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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2025年全
國電影（廈門）交易會暨第27屆全國影片推介會之
「膠片電影之夜」，5月底在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舉
行，約20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電影行業從業者和膠片
電影愛好者齊聚於此，共赴這場充滿情懷的「膠片
之約」。
此次活動以「光影記憶．共赴膠片之約」為主
題，旨在為電影人搭建輕鬆交流的平台，同時預熱
後續的全國電影推介會。活動現場，處處瀰漫着濃
厚的電影情懷。視聽體驗上，活動以膠片放映重構
記憶。主屏幕採用老式影院幕布，搭配16毫米老款
放映機，特邀老放映員現場演示膠片裝機過程，為
活動增添儀式感。
放映環節精心挑選了《女神》《男生賈里新傳》
的精選片段。《女神》作為經典影片，在膠片的光
影流轉中，展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帶領觀眾穿越
時空，感受那個時代的電影魅力；《男生賈里新
傳》則以校園故事勾起人們對青春歲月的回憶，熟
悉的場景和情節，讓現場不少觀眾沉浸其中。

放映員對老膠片電影情懷
孟夏之夜，空中花園草坪和天幕下，燈光、老放
映機、老電影，在輕鬆愉悅的氛圍裏，電影人們交
流着對電影的熱愛與見解，分享從業經歷。有位來
自廣東的電影愛好者「80後」的林小姐，她透過電
影記憶便是小時候追着放映員走村串巷開始。她
說︰「看着老膠片，感覺像是回到了小時候。」
呂鳴宇是這次放映活動的放映員，現年52歲的他

與電影放映的緣分，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千年。那
時，他開始接觸膠片，接觸較多的是35毫米膠片。
呂鳴宇表示︰「自己曾在廈門有着百年歷史的中華
電影院擔任放映員，那裏承載了無數廈門人的觀影
記憶。在中華電影院工作的日子裏，我跟着老師傅
學習放映技術。」
「當時老式的膠片放映設備已經逐漸更新迭代，
16毫米等老式膠片的應用愈來愈少，放映場所和場
景也隨之減少。」他說︰「現場用的放映機，大概
也有60歲了，採用的是『氙燈』作為光源，與35毫
米的放映設備相比，亮度和放映效果明顯遜色。」
「主要還是『懷舊』和『情懷』，讓人割捨不
下。」呂鳴宇說︰「老膠片電影放映一次幾乎就要
損傷一次，但老膠片電影對於自己和無數人來說，
不僅僅是一種放映媒介，更承載着童年回憶。」他
小時候在廈門島外的農村，是看着別人放電影長大
的，如《地雷戰》《地道戰》《鐵道游擊隊》這些
經典影片，是他童年觀影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曾經追看膠片電影的孩童，到成為一名膠片電
影放映員，再到如今電影放映技術的更新換代，呂
鳴宇感慨頗多。當被問到從追電影到自己放映膠片
電影是怎樣一種感覺時，他臉上洋溢着笑容，真誠
地說道：「覺得挺不錯的，看到觀眾能享受到最原
汁原味的電影，我心裏挺高興。」

膠片電影之夜
重溫光影舊夢

●呂鳴宇說︰「能讓電影從業者和愛好者欣賞到原
汁原味的老膠片電影，感到十分開心。」 蔣煌基攝

●孟夏之夜，空中花園草坪和天幕下，燈光、老放
映機、老電影，在輕鬆愉悅的氛圍裏，電影人交流
着對電影的熱愛與見解，分享從業經歷。 蔣煌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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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達和諾基亞的教訓告訴我們，固守優勢
領域等同於作繭自縛。」王季萱開門見

山地表示，電影行業的周期性低谷往往源於對技
術革命的遲鈍反應，如今觀眾不再滿足於視覺奇
觀，故事內核與技術體驗必須雙輪驅動。
西影自身的經歷印證了這一觀點。2016年前，
西影曾深陷債務危機，甚至依靠貸款發工資。而
通過布局「影視科技」，企業逐步實現「起死回
生」——從膠片修復、智能上色到融媒體平台建
設，西影以技術專利切入市場，僅老舊影像數位
化業務便承接大量訂單，成為行業標杆。

