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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初，美国电影协会
发布的一条报告让中国电影界为之一
振：中国 !&#! 年的电影票房收入达
到 !' 亿美元 （约合 #'& 亿元人民
币），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超
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这条消息很快
引起业界关注，并衍生出一场以“中
国资本‘逆袭’好莱坞”为主题的论
坛。“逆袭”好莱坞现象其实在过去
一年内早有蛛丝马迹：好莱坞中国大
剧院、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 ()*相
继被中国公司冠名或并购……但华谊
兄弟董事长王中军仍直言：“看到题
目很惊讶。”

真正的“逆袭”，需要文化输
出，不能只做美国电影的银行

“谈到好莱坞，大家都如临大敌，
有时候大家说好莱坞叫做狼来了，有
时候叫好莱虎，的确是如狼似虎。”
制片人戢二卫一语道出中国电影很长
一段时间内对好莱坞的恐惧，而后他
话锋一转，“从去年到现在，很多国
产电影，包括 《西游·降魔篇》 《泰
囧》等令好莱坞侧目，中国资本也在
连连反扑好莱坞，收购并购赞助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电影业反
扑好莱坞的‘逆袭’元年。”

可以看出，近两年来中国资本确
实吹响了进军好莱坞的“号角”，但
是中国资本的进入，并不代表整个中
国电影行业的“逆袭”。王中军坦言：
“我特别不希望中国的资本进入好莱
坞，变成了美国电影的银行。现在很
多美国电影到中国来找钱，形成资本
所谓‘逆袭’，但很少看到美国公司
跟中国同仁谈‘怎么帮你把电影带到
全球’。所以我们怎么样进入好莱坞？
不管是资本还是专业电影公司，还要
学习很多东西。”
“真正的‘逆袭’需要创造力、

想象力、制作能力、技术环节、文化
底蕴等各方面的积累，要靠文化输
出。”易凯资本执行官王冉说，中国
电影公司即便收购了好莱坞公司，更
多的还是要依靠美国电影人的原创能
力和讲故事的能力，来形成自己的产

品，而不是真正输出了自己的文化。
对此，奥斯卡评委会前主席西德·甘
尼斯希望，“当中国的电影出口到美
国时，一定要讲中文，用中文拍，因
为不读英语字幕是美国人的问题，并
不是中国人的问题，不要尝试拍说英
文的中国电影。”
“好莱坞永远需要钱支撑他们的

体系，但是所有的运作会按照既定的
文化和模式走。国际化合作是大趋
势，中国企业肯定要走出去，别人也
要走进来，但是关键在于要搞清楚我
们需要什么，不是为了逆袭而逆袭。”
万达院线副总叶宁说。

真正“走出去”，需要好的载
体，被全球接受可能会用 +,年

在西德·甘尼斯眼中，“中国资
本‘逆袭’好莱坞”这个铿锵的中文
名，对应的英文名却是“中国电影对
好莱坞的长征”。“逆袭太夸张了，
中国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
这条“长征路”究竟有多长？
“可能会用 +,年时间，让中国电

影被全球接受。”华人文化产业投资
基金与梦工厂合资建立了东方梦工
厂，投资基金总经理李川说，选择与
梦工厂合作，就是要以动画为切入点
和产品核心，把中国的文化和故事以

好莱坞已在全球被证明的讲故事方式
传递给世界观众。

梦工厂在世界电影工业中的领先
地位不言而喻，此番合作对中国电影
的发展之路来说意义深远。“想把好
莱坞讲故事的方式，包括工艺流程的
控制，以及整个人才培养体系，移植
到中国来。”李川表示，引进好莱坞整
体的创意、流程、技术和规范，就是要
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做高端电影。他透
露，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是《功夫熊
猫 $》，今年 - 月开始制作，计划 !"+,

年底上映。“就算是在好莱坞如此成功
的梦工厂，总裁卡森伯格告诉我们，直
到成立十几年后，他才敢说梦工厂对
怎样做出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有了一点
把握。电影的故事和创意是最重要的，
他忠告我们，在创意的核心环节上要
有耐心，所以东方梦工厂并不急于推
出作品，《功夫熊猫 $》，将是锻炼本土
人才的练兵之作。”
《功夫熊猫》第一部横空出世时，

曾被称为好莱坞写给中国的一封情
书。李川透露，梦工厂当初并非专门
针对中国市场开发这一作品，在中国
的高票房出乎他们的意料。“首先有
一个好故事，里面恰好有美妙的中国
元素，对好莱坞来说何乐而不为？我
们的文化要走出去，还是要有一个好
的载体。”对此，王中军也表示：
“中国电影公司的心越来越大，但
‘走出去’不是想走就走。渠道是问
题，内容更是问题，每一步都必须扎
扎实实走完。”

