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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幕与经典相会
——2022年致敬经典·国际修复电影展开映

提到苏州，你会想起什么？

作为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名

城，小桥流水、昆曲、评弹、园林、美

食等等文化符号勾勒了江南烟雨中

美轮美奂的苏州，展现了其传统的

一面。单论此显然并不足以形容这

座被喻为“天堂”的城市。当代苏州

经济发展有目共睹，是“中国最具经

济活力的城市之一”、“世界九大新

型高科技城市之一”。既有丝竹，也

有交响，既有粉墙黛瓦，也有高楼大

厦。兼收并蓄的苏州，成为一座公

认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城市。

电影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苏州电影产业与城市文化发展

交互连接。作为全国新一线城市，

苏州近年来商业电影票房稳居江苏

省内第一，在电影文化建设方面也

实施了许多举措，举办电影节展正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自 2020年起，苏州已成功举办

两届由国家电影局批准，中国电影

资料馆和江苏省电影局主办，苏州

市委宣传部承办的「致敬经典·国际

修复电影展」，展示中外电影修复技

术成果的同时，扩大了中外修复电

影文化交流，并形成了苏州的城市

文化名片。

百年中国电影，苏州的影人、影

片和城市风景都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回顾首届修复影展，《美食家》、

《小小得月楼》、《满意不满意》等经

典影片展现苏州的人文风貌，影像

文本与城市文化相互重合，加深我

们对于苏州城市文化的认知。

2021年展映则辑选了谢晋导演

取景于苏州的代表作《女篮五号》以

及苏籍影人殷明珠主演的《盘丝洞》、

苏籍影人伊明编剧的《城南旧事》等

作品。城市为我们提供生活场域，启

迪我们的思想，我们则在影像中与苏

州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相连结。

2022年致敬经典·国际修复电

影展同样是苏州乃至长三角地区影

迷观众的电影盛宴。展映影片共12
部，延续往年的选片思路，一方面展

现近年来全球电影最新修复成果，

如 4K修复版《黑猫白猫》首次在内

地放映，还有世界级影史经典《雨中

曲》、《偷自行车的人》、《樱桃的滋

味》等作品；一方面以此为契机纪念

重要影人，如以《奋斗》致敬史东山

导演、以经典喜剧《太太万岁》纪念

苏籍影人蒋天流、以《牧马人》致敬

即将迎来百年诞辰的著名电影大师

谢晋导演。

在人艺经典《茶馆》中我们可以

看到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等一众

优秀演员的精湛表演；在中国电影

史不可不提的女性电影佳作《人·

鬼·情》中我们可以感受黄蜀芹导演

的思想表达；《黄土地》以极其风格

化的影像勾勒创作者民族历史和文

化的宏大思辨；《月升中天》的含蓄

之美与江南风景相得益彰；《精疲力

尽》则展现着法国新浪潮先驱的电

影创作理念。

以修复为主题的影展，于苏州

而言，不能更合适了。苏州这座既

古老又新锐的城市，不正像是那经

由修复后的经典电影吗？既有历史

的质感，以影像留存历史文化记忆，

又有现代科技的印记，在大银幕上

展现最新修复技术成果。电影本就

诞生发展于城市之中，城市形塑着

电影文化，而电影文化则勾勒城市

的文化记忆。

单以电影节展而言，修复展之

于苏州，如同北影节之于北京，它们

各自构建着自身的城市文化形象。

而苏州与北京，虽然文化气质不同，

但两者同为历史文化名城、区域文化

中心，恰能相互为镜。从今天的苏州

我们可以一窥曾经的北京，而从今天

的北京则能展望未来的苏州。

将致敬经典·国际修复电影展

作为感受城市文化的切口吧，在这

个冬日走进苏州，一起在银幕与经

典相会，在修复影像中感受传统与

现代融合的美。

近日，全国艺联专线发行的

奥地利等多国合拍电影《小小乔》

和德国电影《谁偷了我的粉兔子》

分别公布定档 12月 2日和 12月

16日。两部影片均出自女性导演

之手，都有一位青少年主人公，也

都关乎亲子、家庭，但走了完全不

同的路线。

《小小乔》是一部科幻和心理

惊悚类型交织的影片，通过极具

寓言性的软科幻设定，剖析了当

代社会中人情的异化。“小小乔”

