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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打破传统电影制作

提起电影制作，很多人自然联想到曾经风靡一时的
各电影制片厂。早期的各电影制片厂，不仅分别拍摄了
大量充满地域特色的经典影片，也造就了很多属于各自
厂家的名导演和名演员。

各电影制片厂之间也是经常有合作的，至少，演员
会相互借用。那时属于计划经济时代，人们都有着集体
思想和大局观念，只要是角色需要，找到哪位演员，哪
位演员便会当做一项任务去完成。而作为相关的电影制
片厂，也会全力支持，毫不吝啬地放人。有些电影制片
厂，还主动与别的电影制片厂、甚至是外国制片公司合
作拍摄影片。比如北京电影制片厂曾先后与法国、日
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制片公司合作拍摄了 《风筝》、《一
盘没有下完的棋》、《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等影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现实的变故，很多电影制
片厂退出了市场，或转型升级为别的影视机构。如今剩
下的老牌电影制片厂，已经寥寥无几了。与此同时，一
些新兴的电影 （电视） 制作机构，却又雨后春笋般出
现。恰恰是这些新兴的影视制作机构，引领了国产电影
的潮流。比如中影集团，先后推出了 《建国大业》、《长
江7号》、《梅兰芳》、《让子弹飞》、《新警察故事》、《中国
合伙人》 影片，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先后推出了《大腕》、

《手机》、《天下无贼》、《非诚勿扰》、《私人定制》等影片……
而这些影片，都在特定时期产生了非凡的影响，也分别
实现了不菲的票房。

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些原本与电影无
关或关系不大的机构或个人，也加入到了电影制作行
列，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电影制作模式。比如电子音乐作
者胡戈，于 2005年自制了短片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因其新颖性及搞笑形式，一下子风靡网络。随后，胡戈
又陆续制作了 《鸟笼山剿匪记》、《春运帝国》、《满城尽
是加班族》 等短片，渐成气候，也带动了“人人拍电
影”的风潮。

现如今，很多网友或电影爱好者在走胡戈的路子，
自行制作了大量的短片在互联网上传播，吸引了大批的
平板电脑用户和手机用户。而随着微电影概念的诞生，
很多网友或电影爱好者制作的短片，不仅在剧情编排、
演员表演、场景布置、音乐处理等方面更加专业化，而
且不少作品还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在上网随
便搜索，都能搜到大量的微电影及网络自制剧。

即便是纯粹的电影制作本身，也不断有行外人加
入，比如一些企业大老板以投资形式参与等。湖南省通

道侗族自治县为推广旅游计划，曾与潇湘电影集团合作
拍摄了电影 《通道转兵》，甚至有多名官员“触电”，分
别扮演片中的红军将领、国民党军官等角色。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人依靠在不同群体中积攒起
来的人气，也参与到了电影制作中，甚至是直接当导
演。如果说徐静蕾、徐峥、赵薇、杨采妮等人转行当导
演，因为他们本身就属电影人，所以多少可以理解的
话，那么郭敬明、韩寒等纯粹的圈外人也当起导演来，

则让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电影企业如何在多屏幕时代发展

对于方兴未艾的行外人参与电影制作现象，业界普
遍感到费解、困惑，甚至不安。比如上影集团总裁任仲
伦说，“在互联网新时代，我们在电影行业干过二三十
年，却被没有学过电影的年轻人占领市场。”博纳影业董
事长于冬则表示，现在电影导演们还在坚持艺术表达，
但市场选择了 《爸爸去哪儿》、《小时代》 这类新电影，
票房还非常高，自己很困惑，也不知道答案。

