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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传》推出
追思纪念版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著名传记
作家罗银胜的《杨绛传》（追思纪念
版）日前出版，以纪念 5 月 25 日以
105岁高龄去世的杨绛先生。最近
该书在大众书局美罗城店举行了签
售，得到读者的热烈反响。这部《杨
绛传》数年之前曾经初版，最难能可
贵的是，这部传记得到了杨绛先生
的亲自审阅。

罗银胜写杨绛，源自经济学家吴
敬琏的建议。但是杨绛传记很难写，
因为杨绛的资料很少。等收集到足
够的资料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
年。罗银胜写信告诉杨绛想写传记，
但是杨绛劝他不要写。“她说：‘我是
一个平凡的人，不值得你们写传记，
我干脆劝你们放弃这项工作。’”

2000年前后，罗银胜写出了《杨
绛传》初稿。罗银胜将手稿邮寄给杨
绛先生，请她审阅修改。大约一年多
后，杨绛将亲自审阅修改后的两大包
手稿和一些回信，回寄给了罗银胜。

《杨绛传》是罗银胜在阅览了大
量杨绛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后，历经
十余年撰写而成。书中透过丰富翔
实的细节，刻画出杨绛形象的各个方
面。生动呈现先生一百多年的人生
轨迹，读者亦可从中对杨绛的生平、
文学创作、翻译著述有所了解。

■文化动态

评弹《林徽因》
高校巡演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上海评弹团
出品的中篇评弹《林徽因》自2016年
3月首演取得成功后，经过两个月的
调整，将于6月14日起重新出发，开
启全国高校巡演。

此次高校巡演由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作为指导单
位，上海评弹艺术传习所（上海评弹
团）作为演出单位。首批巡演将覆盖
包括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等上海地区高校，以及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更多院校还在进一
步洽谈中。

上海市文广局艺术总监吴孝明
告诉记者，“高雅艺术进校园”的目
的就是为了培养高雅艺术未来的
观众。之前京剧和昆曲已经进校
园十几年，话剧进校园也坚持很多
年，现在上海的京昆观众能如此年
轻，话剧能如此火爆，都与多年的
培养有很大关系。现在《林徽因》
进校园，对于培养评弹的观众也是
大有裨益。

上海评弹团是评弹界第一个国
家剧团，也是目前最具实力的评弹演
出团体之一，从最初创建时的“十八
艺人”到现在《林徽因》的新十八艺人
（分红队和蓝队，各9人）。早在今年
3月4日，评弹《林徽因》就已进入上
海音乐学院进行讲座和试演，演出结
束后，观众长时间鼓掌，令主创人员
倍受鼓舞。6月15日，《林徽因》将前
往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演出，开票仅四
天即告售罄，也让主创们颇感意外。
年轻人对于评弹艺术和“林徽因”这
一题材的热烈反响，让演员们对剧目
更有信心。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各个国家如何推动自己
的“国家电影”走向世界？在推动海
外市场的同时，如何将本国文化和风
俗与电影整体结合起来，让本土和世
界观众共同分享？“世界电影”和“国
家电影”作为历史悠久的电影概念，
一直随着时代与社会背景的变化而
变化。

关键词一：
合拍片——引入和保持

“电影是不同国家之间相互了解
不同文化的窗口，好的电影就像音乐
一样，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引起人们
的共鸣。”印度孟买电影节国际事务
负责人阿努兰加沙女士如是说。

既然电影可以跨越语言障碍，引
起共鸣，这就为合拍片提供了各种可
能性。而事实上，合拍片已经成为各
国进行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形
式。埃及开罗国际电影节主席玛格
达瓦塞夫说，过去合拍片在埃及的接
受度并不高 ，但是近年这种观点在
改变。“人们逐渐开始接受合拍片。
开始接受投资，同时寻找一种能够维
护身份和灵魂的方式。同时市场开
放后，合作电影会变得更多。这是一
种趋势，在欧洲地区，阿拉伯地区也
是，不同市场资源集合拍出的电影，
受众的广度也会更高。今后，合拍片
可能是使一部国家电影为世界观众
所喜爱的解决方式。”

在电影国际合作中，无论以何种
方式进行合拍，各国都开始注重“引
入”和“保持”的问题——引入先进
的、值得学习的内容，保留本国文化
的精神。爱沙尼亚“黑色之夜”电影
节主席缇娜洛克说，爱沙尼亚电影的
成功就要归功于合拍经历，“合拍片
会被世界观众理解。曾经我们也和

格鲁吉亚有过合拍片，效果很惊艳，
各自都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可以同时
看到格鲁吉亚和爱沙尼亚两国的灵
魂，我们从中都获得了好处。目前我
们与大国合拍已经是政策，合拍也是
一件很有趣的事。”