票房不是电影工业的全部，中国
电影“逆袭”好莱坞也不能只靠钱。
“中国电影真正走出去，或许应该先
从亚洲市场打开缺口。电影具有文化
属性，相同或类似的文化之间，传播
起来损失的折扣会比较少。”著名影
评人周黎明指出，中国电影在本土市
场彻底站稳脚跟后，首先应该考虑的
是日韩东南亚的市场，而秘诀很可能
是一种泛亚洲的影片。“这与好莱坞
打遍全球是同一个套路，即不是靠接
‘地’气，而是某种形式的接‘天’
气。这点若做不好，即便买下所有好
莱坞大厂，你只能做到资本的逆袭，
只能继续拍好莱坞电影。”

还记得超凡组合张玮和萨顶
顶霸气外露的表演吗？还记得汪
东城深情演唱时无限深邃的眼神
吗？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星光
璀璨———!"+$ 年新民歌演唱会”
再度来袭。“第三季演唱会依旧
追寻最富前沿色彩的流行风尚
标，完美演绎当下最为耳熟能详
和脍炙人口的美丽旋律，力图用
动听的歌声诉说出青春的热烈活
力和富丽斑斓。”新民歌演唱会
导演组介绍。
“对于新民歌，可能很多人

会有误解。”新民歌晚会“常客”
平安认为，新民歌的“新”体现
在演绎上，由观众喜欢的一些新
的歌者去演绎好听的歌曲，“新
民歌是个广泛的概念，已经不只
是民歌这么简单，既然是新，就
是融合了音乐上的创新，我这次
演唱的《北京一夜》就是通俗与
京剧的结合。”对此，导演组也
表示，本次演唱会精选民歌精髓
之作加以现代改编，使之更符合
现代人的审美品位。

从《牧歌》到《鸿雁》再到
《映山红》，少数民族歌手老布、
呼斯楞、阿鲁阿卓等用悠扬的歌
声感染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同
时，凤凰传奇、台湾歌手徐佳莹
等拥有超高人气的当红明星和平
安、张赫宣、多亮、王韵壹等经
由《中国好声音》新鲜出炉的实
力唱将，轮番登台，./0. 翻全
场。著名歌唱家廖昌永一曲抒情
婉转的 《绒花》，令现场观众如
痴如醉。
“对于歌唱者来说，总是希

望自己的音乐多元化。至于歌
曲，不是说一首歌就只能是流行
唱法或者民歌唱法、古典音乐唱
法，音乐之间要有相互交叉和学
习，有了学习、交叉和碰撞，音
乐才会不断进步。”廖昌永提倡
新民歌晚会多元化的音乐风格，
他称：“艺术在发展，不同时代
需要不同的音乐，如果我们的音
乐风格一直停留在某一时期，并
不是好事。我理解的新民歌，体
现在音乐表达的时代风貌上。”
同时，即将推出个人专辑的平
安、张赫宣也力挺音乐多元化
“混搭”，“不丢失自我，但也不
固定于某一种风格，音乐应该像
这场演唱会一样丰富。”平安表
示，新专辑有个人音乐风格的延
续，也有新意。

演唱会快接近尾声时，“小
哥”齐秦在观众的热切期待中温
情献歌。演唱 《大约在冬季》
前，齐秦说：“这首歌唱了 $&

多年，一直感动大家的，应该是
歌曲里那份面对前路人生离愁别
绪引起的共鸣。”动情之处，台
下观众与齐秦一起大合唱，重温
那段难忘的流金岁月和往日情
怀。整场演唱会星光璀璨，一路
欢歌，现场观众相约在醉人歌声
中，共同聆赏这一凝聚美好祝愿
的乐章。

日前中央歌剧院全新制作的瓦格
纳歌剧《女武神》在国家大剧院舞台
隆重首演，历时近三个月的第五届国
家大剧院歌剧节落下了帷幕。本届歌
剧节在 -- 天的时间里为观众奉献了
+!台 $$场精彩演出、近 $&& 场歌剧
主题活动，%& 余位国内外重量级艺
术家闪亮登台，近 !& 万观众走进殿
堂亲身感受歌剧艺术的魅力。

大师巨作 大腕加盟

!&+$ 年适逢西方歌剧巨匠威尔
第与瓦格纳诞辰 !&&周年。本届歌剧
节精心策划了纪念大师的板块，大剧
院版本的威尔第经典歌剧 《奥赛罗》
与《纳布科》首度搬上舞台，而歌剧
《漂泊的荷兰人》、无词版《尼伯龙根
的指环》音乐会与中央歌剧院新排歌
剧《女武神》等重量级剧目则向瓦格
纳致敬。同时，两位国际大师———领
衔《纳布科》的多明戈与改编并指挥
《无词指环》 的马泽尔的耀眼加盟也
对本届歌剧节品质有极大提升。

威尔第歌剧 《纳布科》，无疑是
本届歌剧节最受瞩目的焦点。传奇巨
星普拉西多·多明戈大师登峰造极的
艺术魅力征服全场，“歌剧之王”也
借此实现了他在中国歌剧舞台的首次
亮相。有评论人称：“多明戈给中国
歌剧带来了明星效应，这颗璀璨的星
让整台演出都活了起来！”

瓦格纳作品方面，指挥大师洛
林·马泽尔亲自指挥并改编的 《无词
指环》绝对是歌剧节中的又一重磅热
点。-& 分钟无中场休息的 《无词指
环》 浓缩了该歌剧的音乐精华，+!

