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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 宁

以一部早期中国电影作为开馆首展，

影片本身及主题价值一定要具有足够的典

型性。它的艺术性、历史性是选择的重

点。除此之外，它呼应了怎样的时代议题，

对当下观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在我们

的考量之中。《盘丝洞》是一部于 1927年上

映的中国电影，也是现存最早的改编自古

典小说《西游记》的影片，它曾因战乱在国

内失传，2014年于挪威寻回后，这部多年来

只在史书中记载的影片得以重现中国银

幕，2024 年恰逢其回归祖国十周年。从这

样一部影片中所能体现出的价值和意义，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盘丝洞》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早

期馆藏中的珍品，具有文物价值。中国电

影诞生于 1905 年，但早期影片存世不多，

《盘丝洞》是现存早期中国电影的经典之

作、同时代高艺术水准电影的代表作。《盘

丝洞》影片及相关档案具文物价值，既是研

究电影生产创作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国早

期电影走向世界、开展电影文化交流的珍

贵范本。

其次，《盘丝洞》的寻回，是人类文化同

守共护的实证。让“孤儿电影”归来，既是

中国电影资料馆完成中国电影文化保护的

使命，也是挪威乃至全世界电影文化遗产

机构的使命。《盘丝洞》的展出，是希望更

多的人能够看到正是有不分民族不分国界

的文化守护，才能让我们共享更多的文化

成果。

其三，《盘丝洞》是一部电影可以产生

持久文化影响力的典范。一部电影，绝不

是在上映期影院放映完，它的生命力就结

束了，它的文化影响力既有共时性，也有历

时性。《盘丝洞》的文化影响力广而长，主要

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盘丝洞》乃现

存最早的改编自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

影片。中国电影从诞生起就自觉表现和开

拓中国故事，最早的改编自《西游记》的影

片为 1906年丰泰照相馆摄制的《金钱豹》。

此后，《西游记》成为银幕的宠儿，改编作品

有上百部之多，孙悟空也是最具世界影响

力的中国银幕形象，是银幕上的文化自

信。二是对《盘丝洞》的解读，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结论大相径庭，它体现出近百年来

电影和文艺观念、电影评论和研究方法的

变化过程。三是《盘丝洞》在寻回后，中国

电影资料馆和众多的电影研究、爱好者合

力，开展多角度文化活动和文化研究，新近

更是在文化传承和创新观念的指导下，以

IP主题概念研发套系文创产品，不断开拓

影响边界。

其四，开发地方电影文化资源、打造地

方人文经济实践样本的主旨契合。《盘丝

洞》与苏州有着不解之缘，影片有在苏州取

景的镜头，女主演殷明珠是中国第一代女

演员，为苏州籍。通过对《盘丝洞》这一部

早期影片的深度开发，引导观众关注苏州

影人影事以及苏州电影历史，挖掘城市人

文优势，增加城市文化经济影响力。

97年过去了，观众看《盘丝洞》时在看什么？
——“《盘丝洞》：西游与东归”策展手记

2024年6月6日，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在苏州落成，“《盘丝洞》：西游与东归”作为开馆首个电影艺术展览，与观众见面。

在筹备新馆首展时，我们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选题。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多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建馆66年，无论是从电影历史

