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中国电影报 2024.10.23
责编责编:: 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综合

电影编剧与市场的合作共荣
■文/陆洵敏

本报讯 近日，第40届华沙国际电影节

公布了入围名单，由万玛才旦监制，达杰丁

增编剧、导演，苏明晴担任制片人的电影

《月光里的男孩》入围长片主竞赛单元。

该片是中国导演达杰丁增的导演处女

作，他曾担任《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旺扎

的雨靴》《一个和四个》等影片的执行导演。

《月光里的男孩》在剧本阶段和制作阶

段就已在FIRST青年影展、金鸡创投大会、

北京国际电影节创投斩获殊荣。影片剧本

根据作家赤·桑华短篇小说《怀念一只叫扎

西的狗》和《柔旦的弟弟叫洛洛》改编。该

片讲述了在上小学的小扎西救下了一只流

浪狗，流浪狗被收养后也给取名为“扎西”，

这使小扎西成为了同学们的笑柄，于是小

扎西计划杀死狗“扎西”却弄巧成拙打瞎了

它的眼睛，小扎西内疚多年并患了眼疾，而

在他成为著名作家再次归乡后却得知了事

情的另外真相。

影片于2023年在青海囊谦开机，是入

围本届华沙国际电影节长片主竞赛单元的

唯一一部国产影片，该片将与其他各国主

竞赛影片一起参与最佳影片大奖的角逐。

（姬政鹏）

本报讯 近日，第十二届Mice（西班牙）国

际儿童教育电影节在西班牙瓦伦西亚

（Valencia）举办，本届电影节首次呈现长片展

映“致敬中国单元”，打破了往届时长仅15分
钟的短片形式。吸引了来自中国 20年以来

的近 50部影片参评，激烈角逐 5部优秀电影

作品荣誉。

国产电影《乔治娅》在其中脱颖而出，该

片在西班牙瓦伦西亚蒙特塞拉特城进行了欧

洲站首映，放映后获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影片由中国藏族导演乔美执导，以中比

混血小女孩乔治娅的一段经历为线索，讲述

了一个即将破碎的跨国婚姻家庭重获温暖的

故事，内容涉及原生家庭、跨国婚姻、女性心

理、代际矛盾、阶层融合等重要话题。在拍摄

制作时，小演员只有三岁，却表现出相当成熟

自然的表演天赋，为中国电影的儿童题材贡

献了不同以往的崭新形象。

该片制片人徐千雅表示，希望通过自己

的作品来让中国儿童电影艺术现代形式在国

际上得以展现，让中国的文化输出具备一张

新文化名片，让更多的国际友人通过这样的

方式来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人的心灵、

了解中国式的情感、理解中国式的精神世界。

（姬政鹏）

本报讯 10月 16日，由广东省电影局主

办，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

协办，南方都市报社、广东南都娱乐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承办的“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

