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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都知道《功夫熊猫3》这
次是中美合拍，但这次电影里的中国
元素，却是融入了电影的骨子里——
最简单的就是，你见过一部好莱坞的
动画，中文版比英文版更能逗中国人
乐的吗？而且那种怪腔怪调的翻译
配音，完全消失不见，所有人的嘴巴
开合，都是中文的口型！昨天，影片
在上海举行了全明星版的中国首映
发布会，提前点映的影片让观众惊喜
不已，片方也深情地说，5年前梦工厂
写给东方梦工厂的一封“情书”，5年
后这个作品让“情书”变成了“家书”。

真正尊重中国市场的作品
《捉妖记》导演调中文版口型

《功夫熊猫》之前的两部，虽然让
中国观众感觉亲切，但它所有的制作
都是好莱坞化的，就跟其他好莱坞出
品的动画大片，没太多不同。而即使
是请中国明星来配个音，那也就是配
音版，如很多大片的配音版一样，只
能让人觉得怪。但这次的第三部，却
是破天荒地推出了中文版，而从昨天
上午记者看片的情况来看，中文版的
笑声要远大于英文版。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虽然
画面整体都一样，但你会发现，所有
角色（包括只有几句话的小角色），说
话时嘴型的动作以及面部表情，都是
中文的效果。这是特邀《捉妖记》导
演许诚毅来做的，这位中国史上最高
票房的导演，让阿宝萌上加萌。

而台词也同样令人惊喜。如果是
直接从英文翻译，那么很多台词都会
有翻译腔，但该片的顾问导演滕华涛
表示，这次的中文剧本的台词，根据中
文表达习惯在人物对话的艺术表现
力、语言趣味性尤其是笑点设计上下
了很多功夫，有别于英文版，中文版的
故事一定会给到国内观众不一样的观
影体验和欢乐，希望大家“中英两版都
要看”，体验两个版本不同的特色。

确实，记者发现，在大反派天煞
将军出场时的那段搞笑画面中，鹅和
兔子在表现没听说过将军名号的场
面时，用的台词远比英文版有趣，英
文版都是直接用的“then”，而中文版
就用了“天什么？”、“什么煞？”、“兽什
么？”等不同的台词，把将军气得个半
死，也让全场笑得个半死——记者特
意体验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看了两
遍，也确实发现，中文版在这时笑的

人数要多很多。
这次配音虽然是全大牌明星的

阵容，包括了黄磊、成龙、张国立、周
杰伦、王志文、白百何、杨幂、筷子兄
弟、张纪中等，但很多大牌，都是甘于
配只有几句话的角色，令人十分感
慨。此外，成龙配音的阿宝的爸爸，
港普“我来找我的蛾子（儿子）”等口
音，也让它颇有辨识度，放在片中还
增添了几分喜感；周杰伦配音的金
猴，跟阿宝一起迎战敌人时，英文版
的台词是“你为什么学我”，中文版就
是两个人一起说“哎哟不错哦”，也让
观众乐不可支。

各种中国元素完美融入
中国经典水墨动画都用上了

作为给中国观众的“家书”，《功
夫熊猫3》不仅是用了中国观众熟悉
的语言，还用上了太多中国人的记
忆。作为典型的CG动画片，它却有
很多“大龄”中国观众熟悉的二维动
画场景，甚至上海美术制片厂的水墨
动画都在其中有精彩的应用，既跟剧
情有很好的互动，又让影片增添了更
多艺术的气息。

这次的合拍，确实有大量的工作
在上海完成。东方梦工厂董事长黎
瑞刚说：“《功夫熊猫3》开创了中美动
画电影合拍片模式的先例，中美双方
团队历时三年精心打造，倾注了巨大
投资，也给世界动画产业贡献了一批
创新成果。东方梦工厂的艺术家们
不仅参与了整部电影制作的各个阶
段，不仅给中文版更完美的口型、面
部表情和台词，还努力将中国元素和
文化以更原汁原味的方式体现在故
事以及电影场景中。”

这次的合作堪称天衣无缝，各种
中国元素都是打包在影片中推广。
作为盖世五侠中金猴的中文配音演
员，周杰伦也为《功夫熊猫3》献出了
两个宝贵的“第一次”：第一次为动画
电影配音，第一次跟徒弟一起打造电
影的全球主题曲，事实上这也是《功夫
熊猫》系列电影的主题曲中首次加入
了中文Rap歌词，歌词中英文穿插，让
这首全球主题曲《Try》更加国际化。

周董称自己很自豪。而好莱美
梦工厂动画首席执行官杰弗瑞·卡森
伯格也感慨地表示，中美团队首次共
同制作的《功夫熊猫3》电影是一次东
西方文化合璧的完美演绎，是一部融
合好莱坞顶尖技术和浓厚中国文化
及元素的大制作。

最萌功夫熊猫“回家”了

这一次，中文版比英文版更逗乐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如果不是几天前央视科
教频道的《读书》栏目进行重大改版，
人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硕果仅存的
国家级电视读书栏目还在运行。曾
经风光一时的电视读书栏目，正在面
临有史以来的最低谷。这固然与近
年阅读式微（所以国家才会推动全民
阅读）的现实有关，但也与读书栏目
体制僵化，制播质量堪忧有关。

