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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电视节创新办节理念
今年的电视节，由于疫情的

原因，创新了很多办节机制，但
其中，最让人关注的“创新”，却
跟疫情无关——它首次将“重点
视频网站首播电视剧”纳入白玉
兰奖评选。这也是回应中国电
视剧发展的整体形势和需要，体
现了上海电视节推动新时代社
会主义电视文艺繁荣兴盛的使
命与担当。

今年电视节共征集到来自
48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作品800
多部。作为重要板块的白玉兰
奖国际电视节目展播，将积极做
好公益惠民服务，在上海电视台
的都市、东方影视、纪实人文、哈
哈炫动四个频道展播近35部优
秀中外电视节目，其中包括《战
火浮生》《良医》第二季等热播剧
集；首次在松江区、静安区、浦东
新区五个商圈露天展播24部中
外优秀电视作品，让市民第一时
间观赏到中国新作和世界各国
优秀电视作品。

本届电视节实施多种创新
手段，实现线上线下融合转型。
电视市场首次调整举办形式，和
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电影市场联动举办，推出全线上
举办的国际影视云市场，引起了
海内外影视机构的热烈反响，展
商总数超过往年；本届电视节的
互联网影视峰会和白玉兰电视
论坛，均首次采用线下举办与线
上播出相结合的方式。

电视行业重视媒体责任
这些创新，当然跟今年的

疫情形势密切相关。在 3 日举
行的开幕论坛中，行业内大咖
也都聚焦了今年的“变局”。正

如东道主上海广播电视台台
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宋炯明提出的那个
问题：“面对危机，我们能否冲
锋在前勇担责任，放大主流广
电的舆论引导力？面对危机，
我们能否心系人民，因势而变，
提升主流广电的节目创新能
力？面对危机，我们能否保持
定力，修炼内功，壮大具有核心
价值的头部内容生产力？面对
危机，我们能否胸怀大局，目光
长远，把准时代的脉搏，自觉提
高把握新机遇的战略判断力，
把媒体融合推向纵深发展？”

当然，疫情对行业的影响巨
大。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
台长余俊生表示，需要在“危中

寻机”：“虽然今年疫情对广电行
业冲击巨大，第一二季度经营困
难，但也要看到积极因素。”他引
用了国家广电总局节目收视大
数据，1月25日至2月9日，全国
有线电视和 IPTV 较去年 12 月
份 ，日 均 收 看 用 户 数 量 上 升
23.5%，收视时长上升 41.7%，每
天观众收看电视节目接近7个小
时。而今年上半年，全国省级卫
视收视整体大幅上涨，包括北京
卫视在内的一线卫视，收视涨幅
都在两位数以上。

疫情推动了行业的变化，数
字新经济形态受到空前重视。
华策影视集团创始人、总裁赵依
芳就介绍说，他们这家影视的领
头羊企业，“在未来的几年里，华

策将抓住机遇，创新推进生态业
务，布局新内容、新消费、新经济
的生态业务，为集团未来发展构
建新业务、新商业模式、新发展
空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
室总经理，央视副总编辑彭健明
在压轴发言中，举了电影不惧新
时代挑战的例子，他说那是因为
电影有核心竞争力，在他看来，
电视人也应该明确电视产业的
核心产品：“电视产业产品的核
心就是内容。抓好内容，生产制
作好内容，对我们电视人的未来
至关重要。这个时期，保持强大
的定力，未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
展和迭代，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
多的机遇和挑战。”

本报讯 记者 周胜洁 让影
迷期待万分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已经落下帷幕，随之接档的是上
海电视节。作为两节重要板块
之一的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电
视节互联网影视峰会将于8月4
日举行，除一场线下主旨论坛
外，其余均以线上形式举行。

自2015年以来，普陀区与上
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围绕互联网影
视领域展开合作，借助互联网影
视峰会这一品牌活动，聚焦产业
最新动态，搭建业界交流平台。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
任童颖介绍，2020上海国际电影
电视节互联网影视峰会将通过
各大网络平台播出，其间通过主
旨论坛、重磅报告发布、精品排
行榜发布、经典案例分享等一系
列环节，汇聚互联网行业及影视
行业的创作者与专家，围绕互联
网影视内容的“破圈”与“破局”
展开深度探讨。