的角度还是从资料馆馆史的角度，可以开展的选题都有很多。《盘丝洞》这样一部百年前的电影有着怎样的原因，成为新馆落成首展当之

无愧的主题之选？以及怎样将选题进行充分阐释，吸引打动现代观众，均为展览策划的重中之重。

（图一）

◎《盘丝洞》主题的价值和意义

◎《盘丝洞》：西游与东归的策展思路

明确了“为何展”“展什么”，接下来的

问题就是“怎么展”。如何在一个 300平方

米的空间中独立展出一部距今已有近百年

历史的老影片？核心还是要找到观众的关

注点，97年过去了，观众在看《盘丝洞》时，

到底在看什么呢？

首先，这是一个关于“一部艺术作品命

运”的故事。电影《盘丝洞》的面世，距今已

有 97年历史。今天的观众看这部影片，所

立足的角度、欣赏解读方式早已与百年前

大相径庭。除了影像本身带来的视觉快

感，观众还要看到这部影片在影史中的价

值和地位、它因为时代局限性带来的误读、

它在跨文化传播时的曲折，以及作为经典

文化艺术作品，它还可以和百年后的我们

有着怎样的情感共鸣……归结起来，其实

就是一部艺术作品在创作时及面世后的境

遇和命运。也因此，《盘丝洞》的展览，我们

选择了以讲故事的方式向大家娓娓道来，

展现一部影片百年跌宕起伏的命运。

对于故事的讲述来说，叙事逻辑至关

重要。但展览常常又是以弱逻辑性而存在

的。为了能够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脉

络，我们采用明显的板块划分来结构它，从

而强化其“起承转合”的故事线。

以时间顺序行进的展览分为两个大的

板块——西游和东归。西游既包含了影片

改编的母体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及影片

在影像化改编中的艺术特色，也涵盖了影

片从中国走向西方，从亚洲到欧洲的西行

放映；东归讲述的除了大家熟知的“孤儿影

片”从挪威寻回，影海遗珠重返祖国的故

事，还包含了东归十年来对这部影片的重

新认识以及对其当代视角下阐释的创新成

果。空间也非常明显地被分为两个部分，

参观动线基本按照单线行进、主副线平行

分布的方式进行设计，尽量追求与时间线

的空间推进保持重合，配合完整的故事链

条完成叙事，引导观众依序参观（见图一）。

既然要展现一部影片的命运，主人公自

然就是电影《盘丝洞》。故事从《盘丝洞》诞

生的环境和土壤讲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中国电影起步不久，尽管阻力重重，中国电

影人也一直信心勃勃地在借鉴和创新中寻

找着突破，其中最重要的着力点就是在内容

上不断对中国传统故事进行开掘，也因此

《西游记》成为各公司改编的热门。从史料

记载中可以看到，同时期改编西游记的影片

有二三十部之多，但遗失殆尽，存世最早的

就是这部1927年拍摄的《盘丝洞》，它也因此

成为银幕上现存最早的《西游记》形象。展

览中被命名为“影画经典”的开端部分简洁

迅速，没有做大段展开，目的仅是从电影历

史溯源项和《西游记》影视改编项，为《盘丝

洞》找寻和确认身份，激发观众对主人公（即

《盘丝洞》这部影片）的命运产生浓厚兴趣。

承接部分“传奇光影”作为故事发展的

铺陈，两个子单元“传世经典”和“艺海传

播”讲述的是影片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如何

进行创作、宣传与发行。创作主要围绕影

片在“融画入影”“技艺创新”和“以理释情”

