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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暂停营业近180天的电影院重
启了！7月20日，清扫、消毒、设备调试，
北京首都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在做着开门
营业前最后的准备；浙江杭州，当零点场
出现久违的“龙标”，观众情不自禁地欢呼
起来；上海，一位观众8时15分就抵达影
院，“就为领到第一张电影票”……

20日，是全国影院恢复运营的第一
天。一线电影人对行业未来表达了怎样
的期待？院线做了哪些工作保障放映质
量与防疫安全？广大影迷又有什么反
应？记者采访了电影人、院线工作人员和
观众，我们一起聆听中国电影复苏的脉
动。

电影人：
脑子里蹦出俩字——终于！

影院复工的消息一出，不少一线电影
人和业内人士都备受鼓舞，纷纷表达了自
己的喜悦和期待。

“脑子里蹦出俩字——终于！”导演、
演员徐峥在接受电影频道采访时表示，今
年电影人都特别不容易，对于院线来说更
是难上加难，身边的人都非常关心院线什
么时候能复工，“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上
海国际电影节也将于数日之后开幕，未来
一定会越来越好。”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电影理论家
饶曙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观众的热
情还是很高涨的，影院方面也做好了充分
的准备。“从长期看，中国电影向好的趋势
是不会变的；从短期看，中国电影还会经
历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如何吸引更多观
众走进电影院是影院开工复业后面临的
重大挑战和难题。”饶曙光告诉记者，业界
都期盼能够出现“报复性”观影，但要把愿
望变成现实，需要大家齐心合力，仍然有
大量工作需要整个电影行业乃至全社会
共同努力。

影院：
首场票1小时售罄 零点场首映满座

“178天过去了，这一天终于来了！”
天山电影院业务经理骆佳捷兴奋地告诉
记者，20日上午9时50分，上海天山电影
院复工后首场电影《第一次的离别》上映，
影院严格按照30%上座率的相关规定开
启线上售票，“第一场共放出27张票，1个
小时被抢购一空。”

20日，天山电影院一共排了13场电
影，目前有4场是满场（30%上座率）。“首
先要保证防疫措施到位。影院严格按照
防疫要求，零食、饮品不开放，每排座位之
间空两个，前后排错开。观众入场之前要
测温、出示绿码、登记个人信息才可进
入。”骆佳捷说，第一位观众在早上8点一
刻就到影院了，“特意早到的，就是希望能

领到第一张电影票！”
同样迎来满座重启的还有浙江杭州

的奥斯卡电影大世界。20日，影院以一
场特别的零点场首映礼迎接观众的到来。

“我们一起倒计时，大银幕上出现了
龙标，大家都一起欢呼起来。”浙江奥斯卡
电影大世界总店长赵晓花向记者描述了
首映场面，表达了对影迷的感谢之情，“第
一天复工，尽管是周一凌晨，居然全场满
座（30%上座率），他们的支持给我们带来
了信心。”

赵晓花表示，影院停业期间一直在
做复工准备，在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影院
紧急召开会议，在两三天内完成了开业
准备工作。“电影拷贝会陆续到影院，我
们在筛选不超过两个小时的影片，我们
也希望尽力回馈一直支持我们的影迷。”
赵晓花说。

观众：
今晚的票，已经迫不及待了

“前两天在几个朋友的微信群里听说
影院复工的消息，我还不相信。后来发现
竟然是真的，当时只想立刻去买票！”董一
骄是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
国际学院电视电影专业的大四学生，也是
一名电影深度爱好者。她上一次进电影
院，还是1月份。

在影院复工之际，广东省举办了“走，
看电影去——广东省优秀电影五元观影
活动”，董一骄和她的朋友幸运地抢到了
票。“票价是5元，非常便宜，但也特别难
抢，基本上是‘秒没’。”董一骄说。

虽然平时在家也能经常看电影，但董
一骄还是享受在电影院观影的氛围。董
一骄说：“很多镜头的魅力，要在影院的环
境里才能更好地感知，而且在影院看电影
有和其他人互动的感觉，会被周围人的反
应而触动。我的票是今晚7点半，现在已
经迫不及待了！”

