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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湖里第一场露天胶片电影在华美空间蝴
蝶阶梯放映，从此湖里就与光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
开始这是个朴素的愿望。“我们童年的记忆是搬个板
凳在街头巷尾看电影，希望这一代湖里人童年的记忆
里，也有湖里的城区与电影。”湖里区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

作为每年放映大会的“满勤打卡王”，90后影迷
Charlotte亦有同感，胶片露天放映让她有重回童年
的感觉。“小时候放假回老家，村子里的祠堂、戏台一
放电影，大人小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搬个凳子、摇着
扇子，特别怀念这段童年时光。”

为什么是胶片电影，而不是数字电影？
“35毫米的胶片，有一种‘人情味’的魅力。”放映

大会策展团队成员张明哲坦言，数字技术不断迭代，
但我们总也无法舍弃被牺牲掉的那些迷人的老东西。

尽管时代发展日新月异，但总有一群“恋旧”的
人。对他们来说，机械的卡顿和触感，胶片的颗粒感，
就连岁月在底片留下的放映痕迹，都充满质感和韵
味。

“对我来说，特有的色彩饱和度比数字更有温度，
更能传达情绪。”电影放映员郑文东师傅，每年的放映
大会都少不了他忙碌的身影，目前收藏一千多部胶片
电影。

不只是老一辈，很多 90后、00后成为忠实影
迷。对他们而言，复古的老电影既是时髦，也意味着
沉淀下来的经典。“这个时代节奏太快了，我们更需要
在影像作品里慢下来，况且，好电影永不过时。”正在
澳大利亚攻读传媒专业的大三学生林愉，每年暑假回
国，都会来看胶片露天放映。

老电影，不断形塑着市民的观影和文化品位，也
赋予了这座城区更深层次的文化沉淀。

在湖里，一卷胶卷，一块幕布，一把板凳成了每年
夏天湖里独有的浪漫“约会”，光影交错的城市曼波历
久弥新。

“我们注定无法走遍城市的每个角落，电影却用
其无限的可能性细细描摹城市的灵魂，将声色呈现在
你我眼前。”从策展词里，我们不难看出，胶片放映连
接城市空间与影像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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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湖里，电影与你。又
是一年，相约湖里，用光影重启
湖里的“独家记忆”——昨日，
湖里区第六届胶片电影露天放
映大会启幕。连续举办了六年
的胶片电影放映大会，场场有
精彩、处处有故事，为辖区居民
送上了一场场情景交融的文化
盛宴。活动由厦门市电影局指
导，湖里区委宣传部主办，已被
纳入2023年“全年金鸡”系列
活动。

胶片电影，已经渗透到湖
里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与城
市相互交融，实现电影作品与
城市形象、电影与城市文化等
多重层面的“城影双赢”。

活动一经发布，不到五分钟，首
场放映报名人数就达到300多人。

“我等了一年，就为了今年的胶片放
映大会，希望能够报名成功。”在报名
后台，很多影迷这样留言。

有了过去五届的铺垫，对胶片电
影感兴趣的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庞
大。据主办方介绍，过去的五年里，
胶片电影露天放映大会在湖里区各
街道、文化产业园区、城市公园放映
了35场电影，参与人数超过一万人
次，累计收获十万余人次的关注。

“这两年，我们更着重孵化胶片
电影放映大会IP，而它也没有让我
们失望，从电影到‘电影+’，它持续
释放影响力。”湖里区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说道。

的确，今年的胶片开幕式融入了
更多音乐和文化元素——本土乐队
潮汐The Ocean乐队线下首唱《夏
日湖里》、湖里原创音乐人演绎经典
电影金曲串烧，在厦门的交通枢纽、
商圈举办电影海报展，还增加了线上
社交媒体的新玩法，影响力遍布全
国，甚至遍及海内外。

电影，也不只是电影。胶片电影
放映大会持续多维度拓展观影延伸
体验活动，延续胶片课堂的同时，增
加映前讲解和映后对谈分享。此外，
活动不断丰富周边文创产品设计，场

刊、扇子、帆布包等多种周边样式也
受到观众好评，用年轻人喜爱的文化
元素持续为IP赋能。

在湖里，像胶片电影露天放映大
会这样的文化IP不断涌现。目前，
732家影视企业落户湖里。在政策
的扶持下，原创音乐营歌手启动海岸
倾听音乐汇活动，本土音乐人登台，
助力实现音乐梦想。IP衍生、宣传、
发行、策展、影视音乐OST等企业均
在湖里落户并开展业务，影视行业
创、投、制、宣、发、播等全链条逐步形
成。从IP培育到IP赋能，离不开湖
里区委宣传部的用心培育。近年来，
围绕市委市政府打造“文化中心、艺
术之城、音乐之岛”的目标，湖里区推
出新一轮影视文化政策，积极回应企
业需求，进一步延续扶持平台型企
业、资源型活动的政策优势，发挥影
视产业的带动作用，首次明确对文化
产业人才进行系统性扶持，并率先推
出较完整的音乐产业扶持条款，文化
产业培育更具系统性、针对性、前瞻
性。