读书栏目怎能没有“专家库”？
《读书》栏目的播出时间已经被

“挤”到了央视科教频道的晚上10点
45分。据青年报记者了解，这次《读
书》改版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

“专家库”。他们与中国图书评论学
会合作，邀请知名书评人、文化学者、
各大高校的教授共40余人，定期在
栏目初步遴选提供的书单中进行细
筛和策划，并对最终选出的图书进行
审读、把关。而在节目形式上面，栏
目主持人（张绍刚）、3位荐书人和书
友们一起，“品尝”式推介分享栏目精
心挑选的好书。

不过让人颇为困惑的是，现在是
有了40余人的专家团队来“细筛和
策划”，是有了“审读、把关”。那么过
去《读书》栏目推荐的那些书究竟是
怎么挑选出来的呢？在过去的很多
年间，一直有读者反映，《读书》里推
荐的书很多要么是闻所未闻，买来阅
读又觉得索然乏味，要么是耳熟能
详，根本就用不着推荐。“《读书》很不
接地气，感觉他们与读者是脱节的。”
这可能就与《读书》的图书遴选体制
有关。当然，在青年报记者看来，《读
书》在体制上的这些问题，也是很多
电视读书栏目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便找一本书和一群人聊聊”
最近几年，电视读书栏目一直在

走下坡路。1年前，凤凰卫视开播了
8年的经典栏目《开卷八分钟》停播。
一时间引起读者震动，毕竟他们已经

习惯了看梁文道在电视上“掉书
袋”。至此，中国的电视读书栏目只
剩下央视《读书》、北京电视台青年频
道《书香北京》、河北卫视《读书》、河
南卫视《一起读书吧》、上海艺术人文
频道《今晚我们读书》等5档。这也
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有的人认为，
这与阅读式微，读书的人越来越少的
大环境有关，是环境对于读书栏目的

“扼杀”。还有人把电视读书栏目的
边缘化提升到“民族的悲哀”的高度
等等。

但是，问题的症结果真仅止于此
吗？几乎所有的读书栏目在介绍自
身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自己的使命
就是向读者推荐好书，提高他们阅读
的兴趣。也因此，选书成了读书栏目
成功与否的最关键的一环。可是事
实如何呢？2013年崔永元从央视辞
职后，河南卫视《一起读书吧》立刻宣
布，已经聘请小崔担任《一起读书吧》
的“选书顾问”。这当然是一个作秀
成分大于实际意义的行动。而小崔
纵使阅读面甚广，他毕竟也不是图书
方面的专家，单凭小崔一人的学识能
靠得住吗？

据青年报记者了解，在设立“专
家库”之前，大部分读书栏目的选书
过程都存在着极大地随意性。通常
是由节目制播人员挑选一些书，用心
一点的会请一些专家过目把关，而这
些专家之间多半是松散的关系，他们
形成不了合力，当然也谈不上什么荐
书的整体风格。而记者也知道，有的
读书栏目“关系书”很多，出版社要推
哪本书，和栏目组的熟人打声招呼，
就能做一期节目。这样挑出来的书
自然是质量堪忧。

所以此次《读书》栏目设立“专
家库”，似乎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
法，只是希望专家的眼光能接地气一
点，一味“掉书袋”只会使人厌烦。但
无论如何应该注意到，读书栏目的式
微固然有大环境不佳的等外部因素
的影响，但不断完善自身的体制，才
是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

“随便找书随便找人聊”
电视读书类节目出路何在？

青年报见习记者 姜笑笑

本报讯 昨日，美国传奇摇滚组
合老鹰乐队通过官网发布声明：乐队
创始人、吉他手格列·弗雷在纽约因
病去世，享年 67 岁。声明中写道：

“在过去的几周里，格伦一直和病魔
英勇斗争，但是不幸的是，他还是因
为急性溃疡结肠炎与肺炎等并发症
离开了我们。”

老鹰乐队是上世纪70年代最成
功的流行摇滚乐队，甚至没有之一。
格伦·弗雷作为该乐队的创始人之
一，同时也担任乐队的吉他手，他与
成员们共同创作的单曲《Hotel Cal-
ifornia》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唱。昨
日，弗雷去世的消息一出，成千上万
的歌迷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悲痛
的心情。很多网友在网上纷纷留言，
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那首经典的《加

州旅馆》，“单曲循环，加州旅馆。”“加
州旅馆是经典，但不会成为过去。一
路走好。”

格伦·弗雷生于 1948 年，1970
年，弗雷与乐队的其他成员组建了美
国洛杉矶的一支摇滚乐团体，即老鹰
乐队。格列·弗雷生前是老鹰乐队成
立之初的主力成员，并六次获格莱美
奖表彰。

老鹰乐队的核心鼓手兼主唱唐·
亨利对于好友的去世说：“我们是两
个一同来到洛杉矶朝圣的年轻人，怀
着同样的音乐梦想，并在音乐界留下
了我们的印记。我本人并不怎么相
信命运，但是当1970年我和弗雷的
人生产生交集时，他永远的改变了我
的生活。在没有他的世界中，我今后
的人生会有些奇怪。但是我仍将心
怀感激，每一天。愿你安息吧，我的
兄弟。”

老鹰乐队主唱格伦·弗雷逝世

黄磊、成龙此次为《功夫熊猫3》“献声”，让阿宝萌上加萌。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