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晚間，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圓滿落幕。中國電影人

在本屆電影節表現出色：中國女演員萬茜憑藉影片《長夜將

盡》獲得金爵獎最佳女演員，中國導演曹保平憑《脫繮者也》

二度獲得最佳導演。而獲得最佳男演員的是來自葡萄牙的老戲

骨若澤．馬丁斯，最佳影片獎由吉爾吉斯斯坦影片《黑，紅，

黃》摘得，導演阿克坦．阿布德卡雷科夫用中文表示 「謝謝上

海」。《長夜將盡》還獲得評委會大獎。除此之外，亞洲新人

獎最佳男演員、最佳影片等，亦由中國電影人奪得。

大公報記者 張帆上海報道

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來自
28個國家和地區的49部參賽作品
進入金爵獎五大單元的評選，其中
世界首映38部、國際首映8部、亞
洲首映3部。入圍主競賽單元的12
部作品中，11部為世界首映，1部
為國際首映。

萬茜：感謝幕後工作者
中國女演員萬茜憑電影《長夜

將盡》獲得金爵獎最佳女演員。評
委會的頒獎詞說，演員萬茜全情投
入地刻畫了一個孤獨與絕望的人物
形象，展現出鋒利而深沉的力量，
為影片塑造一個 「直面生命終局」
的複雜靈魂。

拿到獎盃的萬茜非常激動地表
示，這部影片是她第一次從前期就
開始深入接觸的電影，所以她很明
白，沒有所有的幕後工作者的辛苦
和努力，就沒有沉甸甸的獎盃。
「電影的光照在我們的身上，我希
望被看見的不僅僅是我，因為演員
本來就是站在台前最容易被人看到

的。站在我背後的夥伴們，他們才
是捧起這個獎盃的人。」

最佳男演員得主若澤．馬丁斯
表示，為了演好《被記住事物的氣
味》這部作品，他特地和主創人員
在養老院裏生活一個多月時間。現
場他多次感謝上海國際電影節，感
謝上海。在上海停留的一周期間，
他也充分感受到這座中國城市的魅
力。

曹保平時隔10年再獲獎
10年前，曹保平曾憑藉《烈

日灼心》首次獲得金爵獎最佳導演
獎，今年他梅開二度。《脫繮者
也》是一個黑色犯罪類型電影，很
辛辣、很好玩也很接地氣。他對上
海國際電影對於電影創作的堅持和
開放，讓他很感動。 「感謝上海國
際電影節的開放和包容。」

金爵獎 「藝術貢獻獎」 獲得
者、中國青年導演仇晟是當晚的一
大亮點。最令現場觀眾意外的，莫
過於主持人介紹，他本科就讀於清
華大學的生物醫學專業。記者還了
解到，仇晟的碩士畢業於香港浸會
大學電影專業，科技與藝術的無間
關係可見一斑。仇晟的獲獎感言也
頗具詩意。他說，影片《比如父
子》是紀念自己的父親，今夜他特
別想將金爵獎盃斟滿美酒敬天上的
父母。他亦在現場吟誦李白的《月
下獨酌》，令大家再次品味到中國
傳統文化的詩意與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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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人閃耀上影節金爵獎
曹保平再封「最佳導演」 萬茜奪「最佳女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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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由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康文署）策劃的 「中華文化節
2025」 以西安作為焦點城市，邀得
六位秦腔名家兼中國戲劇梅花獎得
主，包括竇鳳琴、齊愛雲、王新倉、
屈巧哲、張濤和譚建勳七月雲集香
江，並率領西安演藝集團秦腔青年實
驗團一眾新秀演員，獻演秦腔經典大
戲《回荊州》和《周仁回府》，展現
秦腔 「唱戲吼起來」 的獨特藝術風
格，讓觀眾感受西北秦人的質樸豪邁