三个方面的特点展开。观众可以看到在画

家出身的中国早期导演但杜宇的作品里，

充满了对画面美的追求，充满了在电影初

创期中国电影人对技术的创新追求、充满

了哲理探寻式的思想追求。

关于这部分的展示，我们的想法是由两

个时间来交互呈现。时过近百年，当今天的

观众站在展厅再次通过一帧帧画面以及画

面背后细节的还原，关注到这部影片时，脑

海中应该有两个时间存在。其一是能够重

新走入特定历史语境中理解影片价值的意

味，其二是能够跟随展览拨开时代理解的局

限，对其精神价值和美学追求进行重新定位

的探索。基于此，这里的展示素材均来自于

影片画面，以文图视频为主，更加灵活的现

场解说也参与其中，合力完成。虽然对影片

的理解也加入了当下时代的解读角度，但一

个基本的原则是尽力保持冷静与客观。尽

管在这里我们都有想说的千言万语，但让史

料自己说话是基本遵循，通过言简意赅的文

字配合恰当的单帧画面或手绘图片，引导观

众展开思索——这一点至关重要，作品还是

那部作品，策展者隐藏自己的观点，正是希

望观众可以参与其中——不同时代的观众，

不同个体的参观者，都应该有着属于自我的

不同观感体会。

此段落的副线是对于影片主创但杜宇

及其创办的上海影戏公司、他的妻子也是

影片主演殷明珠及其他主要创作班底的介

绍。除此之外，但杜宇的妻子殷明珠是苏

州人，也利用副线较好的辐射和延展作用，

对江苏籍的电影人进行了简要的展现，与

城市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了关联。

行走至展厅最内部，讲述的是《盘丝洞》

在1927-1931年期间的宣传发行，并希望以

点及面介绍当时一部中国电影是如何在国

内乃至海外宣发的状况。影片从上映前4个

月即开始进行以报刊纸媒为主的多轮、多种

形式的宣传，开映前已轰动上海，无论从广

告宣传的投放总量，还是刊文所体现的各界

人士的关注程度，都堪称当时国产片的翘

楚。此部分还展出了一件本次展览最珍贵

的展品，即1927年上海影戏公司出版的精美

特刊《盘丝洞》号，它是电影资料馆早期电影

档案保存中的典藏珍品，原件从未出京展示

过，也是十多年前考证挪威藏有的一部中国

电影残片为《盘丝洞》的重要凭证。此部分

是展览故事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高潮，大家

可以感受到影片在当年放映时的盛况。展

出方式和展品选择上，受限于场地和史料情

况，当然不可能完全复原几百篇的宣传报道

和多轮多地的影院放映盛况，我们的做法是

把已知的历史信息和具有代表性的展品史

料排列在时间线中，让观众自发通过解读这

些历史碎片再形成意义架构，通过合理的想

象补全认知，看到一个当年最受欢迎的国产

电影突破外国片重围，努力在国内市场站稳

脚跟，并试图开拓海外市场的全貌，并以此

形成今天对中国电影历史发展中辉煌一幕

的文化记忆。

故事的转折在于全球发行后，拍摄公司

投资失利加上战乱频发，制片厂甚至被战火

化为灰烬、国内拷贝遗失。一时间，这部曾

经风靡的影片踪迹全无。且人们在史书中

寻觅到的文字记载，受到时代文艺思想的局

限，大多是对于过于香艳的情节和国难当头

创作者不合时宜的创作态度持否定评价。

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一刻结束。主人公的

命运在80多年后又发生了转折，经过偶然却

也是像是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一样，它的

沉寂（不是消失）仿佛一种力量的积蓄，重新

走到观众面前时，带着勃勃生机，惊艳四

座。从历史真实的时间线来看，这一部分时

间跨度最大，跌宕起伏中暗含着个体命运的

不确定性和社会背景的变迁。

故事的结尾充满了开放性和更加美好

的期待。回归后的《盘丝洞》，由文化保护

机构中国电影资料馆进行守护。中国电影

资料馆作为国家级电影档案馆，几十年的

建馆历史中在档案收集、保存、管理方面都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严格的为国守史的使命