AI與XR顛覆電影工業
2024年9月，西安市與西影集團正式聯手建設

西安XR（擴展現實）電影產業基地，基地涵蓋
XR電影內容創作中心等，實現從內容策劃、開
發製作、技術研發到宣傳發行、版權交易、觀影
體驗的XR電影產業完整生態。
王季萱認為，AI與XR是顛覆電影工業的「雙
引擎」。生成式人工智能爆發後，西影在2024
年9月推出「漢語電影內容AI輔助創作平台」，
平台覆蓋編劇、導演、製片管理全鏈條。「AI
不是替代創作者，而是將人力從重複勞動中解
放，聚焦藝術本身。」王季萱舉例，平台已實現
劇本結構分析、場景智能分鏡等功能，未來還將
探索AI驅動的動態製片管控系統。
而XR則開啟「跨維度革命」。談及XR布局，

王季萱將其定義為「電影史上的第四次技術跨
越」：「XR打破了傳統電影的『第四堵牆』，
讓觀眾從旁觀者變為親歷者。」但這一技術也帶
來空前挑戰—傳統電影製作中「拍攝—發行—放
映」的解耦模式在XR領域難以複製。「XR電影
需要硬體、軟體、內容、影廳的全程耦合，一個
環節脫節就可能導致藝術性崩塌。」
為此，西影提出「全生態解決方案」，聯合硬

體廠商、技術團隊與院線共建標準影廳，力求打
通從創作到市場的全鏈路。「這需要行業協同作
戰，但市場會給出答案—我們已看到觀眾對沉浸
式體驗的強烈需求。」

故事為王技術只是煙花
「技術決定產品下限，市場決定上限。」王季
萱反覆強調西影「從市場倒推創新」的邏輯：先
研判觀眾需求，再定義產品形態，最後匹配技術
路徑。這一理念在XR領域尤為關鍵。他進一步
闡釋其中的方法論矛盾：「正向思維認為『技術
愈強產品愈好』，但現實是，脫離市場的尖端技
術可能淪為『空中樓閣』。」為此，西影要求團
隊兼具技術視野與市場敏感度，「既不能畫大餅
空談顛覆，也不能因技術局限自我設限。」
儘管篤信技術的力量，西影始終將內容置於核心
位置：「再絢麗的特效也只能帶來短暫刺激，唯有
故事能跨越時代。」他以《大話西遊》為例，透露
西影仍保留影片原始膠片，並通過AI修復推出加
長紀念版，實現了票房與口碑雙贏。「這部與香港
合作的經典證明：技術修復能讓老片煥新，但真正
打動人的還是《大話西遊》故事本身。」他說。
對於當前全球電影市場下行，他歸因於「敘事創
新滯後」：「當技術普惠後，類型片同質化問題暴
露無遺。警匪、武俠等傳統題材必須找到新時代的
表達方式。」在他看來，香港電影的未來在於打破
類型固化，而內地與香港的合作將加速這一進程。

港味敘事×數據賦能
當《毒舌大狀》登頂香港華語片票房冠軍時，

這部本土口碑之作在豆瓣獲得7.9分，卻未能在
內地市場引發票房井噴。「香港需要的不是複製
內地模式，而是用新方法論啟動本土敘事基
因。」面對港片現實困境，出席交易會的燈塔專