位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和国家大剧院管
弦乐团超过 +&& 人的大型管弦乐团，
%&把弦乐器、+&支圆号、1架竖琴，
带来罕见的力量、规模和感染力，让
北京的观众体验了一次梦寐以求的

“瓦格纳之声”，被乐评人称之为“音
乐爱好者们趋之若鹜的乐坛盛事”。

中国歌剧深入人心

在打造西洋经典歌剧的同时，国
家大剧院一直坚持不懈的推动中国歌
剧的创作。在目前大剧院制作的 !1

部歌剧中，优秀的中国原创歌剧《西
施》、《赵氏孤儿》等已经口碑在外。
而未来三年，将有包括年底问世的
《牡丹亭》 在内的多部中国原创歌剧
与观众陆续见面。本届歌剧节中，亲
切悠扬的东方韵味，成为歌剧节中的
一抹令观众感动的色彩。由张立萍、
么红、戴玉强、张英席等联袂的原创
歌剧《西施》迎来了其面世以来的第
六轮演出；张继钢执导、新晋青歌赛
金奖得主王庆爽、实力歌唱家吴娜、
张其萍、马娅琴等奉献的新版《洪湖
赤卫队》让不少年轻观众感叹“没想
到老经典会这么好看、好听。”首演
谢幕时，激动的观众涌向前排，情不
自禁地向舞台挥手，仿佛台上站的是
自己久违的朋友。长达 +, 分钟的山
呼海啸般的掌声中，一位老观众眼睛
湿润：“这真是我们一代人血液里流
淌的声音啊！台上这些年轻孩子唱的
这么好……这些民族的经典就该这么
传承下去！就得这么响亮地唱下
去！”

作为国内外优秀歌剧剧目的交流
展示平台2本届歌剧节的其他外邀剧
目也表现不俗，土耳其国家歌剧院歌
剧《后宫诱逃》献上了一台轻松欢快
的莫扎特喜歌剧；而彰显民族情怀的
歌剧《钓鱼城》则充满历史的厚重质
感；中央歌剧院的《女武神》也成为
致敬瓦格纳 !&&周年的重要演出。

舞台之外，线上线下的歌剧之魅

歌剧节期间，国家大剧院还举办

了第五届世界歌剧院发展论坛，+1

家中外表演艺术机构、$家国际知名
歌剧刊物，以及吉尔伯特·德弗洛、
乌戈·德·安纳等多位知名歌剧艺术家
相聚国家大剧院，就“青年歌剧艺术
家的培养”、“歌剧在中国”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歌剧论坛
的中外嘉宾在观看大剧院版 《纳布
科》后盛赞其为世界水准的制作，认
为“中国歌剧事业快速发展带给世界
的惊喜”。美国西雅图歌剧院公共项
目及媒体总监乔纳森·迪恩直接提出：
“以前的歌剧中心在欧洲，!&世纪在
俄罗斯、美国，为什么 !+ 世纪不能
是一个中国歌剧的世纪呢？歌剧的未
来在中国！”来自国际知名剧院的赞
誉令与会的中国歌剧从业者们都备感
振奋。

从 $月开始中国歌剧普及活动就
拉开了帷幕。“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
讲堂———百场歌剧系列活动进校园”，
“歌剧节主题观摩”、“歌剧兴趣培养
基地”、“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
行”、歌剧爱好者沙龙等歌剧主题活
动异彩纷呈，国内的著名歌唱家们也
不遗余力地参与其中。在北京邮电大
学的歌剧讲座中，年近七旬的吴灵芬
老师不仅非常认真准备 334、视频、
音频，还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后，又
花费一个小时专门辅导学生合唱团演
唱 《纳布科》 里的“希伯来合唱”；
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自称“戴德纲”
放下身段幽默讲歌剧；男高音歌唱家
莫华伦在歌剧“+5+”中与学生们共唱
《饮酒歌》，并即兴随歌起舞；青年女高
音歌唱家程晓洁，发着烧去北京实验
二小讲课……台上的艺术家与台下的
普通观众在这一幕幕动人、欢乐的场
景中，都充满了喜悦和希望。在这些坚
持不懈的努力中，歌剧艺术的魅力将
在中国观众的心中植下梦想。

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开幕

第二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
舞比赛举行了开幕式演出，宣告
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在此后的 6

天赛程中，来自全球近百位选手
将在国家大剧院的三个剧场内，
展开激烈的角逐，评出最后奖
项。

接下来的 ' 月 ,—+$ 日这 6

天时间里，不仅将有 %场古典芭
蕾比赛、$场编舞比赛带来激烈
的角逐，还将有一系列丰富立体
的活动，让业内外人士都能够享
受比赛带来的福利：1 场开闭幕
式大腕云集，!场专业论坛深度
对话，! 场 789:;.8< 碰撞激情、
1 场大师班国际级名家授课、,

场教育讲座让每个人走近芭蕾。

“逆袭”好莱坞：

中国电影至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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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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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歌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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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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