其实，在互联网时代，观众受益的多屏幕潮流已不
可逆转。观众看电影不一定非要去电影院不可，通过电
视、电脑、手机等渠道可以随便欣赏，干嘛要往电影院
跑呢？同样，电影也不是说非得由电影企业、传统电影
人去拍不可，只要有条件、有把握，谁都可以尝试。至
于说行外人拍电影保证不了质量，或游离于艺术之外，
这也有点杞人忧天。电影的属性究竟是什么，在当今这
个时代恐怕是见仁见智的。就像阿宝、“大衣哥”等草根
歌手登上了春晚舞台，赵本山、小沈阳等二人转演员成
了喜剧表演生力军等，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不管是什
么人唱歌，什么人演戏，什么人拍电影，只要观众喜
欢，就是合理的。《爸爸去哪儿》 由电视节目走向大银
幕，说它是电影也罢，不是电影也罢，总之观众纷纷走
进影院，掏钱去捧场，这就是最强的说服力。

针对“人人当导演”热潮所引发的争议，作为“演
而优则导”的代表，姜文表示技艺不是什么大问题，导
演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认真拍一个没有杂念的故事，
而且要有自己的态度，手艺可以慢慢练。过分强调电影
语言是不行的，因为这些都是为内容服务的。”而郭敬明
则认为：“因为成长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大家的审美和表
达都不同。每一个导演都是从青涩的时候逐步成熟。当
然有些天才，一开始拍片就很好，但更多的导演是越拍
越好。”

作为电影企业，尤其是传统的电影企业，走过了计
划经济时代，来到了市场化的多屏幕时代，不仅很难再
有政策保障，更面临着残酷的市场竞争。以笔者浅见，
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首先，要端正心态，正视现实。对于多屏幕格局以
及“人人当导演”现象，电影企业、尤其是传统电影人
与其怨天尤人，不如从自身反思，努力适应新形势。要
想求得生机，就必须转换观念，调整思路。那种认为电
影只能由电影企业拍，行外人拍的电影就不是电影或好
电影的观点，实在显得落伍了。

其二，要走出单一的电影制作模式，实现全方位发
展。先去找市场，求生存，然后再发展本业，这未尝不
是一种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企业完全可以往
电视、网络等方面寻找生存空间。正如任仲伦所言，中
国电影公司必须适应新环境，不能仅抓 90 分钟到 120 分
钟左右的传统电影，还要抓住影像时代的特点，为多屏
幕时代的年轻观众提供碎片影像产品。

其三，电影企业的融资模式也应与时俱进。阿里巴
巴推出的“娱乐宝”已瞄准了电影业，阿里巴巴副总裁
刘春宁表示，中国有10亿手机用户、5亿平板电脑用户，
电影行业也会发生变革，阿里巴巴就抓住了多屏幕时代
的机遇，推出“娱乐宝”，让所有对电影感兴趣的人都可
以投资电影，不再需要通过投资人、银行来进行电影融
资。作为电影企业，应从中得到启发，改变传统的做
法，多尝试一下诸如“娱乐宝”之类的全新融资模式。

多多屏时代来屏时代来临临，，
电影电影人人该咋办该咋办？？

孙 仲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优秀影片不断
出现，票房更是节节攀升，这让业界上下为之兴奋。但是，
郭敬明、韩寒等行外导演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电影制作方
式，又让电影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日前上海电影节
论坛上，不少老电影人直呼“困惑”……

而在这背后，其实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更值得电影人关注
与思考：中国电影已经进入多屏幕时代！

中国歌剧已超对西方学习与借鉴阶段

中国歌剧舞剧院艺术指导李小祥认为：大量歌剧
的问世显示出中国歌剧的形态越来越成熟，题材风格
日趋多元，新创造新作品层出不穷。这说明，中国歌
剧已经超越了对西方歌剧的学习与借鉴阶段，从故事
的编排，到音乐风格。再到舞美呈现都日益呈现出中
国声音的特有魅力。中国歌剧虽然源自西方的歌剧，
但文化根源却建立在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特别是戏曲
音乐之上。在本土文化的土壤和语境中，歌剧必须要
适应本国的国情，在歌剧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特征。

黎巴嫩卡拉卡拉舞蹈剧院的院长伊万·卡拉卡拉
说：“越加深入地看东西方的不同，我们越能发现他们
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说到底，观众会受到人的
感情的感染，而这种感情是没有国界的。当我们在创
作的时候，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只是希望能够创造
最好的作品。从歌剧院制片方的角度来说，东西方实
际上是在不断地融合的过程，所以重要的是人的认
同。我们也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走，但是我们是将传