“胶片放映，原本是一朵小小浪
花，如今渐渐显现出奔腾之势。”双栖
影视创始人颜志坚告诉记者，随着湖
里对于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放
映大会从单纯的文化活动，逐渐形成
城区的品牌，为这座城区增添魅力。

有人说，在湖里，就像生活在电影里——无论是
车水马龙中，还是灯火阑珊处，胶片电影与生活相互
交融、相互成就。

在凌云玉石博物馆，当电影《卧虎藏龙》里李慕白
和玉娇龙在竹叶尖上比试剑法，观众耳边也回响着风
吹竹叶的“唰唰”声；当电影《泰坦尼克号》在五缘湾北
社区播放时，银幕里，男女主角站在甲板上拥抱，银幕
外，迎面而来的是咸咸的海风，回荡在耳旁的是阵阵
波涛声……当胶片转轮发出吱吱声响，一帧帧画面投
射到幕布上时，城景与胶片电影相互交融，双向奔赴，

有的人寻回了旧时的美好，有的人被光影所折服。
城区，是最好的银幕。据统计，六届活动共举办

46场放映，足迹遍布湖里各个街道，选址以具地方特
色的社区/城中村、文创街区/园区、传统文化点位为
主，用放映吸引更多人走进那些美好的角落，在光影
中感受独特的湖里魅力。

夏日湖里电影成为很多人的符号，这些人所到之
处为这座城市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在湖里，路过一个
城区、一座建筑、一个街角，观众说不定就能邂逅一幕
影视剧同款场景，创作者说不定就能被激发无限灵感。

文/本报记者 陆晓凤 庄筱婧
通讯员 徐晓曦

图/湖里区委宣传部 提供

光影的绝佳载体

定格城市的记忆

重塑城区的文化

◀有了过去五届的铺垫，对胶
片电影感兴趣的团体正变得越
来越庞大。

鼓初严、鼓再严、鼓三严……鼓声中，来自海峡两
岸的主祭官净手、上香，经过初献、亚献、终献“三献
礼”，一场尊古的颂典仪式让近百名在厦郑氏宗亲、两
岸民众深深感受到文脉传承的弦歌不辍、历久弥新，
以及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情厚谊。

“时隔三年，两岸同胞再度线下相聚厦门延平郡
王祠，我的心情很激动。”大陆主祭官、延平郡王祠管
委会主委郑希远说，两岸同胞对郑成功的敬仰和崇拜
是一脉相承的，郑成功文化节已经成为厦门市、思明
区开展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以郑成功为纽带，
两岸人民在交流中加深感情、相互了解、增进融合。

台青彭欧雅以拍摄VLOG的形式，记录自己参
加郑成功文化节的所见所闻，“在台湾我们知道郑成
功，在厦门也知道，郑成功文化让大家的心结合在一
起。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们青年朋友能够

了解历史、了解文化。”
本届郑成功文化节将聚焦两岸青年一代，带领两

岸青年深入了解传统文化、闽台文化，加强不同领域、
不同年龄层的青年代表的交流和互动，增进两岸青年
的友谊。当天下午，一场“青春有你·成功有
YOUNG”两岸青年交流会在“屿见·厦门故事”主题
游轮举办。30名来自台湾的青年代表，结合个人经
历分享自己与思明、与厦门的学习、成长、创业故事，
畅谈新时代两岸青年对郑成功精神的理解和传承。

据悉，为期三个月的郑成功文化节还将举办两岸
寻根之旅、成功文化座谈会、“思明处处皆成功”成功
文化两岸市集、“成功杯”海峡两岸原创广场舞等活
动，挖掘和弘扬郑成功精神文化内涵，广邀两岸民众
深度参与，进一步传承两岸血浓于水、生生不息的文
化根脉，增进文化认同、深化融合发展。

寻脉成功印记 深化两岸交流
2023海峡两岸郑成功文化节精彩启幕，接下来三个月将举办系列活动

今年的郑成功文化节恰逢中国
传统节日端午节，在配套活动中，两
岸青年一起体验非遗香囊制作，并互
赠亲手制作的“成功好礼”，愿彼此携
手共进，学业、事业皆成功。以文促
融、以情促融，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
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文化底蕴深厚的思明区充分发
挥优势，挖掘打造文化品牌，力促两
岸交流交往，积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
新路，努力在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
家园“第一站”中体现思明担当，作出
思明贡献。