关键词二：
走出去——文化自信很重要

美国鹰龙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韬认为中国电
影“走出去”有三个阶段：“一是讲自
己故事，以我们自己的故事为主。第
二个阶段开始有合拍片，以中国故
事，中国文化为背景，但可能以西方
的模式和运作方式讲自己故事，例如
有百老汇味道的《如果爱》，有西方人
眼中写实的武侠片《投名状》，这些有
着不同口味的片子都为西方所接
受。三是最近随着中国的电影人、制
片人、投资人越来越自信，所以我们
看到了像《摩纳哥王妃》、《钢铁侠》、

《功夫熊猫》这样有中国资本，甚至中
国资本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电影。”

他认为，只有把“国家电影”变成
“世界电影”才能赚全世界人的钱。
现在中国电影的目标是开始做华人
电影，有华人资本的电影，而不仅限
于华语表达。“中国有多少人就有多
少故事。故事本身，文化底蕴的本身
才是电影的源泉。文化已经不再是
影响合拍的障碍了。现在中美合作
越来越平等。文化自信是很重要的，
以前中国公司抱着竞争的心态，但现
在更多是抱着合作的心态，通过合作
把市场开发得更好。”

但缇娜洛克女士对此也提出了
担忧：“中国和好莱坞合作要注意，因
为很容易被好莱坞压倒，好莱坞像一
个大厂，他把什么都吃下去，只剩大
片。”她也对中国电影现状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作为一个大国，大的市场
不一定能保持更广的受众，大国也应
该想一想走向国外。”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实习生 陈昭晖

本报讯 昨天，2016年上海国际
电影电视节的“互联网高峰论坛”与
会的资深影视界人士都在表明，他们
开始对过去一年中许多影视界的热
门词汇进行反思。比如IP和VR。这
些最热门的事物已经开始显现各自
的弊端。所以，有远见的人们认为，
狂热必须扼制，理性必须回归。

IP冷思考：
囤剧本比囤小说更靠谱

去年至今的消息是，绝大部分优
质的网络小说IP已被影视公司疯抢。
但是现在，影视公司已经开始对他们
的疯狂之举开始反思。首先一点就
是，并不是所有的IP都值得疯抢。

华视娱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EO王琛就表示，只有“好”的IP才值得
购买。所谓的“好IP”，就是必须具有
价值，必须具有宏大的世界观，并且具
有庞大的粉丝基础。华视这几年所拍
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龙
族》等都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华谊兄弟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CEO叶
宁，也对IP的选择表现了谨慎。他表
示，华谊兄弟不准备囤积IP，因为“相
比小说IP，我们更愿意看到一个剧本

的形态。”在叶宁看来，并不是所有热
门IP都会顺理成章地成为电影。因
为小说和电影在表达和结构上都不
一样，要将一个具有宏大世界观的网
络小说改编成一部两个小时不到的
电影，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存在很
多技术上的问题。

因为逐渐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
IP都适合改编成电影，影视公司在对
IP的选择上变得越来越理性，过去的

“一窝蜂”疯狂抢购的局面有所收
敛。拍过《栀子花开》等由IP改编而
来的著名电影的合一集团，在这方面
显然更具积极性。合一集团副总裁、
合一影业总裁刘开珞透露，他们在去
年已经启动了一个IP的孵化计划，也
就是有意地对一些艺术产品向影视
方向进行孵化。最后他们发现，有一
些IP成功孵化，但有一些IP就没有
孵化成功，比如有的漫画作品就只适
合于停留在纸质或者视频阶段。

VR冷思考：
VR不仅有“炫酷”，更有“眩晕感”

一夜之间，VR（虚拟现实技术）成
为最热的名词。很多影视公司都在
布局VR。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透
露光线传媒现有两家公司致力于VR
技术的研发，一家研发VR的拍摄设
备以及匹配软件。另外一家公司则

在做虚拟的观看体验。合一影业主
要集中在内容和发行两个平台做VR
尝试，采用赛道多投的策略。万达文
化集团副总裁曾茂军则说他更考虑
VR的技术，VR的利润如何和场景消费
相结合，他认为VR最大的应用在游
戏，其次是电影体验。

真正是无处不VR，VR俨然成为未
来电影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事实
果真如此吗？一些影视人已经开始
了他们的反思。首先VR并不是十全
十美的。与会的影视界人士很多人
都提到了VR设备的“晕眩感”。VR将
人封闭住，对眼睛以及精神大脑的极
端冲击，从人性的角度来看VR，其实
它具有反人性。而VR将人的眼睛短
视在一个镜框之类，这也与人类的生
理规律相违背。未来VR能走多远，
现在还值得观察。

同时VR作为一个新技术，在迅
速蔓延的时候，也带来了“重技术而
轻内容”之风的盛行。认识也出现了
偏差。小米影业总裁唐沐认为，VR是
一个综合的体系，如果技术做不起
来，内容就是无根之木。但他也同样
强调内容的重要性，他比喻VR视频
为“糖水片”，并不会存在太久时间，
最后能留下来的关键还是在于内容
的好坏。只有真正好的内容，VR才能
做起来。

狂热必须扼制，理性必须回归
——互联网高峰论坛反思网络“热词”

中国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故事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关键词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电影人畅谈合拍与交流。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