统和现代融合起来，不断地来改善自己，并且是把艺
术美和文化融合在一起。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艺术
都是一种创造，艺术来自人，然后回馈观众。所以歌
剧院、制作方都是一个给予的事业，把我们的这种情
绪、文化、认同、传达给人们，而且不是给精英，而
是给所有人的艺术。”

产业视野提升合作“含金量”

为了提升剧院间交流合作的“含金量”，每年歌剧
论坛期间，国家大剧院都与多家艺术机构签署 《合作
宣言》，内容涉及演出制作、剧院管理、资源共享、人
员培训、版权保护等多个方面，而由论坛直接促成的
国际合作更不少见。

韩国国立歌剧院院长李素英曾在之前与中国媒体
的交流中表达感慨：“歌剧论坛最大的意义在于能促成
多方合作。记得我之前参加歌剧论坛，不仅促成了大
剧院版 《图兰朵》 登上我们韩国国立歌剧院的舞台，
而且我们还与马来西亚歌剧院达成了合作意向，并吸
引了日本国立歌剧院人员赴韩国考察。”而参加此次推
介会的众多剧院高层管理者也纷纷表示：“大剧院歌剧
论坛不仅推动了有关当代歌剧发展的理论探讨，也使
得众多歌剧同行间有了牵手合作的意向。这样一个国
际性专业论坛如果年年办下去，一定能结出更多实实
在在的成果，为当代歌剧创作发展助一臂之力”。

新技术为歌剧创作带来创意

洛杉矶歌剧院院长 克里斯托福·凯尔奇说：加大
科技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建立完善的数据库，对观
众、客户以及票房进行管理是必要的。

西班牙歌剧杂志总编费尔南迪尼认为：技术也会
带来创意，在 21世纪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来降
低歌剧制作的成本，并且使歌剧更加的丰富多彩。

比如：对剧目进行调整，大幅增加演出活动以及
表演的场次，但同时保证自己上演歌剧的质量，以及
观众的满意度。减少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人数。通过
增加新技术的使用来降低成本。重复使用此前的生产
所带来的各种舞台的道具。联合制作也是一个降低成
本的方法。

如何让歌剧这颗
“表演艺术皇冠上的
明珠”再现辉煌，是
当今世界歌剧经营者
和创作者们都面临的
重 大 课 题 。 日 前 ，
2014 世 界 歌 剧 院 发
展论坛”在京举行，
来自 14 个国家的代
表齐聚一堂，国际方
面，意大利都灵皇家
歌剧院、佛罗伦萨市
立歌剧院、美国洛杉
矶歌剧院、韩国首尔
艺术殿堂等 15 家剧
院和艺术组织与会，
国内方面，包括国家
大剧院、中央歌剧
院、中国歌剧舞剧
院、香港歌剧院、上
海歌剧院、天津歌剧
院、重庆歌剧院、福
建歌剧院、总政歌剧
团等在内的 19 家国
内歌剧制作主要力量
莅临会议。

代 表 们 共 襄 盛
事，围绕“当今背景
下歌剧创作的走向及
东西方歌剧制作的艺
术特征”的主题展开
深入探讨，在全球视
野下“把脉”歌剧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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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和东海
电影集团合作，共同打造电影版《舌尖上的中
国》，这一举动不仅可以理解，而且非常值得
期待。今年《舌尖2》在央视首播，平均收视率高
达 1.7，缔造出惊人收视纪录，甚至赶超了黄金
档电视剧。这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纪录片，无论是
在收视率还是影响力上，都给电影版的《舌尖》
创作提供了巨大空间和有力保障。