除了海峡两岸郑成功文化节，思

明区还打造海峡两岸原创广场舞品牌
活动。海峡两岸原创广场舞融宝岛高
山与海洋文化为一体，将广场舞打造
得时尚而新颖，得到了两岸民众的喜
爱和踊跃参与。展演项目连续五年获
得国台办重点交流项目，四次在央视
国际频道《海峡两岸》栏目播出。

此外，思明区先后举办“听风望
海唱两岸”“两岸同胞共植和平林”等
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依托朝宗宫、
延平郡王祠、江夏堂等对台交流基地
开展民间交流活动，深化宗亲、乡亲、
姻亲、民间信仰“四大纽带”，让两岸
同胞心贴得更近、情融得更深。

开幕仪式上，由思明区文化馆和
来自台湾地区的九天民俗技艺团共
同编创的鼓舞《祈愿洪福》点燃现场
气氛，吸引两岸民众全程录像拍照留
念。作为九天民俗技艺团的一员，
26岁的台湾新北姑娘李雁菁是第一
次来到厦门，参与颂典仪式让她有感
而发，“看了很感动，这里的郑成功文
化比我想象的更深厚，文化推进了我
们的交流。”此次来厦，她还参与拍摄
了海峡两岸原创广场舞主题宣传片，

“我们和思明区文化馆的老师一起创
作，把‘电音三太子’表演融入广场
舞，让大家看到广场舞可以很活泼、
很年轻。”

历经15年的发展，在两岸同胞特
别是两岸青年的深度交流和参与中，
郑成功文化节活动内容和形式表达不

断创新，两岸文化交流内涵不断提升，
其规模、内容和影响力持续扩大。

从第一届的“成功在思明”到今
年的“思明寻脉 成功印记”，活动一
年一主题，挖掘两岸契合点，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传播成功文化、讲好
思明故事。

思明区注重加深两岸青少年、社
团组织、学校、宫庙互动，以学术论坛、
文创交流、成功市集等方式，创造各个
层面的交流平台。历年来先后组织海
峡两岸中小学生手抄报、征文、绘画、
演讲比赛等活动，同时邀请两岸大学
生进行文创论坛、郑成功文化创意设
计展、开辟青年文创市集等，促进两岸
青年文创事业的合作。

以文旅资源整合为抓手，郑成功
文化节还先后举办厦门思明文旅文创
设计征集大赛，运用国潮元素开发定
制郑成功文创产品，以“夺宝中华城”
活动实现郑成功文化节和中华城商圈
相互引流等，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打
造优质文创内容赋能城市形象。

思明区持之以恒地办好郑成功
文化节，促进两岸在民间信仰、学术、
文艺、经贸等领域合作与交流，凝聚
两岸同胞民族情感，持续推动两岸融
合发展。

文/本报记者 林雯 吴燕如
通讯员 夏思萱

图/本报记者 张江毅
以郑成功文化为媒，共叙两岸

情谊。6月23日上午，近百名两岸
同胞相聚厦门鸿山公园延平郡王祠
广场，共祭民族英雄郑成功。随着
颂典仪式的举行，以“思明寻脉 成
功印记”为主题的2023海峡两岸郑
成功文化节正式拉开序幕。

作为思明区精心打造的对台文
化交流项目，郑成功文化节到今年
已迈入第15个年头。通过举办系
列活动回溯郑成功文化渊源、追忆
弘扬民族精神，同时秉持“两岸一家
亲”理念，不断加深两岸民间交流互
动。如今，郑成功文化节不仅是两
岸同胞携手共叙亲缘、共谋发展的
品牌活动，也成为联结海峡两岸的
精神纽带、文化桥梁。

本届郑成功文化节由思明区人
民政府主办，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局、
思明区台港澳办、共青团思明区委
员会、思明区融媒体中心、思明区群
众文化协会、厦门市延平郡王祠管
委会承办。

尊古颂典 传承历史文脉

文化交流 两岸越走越亲

打造文化品牌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6月23日上午，2023海峡两
岸郑成功文化节开幕式暨颂典仪式
在鸿山公园延平郡王祠广场举行。

一场尊古的颂典仪式让两岸一场尊古的颂典仪式让两岸
民众感受到文脉传承的弦歌不辍民众感受到文脉传承的弦歌不辍、、
历久弥新历久弥新。。图为主祭官念祝文图为主祭官念祝文。。

开幕仪式上还举行开幕仪式上还举行
了了““两岸成功启蒙礼两岸成功启蒙礼””。。

▲开幕式上，本土乐队潮汐
The Ocean乐队线下首唱《夏
日湖里》。

胶片

胶片
开幕影片开幕影片《《星月童话星月童话》》受到大家喜爱受到大家喜爱，，现场座无虚席现场座无虚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