業版運營總經理王舒受訪指出，無論是內地黑馬
《年會不能停！》、還是香港本土的《毒舌大
狀》，其成功都遵循着「內容品質×技術創新×
觀眾洞察」的三維公式。
王舒認為，縱觀全球電影市場，均為高質量內
容供應驅動。《毒舌大狀》的成功印證了高質量
內容的爆發力，但爆款不能依賴偶然。數據顯
示，香港觀眾年均觀影頻次達6.8次，遠超內地
觀眾的3.2次，這種「高觀影經驗群體」特性，
使得他們對內容獨特性提出更高要求。
精準洞察成為破局關鍵。內地市場已形成成熟
的數據化運營體系：貓眼、淘票票等平台能即時
捕捉觀影人群畫像，AI票房預測準確率相當高。
以《年會不能停！》為例，其映前通過「職場壓
力值測試」H5收集20萬份數據，精準錨定25至
35歲職場人群，最終實現票房逆襲。相較於內地
即時化、透明化、數據化的票房監測，如燈塔專
業版提供的AI票房預測、輿情分析工具，香港需
要對新生代觀眾偏好的精準洞察和動態追蹤。
沉浸式體驗則是另一突破口。2023年內地特效
廳票房佔比已達37%，CINITY影廳的平均上座
率比普通廳高出十五個百分點。「現在有太多的
娛樂形式在爭奪觀眾的注意力，有什麼樣的獨特
性能夠讓觀眾一定要去戲院看看電影？跟手機上
刷刷視頻或者是看劇有什麼區別？其實我們龐大
的數據已經說明，在有好故事的前提下，還要有
非常好的沉浸感觀影體驗。」王舒認為，內地通
過特效廳、巨幕等差異化體驗吸引觀眾重返影院，
而香港同樣需挖掘「無法被手機替代的沉浸感」。

拓展影院數字空間
「如今電影行業競爭日益激烈，電影院生存面
臨挑戰，如果行業陷入惡性循環，影院數量減
少，影片缺乏展示平台，最終會影響整個電影行
業的發展。」影福通平台負責人周漢東在參加交
易會期間受訪表示，影院突破困局、實現資源轉
化與業務拓展，關鍵在拓展數字空間。
影福通是一個影院全域資源變現平台。今次交
易會上，周漢東根據內地市場特點，向全體與會
者做了《影院全域資源變現解決方案》的推介。
周漢東會後受訪認為，當前香港與內地電影行業
面臨相似困境，是由大環境、影片品質、用戶消
費習慣等多方面因素綜合導致的，屬於系統性問
題。「短視頻興起搶佔觀眾碎片時間，僅靠爆款
影片難以持續帶動行業發展。」他說。
周漢東認為，影院和電影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優質的電影是吸引觀眾走進影院的核心動力，一
部製作精良、劇情精彩的影片能激發觀眾的觀影
熱情，為影院帶來高人氣和票房收入；而影院則
是電影面向大眾的重要展示平台，舒適的觀影環
境、良好的放映設備能提升觀眾的觀影體驗，有
助於電影口碑的傳播，進一步擴大電影的影響
力，二者缺一不可。
但過去影院靠優質影片就能輕鬆盈利的時代已
經改變。周漢東告訴記者雖然移動視頻、AR視
頻等新興娛樂方式不斷湧現，但電影院獨特的觀
影體驗仍無可替代，影院應充分挖掘自身資源優
勢，進行資源轉化。
拓展影院數字空間上，周漢東向記者介紹了多種
舉措。在映前廣告方面，傳統硬廣告模式已過時，
如今可借助映前廣告為周邊商戶做品牌行銷，通過
掃碼優惠等方式，將看電影的用戶引流到周邊餐飲
店，實現用戶、影院和商戶的三方共贏。影院可利
用票和映前廣告兌換更多服務和商品，以更低價格
賣給用戶，提高用戶轉化率和影院收益，吸引更多
商戶加入，形成良性迴圈。同時，影院數字空間還
可拓展到購物領域，將網絡購物平台接入，為用戶
提供更多便利和優惠，使影院成為一個內迴圈的小
圈子，逐步實現資源的有效迴圈。

●電影《大話西遊》劇照●電影《年會不能停！》劇照 ●電影《毒舌大狀》劇照

一提到西安電影製片廠（西部電影集團前身，簡稱

「西影」）與港片的關係，最被津津樂道的，便是周星

馳的愛情悲喜劇系列電影《大話西遊》。在傳統電影行

業面臨技術衝擊與市場變革當下，在內地與長影、北

影、上影、八一電影齊名的西影，近年反而「破繭成

蝶」轉型逆襲，在業界頗為吸睛。參加2025年全國電

影（廈門）交易會暨第27屆全國影片推介會（以下簡稱

「交易會」）期間，西影旗下西安電影製片廠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西安XR電影產業基地管理辦公室負責人王

季萱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分享西影「破繭成蝶」的實

踐路徑。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廈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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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影「科技+文化」的融合發展，不僅使之逆
風翻盤，更成為行業標杆。 蔣煌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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