在北京工作的资深影迷崔先生，多年
习惯在电影院里度过周末时光。这半年
来，他和诸多观众一样，盼望疫情早日结
束，影院早日归来。

“等待电影院重启的心情，就像《天堂
电影院》里的小男孩多多。”崔先生表示，
当得知影院开业后会放一批老电影，他心
里乐开了花。

记者从猫眼等电影资讯平台了解
到，影院复工第一阶段以放映老片为主，
《战狼2》《美人鱼》《误杀》等影片都进行
了重映。接下来，《疯狂动物城》《寻梦环
游记》和《超能陆战队》将陆续和观众见
面，此前受到关注的奥斯卡口碑佳片
《1917》《乔乔的异想世界》《纽约的一个
雨天》等的上映也将重新提上日程。

（人民网）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影院
展映排片表日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官网和指定票务平台淘票票上线，7
月20日8时在淘票票线上开票，根
据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相关规定，
电影节全部采取网上售票。淘票票
平台统计，本届电影节开票10分钟
出票超过10万张，达107789张，迎
来开门红。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收到来自
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影片
3693 部，征集数量与去年基本持
平。经过选片和策展的努力，总展
映片数为 400 多部，包括 SIFF 经
典、4K修复、午夜惊奇、日本电影
周、“一带一路”等单元，以及费里
尼、今敏、北野武、吴贻弓等国内外
电影大师的作品。电影节将从7月

25日起展开影院、户外、线上展映，
不乏世界首映、国际首映、亚洲首映
和中国首映的优秀影片。主办方筛
选了100部新片向影迷推荐，包括
是枝裕和首部非日语电影《真相》、
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影片《1917》等。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本届电
影节不实行线下票务销售，每场上座
率不超过30%。为了给影迷们带来
良好的观影体验，今年上海国际电影
节展映影院的评选，以区域布点、影
院座位数绝对值、星级影院、影院安
全服务保障等多项条件为基础，把防
疫安全放在第一位，针对服务质量、
放映安全等进行了多重考核，最终确
定了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等29家指定
影院。主办方提醒，观众可以在开票
前重点关注淘票票首页活动，了解购

票资讯，支付宝APP的电影演出小程
序也可购票。本届电影节实行实名
入场，届时工作人员会确认观众的身
份信息，需出示“随申码”，并接受体
温检测。进入影院区域的观众必须
全程佩戴口罩，未戴口罩或体温
37.3℃以上者不得入内。电影放映
场所原则上不售卖零食和饮料，影厅
内禁止饮食。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
创投项目日前公布评委会名单，知
名导演刁亦男出任评委会主席，作
家双雪涛和制片人陶昆担任评委。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
奖官方入选影片名单（第一批）和第
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官方入
选影片名单（第一批）也于日前公
布。 （新华网）

国内外新作经典一网打尽

上影节开票人气火爆

因为一件精美的展品在展出过程中被熊孩子损
坏，上海玻璃博物馆近期冲上了热搜榜。而就在日前，
上海玻璃博物馆给出了针对“熊孩子”的“治愈良方”。

当天，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官方公众号正式发出礼
仪工作坊报名的征集，并表示这贴“良方”用来专业治
愈博物馆内“摸一摸”“蹭一蹭”“靠一靠”等疑难杂症。

馆方表示理解孩子们在参观中“摸一摸”的冲动，
“为什么会想要摸一摸？用触觉感知这个世界，是人
类的本能，更何况充满好奇心的小朋友。”

但馆方也强调了学习“博物馆礼仪”的必要性。
这些“博物馆礼仪”如果直接念叨给小朋友听，显然不
太会有效果。“如果知道了创作一件艺术品的艰辛，陈
列保护展品的背后故事，还会无动于衷吗？”为此，上
海玻璃博物馆决定推出公教活动——礼仪工作坊2.0
版。“在我们的世界里，孩子决不是潜藏的破坏者，通
过引导，他们也可以是博物馆的守护者。”

礼仪工作坊究竟长什么样？馆方介绍，它是一场
专为小朋友设计的“冒险通关任务”。“需要小朋友接
受一个又一个的挑战：辨别文明行为和危险行为，了
解博物馆的红灯物品，学习保护展品的科学知识，最
后集结成为守护者联盟，获得荣誉奖励。整个过程不
仅需要准确的判断力，还会考验口才、反应力和勇
气。让孩子们在闯关冒险的同时，学会如何做一个文
明的参观者。”这个举措也得到了不少家长的点赞。

