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北京酷儿影展顺利闭幕 组织者表示有点不可思议 

	
								（新闻通稿）2013 年 6月 23 日晚，在安定门附近的一个小院子挤满了人，

第六届北京酷儿影展在这里闭幕。迄今这个顽强的影展已经走进第十三个年

头，这是影展第一次在北京城里举办而未遭到打击。 

     

       北京酷儿影展自从 2001 年创办以来，一直作为酷儿影像交流的重要平

台，然而影展历程一直坎坷非常。第一届的最后一天被取消，第二届从北大转

移到 798……第五届更是面临直接官方压力叫停。这一切都跟中国政府公权力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有关，在中国，独立影展一直是警察的重点关注对象，从去

年八月开始，包括北京独立影展，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等活动均被叫停…… 

 

     北京酷儿影展的组织者是由七个背景不同的组委组成，面对巨大挑战，几

乎每次组委会会议都要花很多时间来讨论安全问题。最终大家决定延续上一年

被打压之后的做法，在北京市区寻找不同的合作对象。目前的放映表中，既有

新开业不久的文艺咖啡，也有独立电影放映的影迷沙龙，还有同志友善酒吧商

家，也包括荷兰、法国使馆，和北京的美国中心，甚至还有一场放映在流动的

巴士上进行。 

    观众是影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国际影展为了吸引观众常常绞尽脑汁，

而北京酷儿影展的宣传却颇为低调。影展期间在他们的官方网站、博客上面都

没有任何宣传，甚至组织者在现场的注意事项中提到希望观众不要在公众平台

上发布任何关于影展的消息。闭幕式上轮值主席范坡坡说：“很高兴这个影展

到现在，注意事项已经从三个变成了两个，我们只需要提醒大家手机关静音，

以及拍照前征得允许”。尽管采取了这些谨慎措施，影展组织者也一直准备着

预案。最终第一方案均未收到任何打压，这让组织者多少有点意外，甚至不可

思议。 

    细心的观众其实会注意到六月下旬，公开宣传的酷儿主题放映活动其实特

别多，其中大部分都是北京酷儿影展的相关活动。公开平台上虽然没有以影展

名义，但现场的影片、讨论都跟影展主题丝丝相扣。但也有人为这种做法感到

惋惜，虽然策略上为影展赢得安全空间，但宣传效果肯定大打折扣。 

    影展组织者也有自己的考量，除了每个场地独立宣传所带来的观众，影展

提前两个月就发布了招募观众的通知，如果一旦入选将获得交通、住宿的补

助，并能完整观赏所有影片。这一想法其实在 2011 年已经实施，今年延续下

来。仅有的二十五个名额吸引了六十余位报名者，这其中很多人来自边远地

区。他们经过筛选之后，一起在北京分享讨论了关于生活、社会运动、电影的

观感，并且他们将把影展获得的讯息传达到自己当地。 

 

    六月份的活动非常多，同期举办的包括人民大学性学会议，以及同性恋亲

友会的父母协力营，在北京组成了一个性少数的小小盛会。性学会议参与者中

有不少都来观影、参加论坛，在闭幕上上，十几位来自各地的同志妈妈们也成

为活动的亮点。 

 



    这次影展 6月 19 日到 6月 23 日五天之内，总共放映了来自九个国家的二

十八部影片，内容包含各种题材和表现手法。 

    华语影片中的不少创作者很多都是年轻学生，来自澳门的导演徐欣羡作为

参展嘉宾，她的作品《柜里孩》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澳门的同性恋话题，这次的

经历让她感觉非常特别和感动：“这个机会让我更加了解酷儿世界，也看到不

同文化当中的权益进步”。 

    由来自关西酷儿影展的福永玄弥精心策划的日本展映单元也非常抢眼，四

部风格不同的作品引发不同的思考。《那又怎样》的导演 Inoue Kana在放映结

束之后忍不住失声痛哭，因为她的影片在日本放映的时候遭受了一些误解和批

评，没想到中国观众会那么喜欢。 

    “你看见了吗？”单元专门关注 LGBTQIA权益运动当中的边缘人群，结合

放映也组织了两个相关论坛，探讨了包括双性恋、间性人、跨性别、虐恋、性

工作者等不同群体。 

     除此之外，关于电影审查的论坛也吸引了很多观众，包括在网络发出呼吁

取消审查制度的导演谢飞也到场发言。他表示在中国，电影审查的问题并不是

孤立存在的，他与中国整个体制当中的矛盾息息相关。这一观点也让在座不少

观众非常认同。但谈到审查制度何时得以取消，大家似乎都并不乐观。 

 

    闭幕式上，组委会成员，也是创办者之一的崔子恩宣布下一届轮值主席由

组委涂建平和魏建刚共同担当。关于下一届将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还是一个未

知数，魏建刚认为这一届影展是一次很成功的尝试，但这也不具有可复制性。

当下的体制决定了经验几乎都是一次性的，我们只有不停止争取，才能赢得更

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