尤其是，《舌尖上的中国》 属于美食题材
纪录片，不同于 《爸爸去哪儿》 等综艺节目，
翻拍成大电影后，应该会更有特色，更有吸引
力。而且，电影版《舌尖》将以两个年轻人寻
访美食的过程为线索，来拍摄一部爱情片。这
就有点类似于当年的《庐山恋》——既有优美
的山水风光，又有感人的爱情故事，因而深受
观众欢迎。《庐山恋》 还被庐山景区作为一种
无形广告，每天从早到晚放映给游客观看。而
集美食、爱情于一身的电影版 《舌尖》，只要
拍得好，也是有可能创造《庐山恋》那样的轰
动效应的。

只是，要想把电影版《舌尖》拍好、拍成
精品，也并非易事。把当红电视节目翻拍成大
电影，可以说是“双刃剑”，拍好了可以名利
双收，拍不好，则可能适得其反，甚至自毁声
誉。同样由电视节目翻拍而成的大电影《中国
好声音之为你转身》，结局便不如 《爸爸去哪
儿》，不仅上座率低，而且反响也不好。因而

《中国好声音之为你转身》 的教训，恰恰是电
影版《舌尖》需要吸取的。

那么，如何保证电影版 《舌尖》 拍得成功呢？至
少应从三方面努力：首先，要保持原节目的风格，并
在此基础上有新的突破。观众花钱看电影版 《舌尖》，
当然要像看电视那样欣赏到各种各样的美食，这是至
关重要的。同时，观众还希望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
不能只像在看“放大了”的《舌尖》节目。

其次，要有精彩的故事支撑。从介绍情况看，电
影版 《舌尖》 将以两个年轻人寻访美食的过程为线
索，这样的主线是选对了，但具体的故事，还有待细
加工，力争精彩、耐看。《中国好声音之为你转身》也
讲了相应的故事，但由于故事太单纯、太单薄，因而
没有得到观众认可。拍电影要有好故事，这是不容置

疑的。如何把美食、爱情串联在一起讲故事，则更
难。而有关美食的故事片，其实早年就有，比如 《小
小得月楼》等。

此外，在演员选择上要慎重。作为一部美食题材
电影，《舌尖》究竟用什么样的演员合适，非常值得制
作方探讨。是不是一定要用有美食喜好的演员出演
呢？不一定。是不是一定要用大明星出演呢？也不一
定。关键还是看影片讲什么样的故事，设定什么样的
角色，然后再去综合考虑用什么样的还员更合适。很
多影视剧用新人出演，不但很成功，也造就了新的影
视明星，不是很好的例证吗？相反，如果只重明星效
应，或仓促上马，则可能导致失败。而这样的教训，
以往也并非没出现过。

《
舌
尖
》
上
的
电
影
版

万
阕
歌

《
舌
尖
》
上
的
电
影
版

万
阕
歌

中央电视台、中国国
际电视总公司和东海电影
集团日前在京联合宣布，

《舌尖上的中国》电影项目
启动。这将是一部时尚的
美食爱情类型电影，而不
仅仅是纪录片的影院版本。

本报电 （文意） 从青春无敌的
《十七岁的雨季》、《不是每个恋曲，
都有美好回忆》，到趣怪搞笑的 《绝
代双骄》 中的小鱼儿、《天龙八部》
中的段誉，再到《爸爸去哪儿》中的
温柔“爸比”……日前，被称为“不
老男神”的林志颖在北京发布了他出
道 22 年来的第一本书 《我对时间有
耐心》。

对于自己的首部自传，林志颖
说，其实这本书更像自己的成长心
情文集。“我觉得自传是到了一定
的 年 纪和社会地位之后的前辈们的

专利，他们回顾总结自己一生的意
义，才叫自传。《我对时间有耐心》
是一本对于我成长的片段式回顾，是
分享。”

此外，林志颖介绍说，为书取名
叫“我对时间有耐心”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是，“不管去哪里，大家都
会问我保养秘笈，其实不管是对保
养，还是对事业发展、个人成长，只
要遵循‘我对时间有耐心’的态度，
就是对的”。

据介绍，新书首签会后，林志颖
还会亮相全国十个城市的签售活动。

林志颖新书《我对时间有耐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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