及文化自信。此節目亦為第十三屆中
國戲曲節節目之一。

秦腔又稱亂彈、梆子腔，是西北
最古老的劇種之一，起源於西周，流
行於陝西、甘肅等地，被列入首批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秦腔藝術
對京劇中的臉譜和西皮流水唱段均具
深遠影響。秦腔唱腔以寬音大嗓、高
亢激越見稱，率真豪放而不失細膩，
情感表達直接強烈，被譽為 「中國最
古老搖滾樂」 。

【大公報訊】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康文署）電影節目辦事處將於
7月12日至13日上午11時至下午6
時，在西灣河文娛中心舉辦 「夏日
光影奇幻之旅」 ，包括多個免費活
動及收費工作坊，讓孩子們在玩樂
中探索光影世界。活動是 「夏日親
子電影節」 及西灣河文娛中心重開
誌慶節目之一。

「夏日光影奇幻之旅」 活動期
間，西灣河文娛中心將布置成適合
親子的有趣互動空間。小朋友亦可
以在 「光影童繪─藝術創作體驗」
區即場參與創作，在透明膠片上繪
畫及投影到熒幕上，運用光影令圖
畫變得栩栩如生。

此外， 「隨時隨地無限欣賞短
片區」 會放映一系列跨時代的精彩
兒童短片，包括荷蘭兒童電影教育
組織Taartrovers的兩套短片系列
「色彩盛宴」 和 「由靜變動」 ，既
探索不同色彩如何為電影增添豐富
多樣的視覺效果，亦為觀眾帶來最

早期的電影作品之一《火車進站》
（1895）。短片將會輪流放映，
讓一家大小可隨時無拘無束地享受
電影時光。

活動亦有三個收費親子工作
坊。 「小叮在哪裏？故事出發
了！」 工作坊將由插畫師劉清華和
說書人攜手運用影像與光影設計，
引領參加者以插畫師繪本作品《電
車小叮在哪裏？》為題的故事空
間，展開一段奇妙之旅。在 「小叮
的新世界─親子定格動畫工作坊」
中，劉清華會透過拼貼與繪畫，讓
參加者發揮創意，建構屬於自己的
故事空間，並拍攝一段簡單的定格
動畫作結。而 「小小身體，大地記
憶─寶寶光影初體驗」 工作坊將結
合感官體驗和電影語言，由電影導
演曾翠珊將光影轉化成互動遊樂場
景，讓幼兒與家長一同探索。每位
參與工作坊的兒童須由一位家長或
成人陪同。門票現於城市售票網
（www.urbtix.hk）發售。

「夏日光影奇幻之旅」
玩樂中探索電影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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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詳情

《
回
荊
州
》

•日期及時間：7月4日（星期五）
晚上7時30分

《回荊州》又名《龍鳳呈祥》，
是根據《三國演義》中周瑜為奪荊
州，使計令劉備過江迎娶孫尚香的故
事改編而成。此劇是秦腔藝術中角色
行當最齊全的劇目，集合生、旦、
淨、丑四路行當，唱唸做打並重，加
上梆子腔的鏗鏘韻律，立體展現秦腔
全貌。

《
周
仁
回
府
》

•日期及時間：7月5日（星期六）
晚上7時30分

《周仁回府》為秦腔八大本之
一，講述明代嚴嵩當權時期一樁奸臣
當道、陷害忠良、欺善霸妻的故事。
王新倉和譚建勳將會分飾周仁一角，
被譽為 「隴上金嗓子」 的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項目秦腔代表性傳承人竇
鳳琴則飾演周妻李蘭英，為助夫君義
舉，喬裝行刺不果而犧牲。

兩場演出均於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舉
行，唱詞和唸白均設中文及英文字幕。

「中國最古老搖滾樂」7月在港響起

由香港演員鍾欣潼（阿嬌）主演的電
影《好好說再見》是在前一日閉幕的 「一
帶一路」 電影周展映單元唯一一部國
產片，獲得觀眾和電影節的肯定。阿
嬌的演技表現被影評人盛讚 「平靜而
準確」 。影片還獲得電影周 「優選觀
眾喜愛影片」 獎項。

