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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昨天，一部爱情片引起
了电影业界关注。它的名字叫《假如
王子睡着了》，由陈柏霖、林允、张云
龙领衔主演，如果就这么看，它就是
一部普通的电影，引起关注的是因为
它身上的一些“标签”：迪士尼的首部
华语真人爱情片、首部在迪士尼办发
布会的华语爱情片。这是不是意味
着，作为好莱坞六大之一的迪士尼，
将加快在中国本土拍摄制作电影的
步伐？而此前的政策限制，如今是否
已变宽松？

迪士尼再度试水，仍没放弃
提起迪士尼大部分人想到的都

是经典动画片，或者好莱坞那些超级
制作的大IP作品，然而，让很多人意
外的是，昨天下午在上海迪士尼的剧
院举办观影和发布会的，却是一部不
折不扣的华语爱情片，尽管之前没有
大肆宣传，现在已经敲定要12月 8
日在贺岁档上映了。

其实，如果只看内容，是看不出
太多迪士尼电影的痕迹的。男主角
是厨师，女主角是洗衣店服务员，可
以看出迪士尼元素的，就是它在上
海迪士尼取景了。不过，在后期的
宣传中，“迪士尼首部华语爱情片”
的噱头，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迪士尼开始正式进军中国国内
的制片环节了？

在进一步的了解中，记者发现，
出品方其实有四个，按照官方给出的
排名，分别是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
司、华特迪士尼影业中国有限公司、
无敌影业有限公司、上海艺势流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这也不难理解，这部
电影其实仍然是合拍片。此前，纪录
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也是这样的
操作手法，而据知情人透露，《假如王
子睡着了》和《我们诞生在中国》都是
2014年迪士尼和SMG尚世影业签署
的一份电影合作协议的产物。双方
商定要一起制作预算在8000万美元
到 1 亿美元之间的合拍片，并以奇
幻、冒险、动作类型为主。

中国市场作为全球第二大，并仍
在持续增长的市场，向来是包括好莱
坞传统六大制片公司在内的国外电
影公司希望占据更大份额的市场。
毕竟，如果以进口片的身份进入到中
国市场，跟以合拍片的身份进入，好
莱坞公司的分成悬殊很大。从《假如
王子睡着了》的阵容来看，投资规模
应该不算巨大，应该仍然是迪士尼的
试水之作。

合拍片趋向理智
出于对国产电影市场的保护，中

国的电影主管部门对于国外电影公
司的限制政策，一直存在，它们不能
直接制作中国的“国产片”，最多只能
以合拍片的身份享受国产片待遇。
不过，合拍片的限制，向来很多。

前两年，国家广电总局高层曾提
出，今后要严格审查中美合拍片。“现
在有很多国外电影，一个完全的美国
故事，投点小钱，加上点中国元素，带
上个中国演员，就叫‘合拍片’了，其
实只能算是‘贴拍片’，这是非常可怕
的。”当时，一些进口片因为中国国内
资本的参与，就包装成“合拍片”进入
国内市场，这引起了主管部门的不
满。

“正常的合拍片，中方出资比例
一般不少于三分之一，且必须有中国
演员担任主要角色，并需要在中国取
景。”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有中国
演员“打酱油”的电影，只能算是吸引
中国观众注意的元素，远远称不上合
拍片。

不过，随着多年的探索，如今合
拍片也在渐渐找到规律。除了起两
国文化交流作用的合拍片，商业型的
合拍片，也有了大项目的诞生，像张
艺谋导演的《长城》，投资高达1.5亿
美元，不过，两边观众都讨好的影片，
仍然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迪士尼目前在中国，仍以品牌授
权、衍生品开发为主，本土化内容的
开发与制作同样也不是迪士尼的强
项，此前合作的几部动画片，都并未
得到广泛关注，而《假如王子睡着了》
尝试纯粹的本土化，背后也有不少演
员包括陈柏霖、杨幂各自所属电影公
司的支持，这一条路能不能走通，也
将备受业界关注。

用声音档案
纪念上音90年历史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刚刚迎来90
华诞的上海音乐学院，一直被誉为中
国音乐家的摇篮。在她90年的历史
长河中，有无数的动人故事，上海的经
典947频率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

“上音年轮”，也吸引了很多音乐爱好
者的关注，而近日系列访谈迎来了最
高潮，院长林在勇、作曲家陈钢、小提
琴家俞丽拿、指挥家张国勇，以及研究
生部主任张巍亮相4小时大直播，他
们从不同角度解读上音的传统和精
神，为系列访谈画上圆满句号。

这个精心策划的系列访谈节目
一经播出，即刻在听众中获得强烈反
响，社会影响广泛。3周时间，12期
访谈，28位上音领军人物，26小时节
目，囊括上海音乐学院14个系部以
及附中，可谓群星闪耀，为上音90华
诞献上一份厚礼，也为后人留下了一
份珍贵的声音档案、历史性文献。

节目每一期两位嘉宾，从各自学
科和不同角度讲述上音。有意思的是，
此系列的主持人王平、依嘉，策划统筹
李长缨，都是上音校友。李长缨透露：

“上音90华诞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她是
一部浓缩了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迪士尼推华语新片 正式进军国内制片环节？

好莱坞仍在试水最佳合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