是一种全新开发的花朵，其香味

气息能够直接影响人类情绪，如

果得到呵护则会使人类快乐。它

的开发者爱丽丝违反规定偷偷带

了一株回家给自己的儿子乔，但

随着花朵长大，逐渐产生了可怕

的影响。

影片中，新培育的花朵和男

孩乔都是爱丽丝的“孩子”，爱丽

丝作为单身母亲，因为投入工作

而可能忽视孩子，这令她的内心

备受折磨。她要如何兼顾，抑或

如何做出选择？

影片的科幻设定着重讨论了

基因改造工程带来的伦理道德困

惑，“小小乔”被创造出来给人类

带来快乐，人们可以通过购买它

而得到快乐，果真如此简单吗？

新物种会根据自身的需要释放花

粉来“改造”人类，这对人类究竟

意味着什么？

当然，导演还提供了更大的

解读空间，人的变化要么可以用

他们的心理逻辑状态来解释，要

么可以用他们吸入的花粉来解

释。或者，这些“变化”根本不存

在，只是女主角的想象。

然而，正如女主角在片中逐

渐觉察到的，拥有“小小乔”后人

们似乎变得很快乐，但那并不是

她想要创造的快乐，“人们会失去

真正的情感”，只能假装和以前一

样，然而根本不一样。

“ 因 为 他 们 不 再 关 心 任

何人。”

影片入围第 72届戛纳国际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主演艾米丽·
比查姆荣获最佳女演员奖。男主

演本·卫肖是英国评论界一致认

可的新生代优秀男演员，参演了

多部热门英国影视剧。

奥地利女导演杰茜卡·豪斯

娜出身艺术世家，多次入围戛纳

电影节，并担任了第 74届戛纳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本片的视

听语言也是一大特色，其东方风

格的惊悚配乐和鲜明大胆的美术

风格，与所要表达的主旨形成高

度契合，呈现了一副奇异的后现

代图景。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的故事

背景在二战时期，但与多数战争

题材的影片有明显不同之处。它

没有单纯强调战争的残酷和惨

烈，而是从女孩安娜的儿童视角

切入，让纯真点亮黑暗，用回忆式

写实手法让观众从细微处感受残

酷战争的温暖一隅。

当犹太人成为纳粹必须粉碎

的眼中钉时，安娜和哥哥以及父

母一家人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

流亡瑞士、巴黎到伦敦，当作家父

亲陷入一种社会性死亡，安娜必

须努力去学习成长这件事。

有生离，有死别，有心灰意

冷，有黯然神伤，但更多的是全家

共同奔赴未知下一程的力量、是

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也要最大程度

保住对生活热情的决心、是每一

个人都把彼此紧紧放在心里的

爱。而那只遗落在故乡柏林家中

的玩具粉兔子，也成为了安娜永

远的牵挂。

搬家、转学、家境一落千丈、

丢失心爱玩具、离开故人故土、不

断学习新的语言、适应新的环

境……而这一切又是在纳粹德国

的战争恶行笼罩之下。童年经历

这些挫折甚至创伤，绝对无法选

择无法控制，你能做的最伟大的

事情之一，就是把它变成艺术，并

仔细认真地对它进行研究。

影片根据英国广受欢迎的作

家和插画家之一朱迪斯·克尔的

同名自传体作品改编，她的作品

被翻译成 25种语言，总销量超过

1000 万册。

女孩安娜的经历同样能给现

实生活中的我们带来触动和能

量，正如片中朱利叶斯叔叔跟安

娜的对话：

“你的内心燃烧着一团小小

的，温暖的火焰。保护好它，不要

让任何人、任何事熄灭它”。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导演是

卡洛琳·林克，她曾凭借作品《何

处是我家》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

片，还曾同时拿下东京国际电影

节最佳影片奖和最佳编剧奖。

“编”、“导”才能俱佳的她，在电影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中也同时担

任导演和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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