中
哈联合音乐会，4月17日北京音乐厅举行。

音乐会上，包括小提琴演奏家艾曼·穆罕萨哈
热耶娃、歌手迪玛希等在内的哈萨克斯坦著名音乐
家和乐团与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合作，为观众奉
献了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中外
名作。

中哈两国和睦共处的历史源远流长，2000多

年前的丝绸之路是中哈友好的历史见证。25 年
前，中国与刚刚获得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掀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崭新篇
章。短短25年，两国关系奠定了平等协作、相互
尊重、相互信任的坚实基础，世代友好理念深入
人心。2016年，两国正式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

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谢金英表示，这场音乐会
是“丝绸之路”和“光明之路”的相遇，是两个
国家音乐的相遇、文化的相遇，更是两国人民情
感的相遇、民心的相遇。这次相遇必将为中哈文
化领域的交流开辟更美好的前景。

2017《超强宝贝》战略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超
强宝贝》是由华娱百纳有限公司与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演
艺工作委员会联合推出的大型少儿类才艺活动，旨在推
动儿童演艺全面发展。活动于去年12月正式启动。

中演工委常务副会长、《超强宝贝》总策划人侯强
在发布会上表示，将通过“移动互联网+少儿艺术培
训+演艺输出”的跨界商业模式，把 《超强宝贝》 打
造成引领少儿类才艺活动的标杆型项目。当天，《超强
宝贝》 指定的线上运营 APP“艺拍儿红”正式上线启
动。“艺拍儿红”专注于提供少儿艺术教育及其周边服
务，未来 《超强宝贝》 将借助“艺拍儿红”打通少儿
艺术教育线上线下，实现全方位即时服务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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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见吴蛮
郑 娜

◎墙内看花

吴蛮，国际乐坛上中国
音乐的使者与琵琶音乐的代
言人，更是跨界音乐与跨文
化交流的标志性人物。

美国 《洛杉矶时报》 评
论“吴蛮是将琵琶介绍给西
方的重要音乐家”。她 7次获
得美国格莱美唱片“最佳演
奏”和“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
提 名 。 2013 年 ，被《美 国 音
乐》 评为“全美国年度演奏
家”，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第
一位获此荣誉的世界传统器
乐演奏家。

1998 年她加入马友友组
建的“丝绸之路合奏团”，为
推广丝绸之路的音乐、视觉
和叙述传统、推动世界文化
的沟通交流作出贡献。从本
期起，我们特邀吴蛮为我们
开辟“丝路音乐”栏目，畅
谈她眼中的丝路音乐。

左手的韵味
吴 蛮

◎丝路音乐

当第 5 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时，第41届香港国际电影
节已经于4月11日由影迷
期待已久的 《春娇救志
明》拉开序幕。这一影迷
狂欢节会一直持续到 4 月
25日。北中国与南中国两
地的电影盛事日期重合，
各展风采，遥相呼应，甚
是热闹。

东方卫视《诗书中华》

传统文化节目的再度突破
文 纳

▼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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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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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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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宝贝》将打造成少儿才艺标杆中国哈萨克斯坦举办音乐会庆祝建交25周年

▲日前，香港电影节开幕影片 《春娇救志明》 剧组
成员在开幕典礼后合影。 新华社发 （王 玺摄）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