暨电影《范蠡献西施》首映礼”在广州平安大

戏院举行。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电影局、

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广东省

电影行业协会、广州市粤剧院、广州市电影家

协会、广州市荔湾区委宣传部等相关负责人，

行业嘉宾、片方主创团队、媒体代表和广大影

迷参加了活动。

粤剧电影《范蠡献西施》是“广州市粤剧

电影精品工程”中的重点影片，改编自同名经

典粤剧舞台剧，讲述了勾践囚吴，而后范蠡苎

萝访美，经别馆定情、分别，西施于吴宫迷惑

夫差使其杀伍子胥，越国反攻灭吴，范蠡费尽

艰辛终与西施再会的故事。

首映礼上，《范蠡献西施》出品方代表，广

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编辑滕建新在

致辞中表示，该片是“广州市粤剧电影精品工

程”的最新成果，致力于将粤剧这一非遗瑰宝

作影像化再现，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两

位主演，粤剧名家、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

主黎骏声和陈韵红共同演绎了范蠡与西施甘

愿舍弃爱情，勇担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国

家一级编剧、导演邓原和青年导演潘钧则在

充分尊重戏曲规律与粤剧艺术基础上，对舞

台的时空叙事作了全新呈现，用电影语言展

示南国红豆的独特魅力，实现中国传统戏剧

戏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令粤

剧赢得更多人关注与喜爱。

活动现场，导演邓原和潘钧，主演黎骏声

和陈韵红作为主创团队代表与观众进行了映

前互动，分享了影片的创作心得和拍摄过程

中的趣闻轶事，介绍了如何使用电影镜头、特

效手段展现粤剧艺术家的精湛演出和艺术特

点，并在舞台的写意与电影的写实间取得平

衡。黎骏声和陈韵红两位粤剧名家更现场演

绎了一段《范蠡献西施》中的唱段，赢得满堂

喝彩。

广州市原市长、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原主

任陈建华也上台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表

示，要振兴粤剧，就要守正创新。《范蠡献西

施》在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下，塑造了一段悲

壮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忍辱负重、卧薪尝胆

等成语，正是当时吴、越两国争霸时代背景下

的真实写照，也是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

遗产。两位粤剧艺术家已表演了这个经典曲

目几十年，教育了几代人，现在希望通过电影

艺术的形式，把这些优秀粤剧曲目保留和传

承下来。

粤剧电影《范蠡献西施》由广州市广播电

视台、广州粤剧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将于

10月18日正式与观众见面。 （影子）

本报讯 李玉刚导演处女作电影《云上的

云》近日发布主创“剖白”制作特辑，表达导

演李玉刚的创作初心。

《云上的云》讲述了当下年轻人的爱与

成长。此次发布的“剖白”制作特辑展现了

李玉刚洞察当下年轻人特殊的乡愁情结，他

不断打磨剧本，精雕细琢视听语言、深耕演

技，在这部电影中做好导演、制片人、编剧、

演员。电影中，观众能够看到李玉刚将自己

的内心写照投射到角色之中为其赋予灵魂，

并把擅长的戏曲元素融入光影艺术中，成为

一部带有李玉刚独特气质的大银幕之作。

李玉刚表示，自己多年研究戏曲文化，所以

在创作拍摄电影时也有注重增添戏曲国粹

等传统艺术，东方意境、东方留白等含蓄性

表达也成为了影片独特气质。

《云上的云》已在长春、成都、重庆、上海

等多个城市举行路演，不少人被影片里的爱

情与乡愁所感动，更对电影别具一格的浓郁

东方韵味与中式美学表示赞赏，“电影里不

仅有刻骨铭心的动人亲情，也有难以抉择的

爱情，看电影的过程也在不断反观自己的生

活，更加珍惜身边无私爱着我的亲人和爱

人。”

该片《云上的云》由浙江玉泽文化、缙云

县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长影集团出

品。

（杜思梦）

回眸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的二十余年，

国产电影形态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种改变既有来自外部工业科技水平、放映

设备的革新，也有来自视听语言的探讨，而

更多则是电影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也对电

影剧本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我国电影产业化转型的初期，各制片

公司初入市场，拍摄目的呈现简单多样化的

趋势，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获奖为目

的，希望影片可以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有所

收获的“艺术片”；二是以盈利为目的，单纯

制作一部观众概念中的“商业片”。因选择

“赛道”不同，项目在剧本创作上的观念与方

法，也会出现巨大差异。

可以看出，在当时，以市场盈利为目的

的大部分商业影片，进入剧本创作时，惯常

选择“套用已有的情节模式和类型化人物”

“直接使用某经典电影中成功桥段”等剧作

技巧，利用巧合制造矛盾冲突、调集悲情元

素进行强行煽情，虽然手法有些拙劣，但不

可否认，这是电影编剧在适应中国电影市

场化时对“好莱坞的电影叙事神话是建立

在类型化人物和固定情节模式基础上”的

实践尝试，并且，一段时间内也收获了一定

的成功。

进入新时代后，随着电影市场日益成

熟，网络平台的日渐完善，制片公司形成了

对项目创作、拍摄、宣发、成本回收一系列成

熟多样化的商业运作，电影项目可选“赛道”

也变得更加丰富，电影从最初的单纯的“盈

利”，进阶到其商品与宣传属性的融合态

势。以最宽泛的商业片与文艺片相比较，编

剧在剧本创作时的差异性也发生了相应变

化，其成熟度和自我意识有了巨大的提升：

对比两张表格，可以看出，创作规律顺

应市场发展、市场占有依托内容资源，两者

息息相关。曾经有敢于探索的创作者尝试

在小成本商业片中运用艺术片的表现手法，

虽然得到专家的肯定，但却以观众“不知所

云、故弄玄虚”的犀利评价而遭遇市场惨败。

其实，探索并没有错，但是回到一部成

功电影的本质，这是一个创作意识的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用类似《伊万的童年》《永恒的