要求。但随着档案观念的转变，电影资料

馆恰是从 2010年后，逐步对保存在库房中

的3万余件电影档案进行开发和利用，以期

更好的服务于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此时回归的《盘丝洞》因其价值特殊，立即

成为重要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开发选择。配

乐放映、主题展映、专业研讨、作为中国电

影资料馆馆藏书系的第一本，从社会历史

文化影像记忆和电影文化传承的角度编写

图书《盘丝洞 1927》、对于主创家属口述历

史的采访、电影档案的再征集，乃至全片4K
精修、单帧上色修复，以及今天的展览、套

系文创开发等，渐次开展……未来《盘丝

洞》还将在什么领域、以什么方式走到观众

面前，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沉

寂一旦被唤醒，它的故事将不再仅属于一

代代的机构守护者，带着近百年的风霜，它

在落地生根后，已成为了大众文化记忆，在

枝繁叶茂中飘起了满庭芳香。

其次，这是一场文化空间的审美体

验。展览存在于空间之中，是空间的艺

术。评价一个展览是否成功，不仅在于它

期间摆放的多少件艺术作品、多少历史档

案、有多少可普及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在于

它是否形神兼备，具有自己独特的格调和

气质、是否与观众产生了共情。

《盘丝洞》是一部上世纪二十年代鸿篇

巨制的国产电影，既有商业性，也有探索

性。主创、尤其是导演但杜宇前卫精致的

创作风格非常明显。这是一部黑白默片，

但华丽的场景、华美的服饰、群像的调度，

却丝毫不受其技术局限，反而表现出收放

自如、具有时代特点的独特审美风格。

在展厅风格和情境的总体设计阶段，

我们曾经也考虑过是否要把影片中美轮美

奂、玄妙谲险的室内洞穴空间予以展现，但

充分分析之后，还是放弃了。其原因是它

虽然是作品本身风格，却并不是我们此次

展览想要传递给观众的核心价值。我们的

故事主题是一部电影作品的命运，影海遗

珠历经百年跌宕起伏后的焕新重生，它的

整体基调应该是内容上的历史沉淀积累带

来的画卷感和形式上的化繁为简产生的明

快感的结合。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观众在

走进展览的时刻，进入的是一部影片的历

史，但我们希望它的历史并不是它的包袱，

而仅仅代表了它的过往。每个人都有过

往，它是你的身份，代表你从哪里来。但要

往哪里去呢？未来的多样性等待着你的探

索。当观众走出展厅的时刻，对《盘丝洞》

感情上应该是丰富的且轻盈的。能够呈现

出《盘丝洞》无限的包容性、无限的融合度

乃至无限的生命力，是作为策展者的我们

对这部经典影片最大的敬意。

具体处理上，我们采用了简约明快的结

构、线条和清朗柔和的色彩进行组合，以白

色为主，辅以大地色系的浅咖色来调节层

次，江南特有的灰黑色作为点缀，灯光以点

光源为主，色温偏暖，整体照明亮度平均，不

做特殊强调，尽可能地渲染出从历史深处走

来，又与当下审美融合的游刃有余之感。

除此之外，依据内容中情感弧线“积累

——上扬——跌入低谷——重新崛起”的

结构安排，在空间展现方面，我们还注重展

览节奏的把握。

展览，尤其是叙事型展览与电影一样，

都是时空结合的艺术。但相比起电影，展

览的叙事表达需更具民主性。这是因为观

众是选择自由观看还是选择按照既定的动

线行走，并不是策展者可以完全控制的。

参观时间长度来说，走走停停亦或是快步

速览，都是由观众自己把握。展览节奏变

化的处理方式可以是内容的跌宕起伏，也

可以是造型、色彩的转换，或者从观众体验

角度来看，是用于接收展览讯息的不同感

官之间的切换（比如以观看为主的视觉体

验内容告一段落后，接续的是一段以声音

表现为主的听觉体验）。

《盘丝洞：西游与东归》的展览中，大多

数的内容都是以平面来展现，没有复杂的

造型和装置。这与展览风格定位相关，不

以喧闹的或繁复的形式取胜，而要让历史

档案中的字里行间或者影片画面本身的细

节，这些平时看起来足够隐蔽的信息凸

显。所以它的节奏设计也要更为隐蔽。例

如展览的起始阶段即以造型变化来处理序

厅和第一章节的节奏起伏。观众从步入展

厅的开始，要迅速进入情绪情感的集中状

态，我们就在入口处布设了一块顶立的格

栅型的大幕，滚动播放修复后的电影片

段。这块幕在视觉上起到类似中式建筑中

影壁的功能作用，正面避免观众对展厅内

容一览无余，内面营造漏光感的阻隔、也可

以达到更完整和谐的效果。与在影厅里观

摩，全黑场景、舒适观影不同，这里虽略调

低亮度，但也依然是展厅的正常光线，影影

绰绰的活动影像加上格栅增强的斑驳效

果，以及片中具有年代感的美学风格，立即

引导和提醒观众，这里是进入一段具有历

史感的故事的起点。在这样的情绪铺垫之

下，接下来主副交织的两条线并行以相对

平缓的铺陈方式展开，几乎同一造型的单

线展面从容地从“一片一人”延展到“一城

一业”。

（下转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