（人民网）

西周夔纹铜禁文物故事：

从电解铜厂捡回拼成的国宝
据新华社天津7月20日电 它曾是电解铜厂一

堆“废铜烂铁”，拼起来竟然是一件国宝。
在天津博物馆有这样一件青铜器珍品，它曾被军

阀盗掘、被日军劫掠、被砸成碎块卖到电解铜厂，后被
文物工作者一块块捡回，由专家历时三年“拼接”复
原。它，就是西周夔纹铜禁，是我国禁止出国（境）展
览文物之一，名副其实的国宝。

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介绍说，“禁”是西周前期的
承尊器，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簋、尊等
盛酒器皿的几案。据古代文献记载，西周初期曾厉行
禁酒，“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禁”这个名称源于
戒酒，出于更有效地督促民众实行禁酒的考虑，当时
的统治者就把安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禁’这种形制的铜器十分罕见，极其珍贵，全国
目前仅出土过六件西周时期的铜禁。”陈卓说。这件
西周夔纹铜禁整体呈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禁
面上有三个微凸起的椭圆形口，有点像现在的“多眼
煤气灶”。虽然铜禁表面锈迹斑斑，但“难掩其风华”。

此件西周夔纹铜禁能流传至今实属不易，充满了
曲曲折折。1926年，曾为古玩店学徒的陕西军阀党
玉琨，组织人员在宝鸡斗鸡台戴家沟进行大规模盗
掘，挖出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就有这件西周夔纹铜
禁。后来这批文物落在西北军名将宋哲元手中。宋
哲元将此件夔纹铜禁一直保存在天津的家中。抗日
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占领天津英租界，并对宋哲元的
公馆进行查抄，掠去包括这件铜禁在内的很多财物。
后来，宋哲元的家人托人重金将这件铜禁及其他文物
从日军手中赎回，后因种种原因，这件铜禁被砸成碎
块卖给了当时的天津电解铜厂，“命悬一线”。好在，
文物工作者了解到此事后赶到厂里，从一堆废铜中将
其一一捡回。

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报。 资料图片

——影院复工首日纪实

“走，下班看电影去!”

《纽约的
一个雨天》将
在 影 院 复 工
后上映。

7月20日，天津市一家电影院工作
人员在影厅内进行消毒作业。

77月月2020日日，，观众在天津观众在天津
市一家电影院检票口扫码市一家电影院检票口扫码
登记个人信息登记个人信息。。

据新华社天津7月20日电“海岛冰轮初转腾，
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67岁的刘淑锐身着旗
袍，在舞台上字正腔圆地吟唱京剧《贵妃醉酒》唱段。

19日晚，“百戏津曲”文化主题街区在天津津湾
广场试运行，给刚刚启动的“2020天津夜生活节”增
添新风景，刘淑锐和京剧票友们有了一方新舞台。

“这是票友们今年以来首次在户外登台唱戏，特
别开心。‘夜经济+京剧’的模式挺好！”刘淑锐说。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领导表示，随着国内疫
情防控形势向好，将着力推动专业院团、演员走出剧
场，把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带入夜生活，用文化“点
亮”夜间经济。

记者见到，在“百戏津曲”文化主题街区，还设置
了多样化的美食、休闲娱乐摊铺，为游客提供各种有
趣体验。

身着传统汉服的高女士在手工饰品摊铺前挑选
喜爱的头饰和折扇。“我喜欢传统样式的配饰，这里有
很多可逛可玩的去处。”她说。

烙画葫芦、剪纸、泥塑等非遗产品也让游人目不
暇接。“这是我头一回到夜市展览、售卖我的泥塑，开
街首日就卖出不少。”泥塑匠人朱增利说，“‘夜经济’
接地气，城市更有‘烟火味’。”

“百戏津曲”文化主题街区总策划刘满说，街区活
动将持续至10月18日，京剧、评剧、交响乐等表演将
轮番上演，夜食、夜游、夜购、夜娱、夜展等多元化的夜
间消费活动将更加丰富。

记者了解，天津市将大力发展夜间经济，规划将
夜间经济与旅游经济、小店经济、“网红”经济等相结
合，引入体验式、娱乐式、互动式、沉浸式等多元业态。

食游购娱展多元结合

天津用文化“点亮”夜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