一天》等的手法来拍摄一部商业影片，搞不

好会激怒观众，何谈票房。而这也是当前电

影剧本创作者要克服的一个具体问题——

电影编剧必须明确影片的市场“赛道”与受

众群体。

中国电影市场从当年计划经济的“统购

统销”，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努力冲破桎梏，

奔向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一步步走到成熟

的商业化运作，以良性资本调控市场，以观

众满意度树立口碑，我们创作者必须明白，

任何类型的影片都要接受来自电影市场的

大考，经受观众的考验。

但在实践工作中，我们会遇到相当一部

分编剧，当他们被问及：“你预计剧本需要多

少制作费？回收成本是多少？市场定位是

什么？”很多编剧认为这是投资和发行需要

考虑的事情，至多延伸至编导合一的导演，

作为一名纯粹的编剧，“只要关注稿费什么

时候到账就行”。可是，这又何尝不是一个

悖论呢，如果不知道影片的制作费及回收成

本是多少，怎样保证自己的作品被完整呈

现？怎样在剧本中设置特定场景？怎样设

定稿酬标准？编剧自身的个体职业规划怎

样实现？

曾经确实有一个时期，编剧不用考虑市

场，只用顾忌个人的情感，那时很多电影创

作者，将剧本写好，装进信封，四处投稿。当

时，仅一个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每年都可以

收到六七千件稿件，其中大部分都是业余之

作，需要有经验的文学编辑如同大海捞针一

般进行摘选，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往往是符

合时代气息，在“统购统销”的年代也是被市

场和观众所认可的作品。近些年，电影剧本

征集活动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但重复

投稿、一稿投多年的例子却屡见不鲜，更有

甚者，竟以“评职称”“涨工资”作为评选目

的。如果创作者仔细思考自己失利的原因，

会发现，并不是评选专家缺乏慧眼识珠的能

力，而是观众拥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和个性需

求，市场需要不同的商品，电影剧本是为拍

摄服务的，是要接受市场考验的，如果一个

剧本仅想以铅字的形态出现，如果它早已落

后于时代，如果创作者本身就抛弃市场，那

他也终会被市场抛弃。

作为一个成熟的职业编剧，想用手中的

笔来安身立命，仅仅构建自己所熟悉的、钟

爱的、符合自己人生真实经历的故事是无法

完成自身职业规划的，这就是作家和编剧的

不同。作为编剧要知道市场喜欢什么样的

故事，选题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哪些人，在策

划阶段就要确定故事和切入点和走向；进入

剧本创作后，大到风格调性，小到具体的台

词，甚至服饰细节，每一个点都要看市场是

否需要，观众是否接受。

在一个剧本论证会上，有一位专家老师

对剧本中西方审美鲜明的角色形象设计提

出建议：可依托“国风文化热”，从《海错图》

中寻找原型素材，进行修改。调整后，角色

“中国风”的鲜明特质，与影片的气质极为贴

合，不仅让编剧在剧本修改时迅速找到了方

向，影片上映后，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收益。

当下电影制片机构在上映前确会更多

考虑项目的“热点”“话题性”，上映后则会关

注观众的反映。想要推出一部成熟、成功的

影片，这些都需要剧本创作者与制片人一同

面对。

电影《热辣滚烫》在投拍以前，投资者就

已经将“热点”准备充分，只等市场一战。首

先，作为贾玲执导的第二部作品，项目改编

自日本电影《百元之恋》，在观影渠道丰富的

当下，这并不算一部小众的影片，而《你好，

李焕英》的市场成功，也为其上映奠定了良

好基础。其次，影片“爱自己、随心情”的核

心宣传点与当下社会氛围结构，引发观众讨

论，寻找共情。最后，抛出“瘦身”话题，营造

市场热度，为影片建立票房号召力。如果是

以往，这些因素的存在，已经可以保证票房

成功了，但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还需要一

个好故事，一个符合国人审美价值观的故

事，这就需要编剧对原片进行落地改编，使

之与我国国情和观众心态完美结合，形成创

作、市场互相成就的良好局面。反之，缺乏

优质内容，供给不足的市场，必然会导致持

续观影热潮的退去，那时的我们将会失去让

我们安身立命的观众。

电影剧本的创作很简单：喜剧让观众

笑；悲剧让观众哭；现实主义文以载道，促进

社会进步；历史题材以古喻今，激发爱国情

怀，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近年来，那

些成功的影片早已证明我们当代电影创作

者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并不迟钝，在向文艺

“高峰”行进的艺术队列中也非落伍者。

我们常说“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对于剧本创作者，市场、观众就是我们的“东

家”。所以，归结所有，好作品只有一个要

求，那就是好看、动人，能够让观众放下手

机，走进影院，以两个小时换取一份共鸣。

而我们的剧本创作者，也只有与市场共赢，

才能创作出中国电影的“高峰”之作。

（作者单位：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

中心）

受众群体

主题

情节和人物

内容与形式

剧作目标

受众群体

主题

情节和人物

内容与形式

剧作目标

发行渠道

商业片（娱乐化）

大众性

浅白

模式化、类型化

重故事/重形式

好莱坞化

商业片

大众性

关注社会性话题

典型事件、典型人物

重故事/重形式

讲好中国故事

全线发行与分线发行相结合

艺术片（文艺性）

小众专业群体

鲜明

以人物命运为主线

内容与形式统一

中国故事，作者电影

艺术片

雅俗共赏

关注个体成长

小切口具象事件

凸显形式感

可选择分线发行针对放映

电影《云上的云》发布制作特辑

粤剧电影《范蠡献西施》广州首映

电影《乔治娅》欧洲首映获赞

《月光里的男孩》入围
第40届华沙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