在主旨论坛上还会发布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
中心的《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
报告（2020）》，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监管中心的《2019 网络原
创节目发展分析报告》，以及
互联网影视峰会连续第三年
打造的《2020 中国网络视频精
品报告》三份重磅报告，“在专
业层面上也会有专家做出权
威解读。”

为何互联网影视峰会会持
续和普陀区合作？区文旅局副
局长刘亦武介绍，普陀形成了

“金沙江路互联网影视产业集聚
带”，能级正不断提升，打造“互
联网+”影视产业发展的“物理空
间”“政策空间”“发展空间”。在
聚人才、兴产业方面则成立了

“普陀区影视企业联谊会”，为影
视企业搭建交流平台、拓宽合作
路径。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繁花》是金宇澄创
作的长篇小说，2012 年发表在
《收获》杂志。它以10岁的阿宝
开始，以中年的小毛去世结束，起
于20世纪60年代，终于20世纪
90年代。重点描写了两个时间
段的上海，一是20世纪六七十年
代，一是八九十年代，尤其是这两
个特殊历史时期上海人的生存状
况。除此之外，金宇澄还将笔调
触及太平天国时期，甚至远古的
传说时代，展现的并非上海这座
城市的历史记忆，但又与上海的
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体裁上，《繁
花》充分借鉴和吸收了话本小说

的优势，呈现出一种新的韵致。
这部小说名气极大，质感也

极厚重，早早引起了出生于上海
的王家卫导演的注意，并早早买
下了小说的影视改编版权。“除了
生意，一座城市还需要生活。和
纽约一样，上海是金融中心，需要
有精神文化层面的代表性作品，
需要有上海特点的故事。这就是
《繁花》为何重要的原因。《繁花》
是上海的《清明上河图》，它是上
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座城市
的发展写照，代表了上海的精气
神。这部电影将是让全世界了解
上海、上海人以及上海文化的一
部辞典。”他对这部作品极为推
崇。

2015年，电影版《繁花》曾宣
布启动，但之后却又没了动静，这
也是王家卫一贯的作风。金宇澄
本人对此倒是毫不介意，他曾表
示，如果是一部没有名气的小说，
可能需要借助影视化作品来“成
名”，但对一部已经深受读者喜爱
的小说，影视化改编却往往会遭
遇批评，王家卫对这个作品慎重
是好事。

在电影“磨蹭”之后，王家卫
倒是在2019年表示，电视剧版将
先于电影版亮相。今年3月，他
在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举行的春
茗活动上透露：“希望尽快完成剧
本，今年底或明年初可以展开拍
摄，演员尚未落实，但要会讲上海

话。”
果然，8月2日，电视剧版官

宣了。王家卫本人将担任监制和
总导演，《我的前半生》编剧秦雯
担任编剧，奥斯卡最佳摄影奖获
得者鲍德熹担任视觉总监。强大
的阵容背后还有故事：胡歌、秦雯
都是地道的上海人，他希望用他
们做好这部上海的伟大作品。

在官宣后，久违荧屏的胡歌
也特意表态：“非常荣幸能够和王
家卫导演合作，对我来说这是一
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作为上海
人我很高兴，金宇澄老师的小说
《繁花》终于要搬上银幕了。”而他
的粉丝们更是在下面排队鞭策
他：“胡歌同学勤快一点拍戏！”

第二十六届上海电视节昨天启幕

创新办节 破圈与破局并行

剧集《繁花》不日开机

坚持沪语 一花一世界长远不见

金宇澄的《繁花》，一部上海市井百姓的生活史。自从王家

卫买下影视版权后，它的影视化改编进展一直备受关注。不过，

8月2日，《繁花》终于官宣电视剧版启动了，胡歌将出演男主角

阿宝。在特别的官宣LIVE海报中，胡歌用上海话说：“侬好！我

是阿宝，长远不见。”

作为疫情常态化后全国第一个举办的国际电视文化活动，第二十六届上海电视
节昨天正式揭幕，从8月3日至7日的5天时间里，它将为观众呈上内容丰富的荧屏
大餐，为中国影视行业在经受疫情考验之后鼓劲打气，提振信心再出发。青年报记
者从昨天上午的白玉兰电视开幕论坛上了解到，包括央视和全国各主要地方卫视、
主要视频平台在内的平台，都在应对疫情寻找机会时，不忘为时代发声，整个电视行
业集体展现了媒体的责任担当。 青年报记者 陈宏

互联网影视峰会
今年多了“云上见”

上海电视节露天放映启动，严格防疫下点亮文化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