阿嬌表示，她飾演的是個複雜且有
層次的角色，作為單親媽媽、女兒和絕
症病人，她不僅要與病痛掙扎，還要處
理與父親的隔閡。從恐懼死亡到最終接
受，心理和生理的轉變都非常複雜，這

也是她從影以來最具挑戰性的角色。 「這個
角色最打動我的是她在生命盡頭為女兒強撐

的堅強，以及背後那份堅定而動人的母愛力
量。」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貼近角色，
阿嬌還曾與團隊探訪安寧療護醫院，
觀察病人的狀態。在演出中，她既要
呈現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煎熬，又要展
現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 「最難的是
表現身體的疼痛和憔悴感，我感謝化
妝老師的幫助，化完的那瞬間，我真
的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癌症病人。」

阿嬌亦應邀在閉幕式上擔任頒獎
嘉賓，為金爵獎最佳動畫片獎頒獎。

21日晚間的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
節的頒獎典禮紅毯，可謂一次中外影
人交流的盛宴。在紅毯上亮相的，不
僅有中外電影人，亦有廣受喜愛的各
類動畫人物，從貓和老鼠，到喜羊羊
與灰太狼，還有頗有人氣的日本驚悚
片主角 「玩偶」 ，令現場始終洋溢着
愉悅的氣氛。

在當天的紅毯上，來自各國的電
影人，用多種不同的語言向現場觀眾
致以問候，或是介紹自己的作品，將
現場氣氛營造得歡樂而溫馨。

上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
「最佳男演員」 黃曉明，今年是以電
影節期間首次推出的 「一帶一路」 電
影周推廣大使身份亮相紅毯。談起再

次來到上海的感受，他說因為沒有作
品參評，所以也沒有什麼壓力。但
是，仍然特別開心，尤其是能為中國
電影做貢獻，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
動力。希望可以跟更多世界的電影
人、世界友人一起建立一座很好的橋
樑。不僅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及
地區，還要讓更多人看到優秀的中國
電影，也希望把中國的電影推廣到世
界當中去。

同樣擔任 「一帶一路」 電影周推
廣大使的中國演員于適亦表示，希望
中國電影百花齊放，文化出海，走向
世界。他也將繼續為中國電影參與
「一帶一路」 合作，貢獻自己的力
量。

《好好說再見》阿嬌演技獲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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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推出「一帶一路」電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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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
金爵獎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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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老戲骨若澤．馬丁斯摘得
「最佳男演員」 。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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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競賽單元
最佳影片

評委會大獎

最佳導演

最佳編劇

最佳男演員

最佳女演員

最佳攝影

藝術貢獻獎

亞洲新人單元
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

最佳男演員

最佳女演員

最佳編劇

最佳攝影

紀錄片單元
最佳紀錄片

動畫單元
最佳動畫片

短片單元
最佳真人短片
最佳動畫短片

《黑，紅，黃》（吉爾吉斯斯坦）
《夏日沙上》（日本）、
《長夜將盡》（中國）
曹保平《脫繮者也》（中國）
科雷克．博亞諾夫斯基、卡提雅．
普里維任采夫《失衡的夢想》
（波蘭）
若澤．馬丁斯《被記住事物的氣
味》（葡萄牙／巴西）
萬茜《長夜將盡》（中國）
馬庫斯．內斯特羅伊《德瓦克先生，
你相信天使嗎？》（德國／瑞士）
《比如父子》（中國／法國）

《翠湖》（中國）
利里克．戴拉．科魯茲《夜未央》
（意大利／菲律賓）
史彭元《去看大海》（中國）
米娜克希．賈揚《維多利亞》
（印度）
拉利特．拉特納亞克、尼蘭塔．佩
雷拉《里弗斯頓山》（斯里蘭卡）
普拉巴特．羅尚《里弗斯頓山》
（斯里蘭卡）

《與康斯坦莎共雕時光》（西班牙）

《靈雀密語》（法國／瑞士／比利時）

《野鴉》（中國）
《兒子》（俄羅斯／哈薩克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