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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夺奖是“一帮法国人在拍美国人”

奥斯卡暗合
好莱坞电影工业
本报记者 倪自放

第 84届奥斯卡昨天落
幕，63岁的梅丽尔·斯特里
普夺得最佳女主角奖。看
一个63岁的女明星来到奥
斯卡，金色的裙袍加身，竟
丝毫不输风华正茂的如云
美女。捧得小金人后，一手
叉 腰 ，一 手 举 杯 ，那 种 霸
气，让人发自内心地膜拜
她——— 梅丽尔·斯特里普：
布满皱纹的脸，一点都不
难看，她是女演员中真正
的王者！

对于美国女明星，我
不太熟悉，因为在我们的
眼中，那些高鼻深目的欧
美女明星，长相上并没有
太大的差异。而梅丽尔·斯
特里普，却令人印象深刻。
她不是养眼美女，画报上
的照片总是露出居家女人
的笑容，但走进大银幕的
她，顿时魅力四射，俨然换
了一个人：她变成了神秘
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她就
是与爱人翱翔在非洲大地
的勇敢贵妇；她还是廊桥
下望着今生真爱远去选择
留下的小镇女人；还有让
她 再 获 小 金 人 的 铁 娘
子——— 每一个角色都是那
么不同，每一个又是那么
地有光泽，不论是贵妇，还
是小镇女人。

一个女演员，到了 6 3

岁，获得这样的电影表演
最高荣耀，在常人来看简

直不可思议。她让我想到
了刘晓庆，一直以来，我始
终认为刘晓庆是中国最好
的女演员，年龄和梅丽尔·
斯特里普相仿，却早已从
大银幕落入小荧屏，脸上
虽然看上去很“嫩”，但越
来越显僵硬，那个谢晋电
影中表演女皇早已荡然无
存，每每看到她在一些胡
编 乱 造 的 历 史 剧 中 的
客串，都会让我叹息，
为她的没落而遗憾。
中国的女演员，演
技好的刘晓庆们，
到了老年，要么退
回家庭，要么挣扎
在 不 痛 不 痒 的 角
色 ，以 维 持 富 裕 的
生活，演员这活计，
之于她们，可以是认
真的，但已没
有 了 光 芒
四 射 的
能量。

这
是 梅
丽尔·
斯 特
里 普
制 造
的 传
奇 ：
1 7 次
奥 斯
卡 提
名 ，
人 过
半 百 ，
仍然是票房
的 保 证 ，还
有让她绽放
的角色等着
她 。她 的 成

功决定于她的人生态度：
这位拿奖拿得手软的女明
星，维持着和第一任丈夫
30多年的婚姻，相夫教子，
举案齐眉。她的人生如此
圆满，皆因她对生活的驾
驭和自信。

享受电影，享受生活，
顺便再塑造个角色，创造
个奥斯卡记录，这是梅丽

尔·斯 特 里
普 ，一 个 优
秀女演员的
美丽人生。

“铁娘子”的美丽人生

张莹

中国电影在走出、迎战“好
莱虎”的过程中，面临着与法国
电影一样的困境，是融入好莱坞
成为好莱坞的一部分，还是坚持
强大自己的文化与电影工业？中
国电影走出去的最大困难，还是
因为中国电影工业相对好莱坞
电影工业非常弱势。

奥斯卡与金鸡奖

本质上没有区别

奥斯卡颁奖礼，很容易让人
想到中国电影金鸡奖，奥斯卡颁
奖礼全球关注，中国电影金鸡奖
却饱受诟病，这背后的区别，是
因为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全
世界无敌，才让奥斯卡这样一个
美国的电影奖，有了全世界的影

响力。相对来说，中国电影工业
的弱小，让金鸡奖不受关注。不过
从本质上说，奥斯卡与金鸡奖没有
什么区别，那就是服务于自己的电
影工业，服务于自己的文化。

本届奥斯卡奖《艺术家》的
大胜，表面上是法国电影工作者
获认可，其实是日渐式微的法国
电影工业全面向好莱坞投降。

《艺术家》男主演让·杜雅尔丹
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位来自
法国的最佳男主角，他获奖之后
除了向家人和主创致谢外，还特
别感谢了一众好莱坞默片明星，
称这些经典为他注入了灵感。

“怀旧”是本届奥斯卡的主题，但
怀旧的不是世界各国各自的文
化，而是向老派好莱坞行注目
礼。

电影工业弱小

导致发行渠道缺失

中国作家、制片人唐朝此次受
邀参加奥斯卡颁奖礼，并与好莱坞
电影公司有接触，在接受本报记者
的电话采访时，唐朝说奥斯卡给他
最大的感触是，因为电影工业不
够强大，中国电影在北美的发行
渠道严重缺失，“中国电影走出去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与美国著名电
影公司合拍，然后再利用他们的版
权销售渠道向全世界发行。”

发行渠道的缺失，是中国电影
走出去的最大障碍。之前的上海国
际电影节上，导演冯小刚大骂好莱
坞发行商韦恩斯坦是骗子，其中一
个原因，就是《夜宴》被后者购得北
美发行权后却从未上映。目前中国
影片海外上映的主要方式还是买
断发行权，分账的形式并不多见。
购买华语片北美发行权所花去的
十几二十万美元，对好莱坞公司来
说并不算什么，大部分美国公司都
不会很上心。对于美国公司而言，

买中国电影是为了“有来有往”，加
强与中国电影市场的合作。中国电
影只有自己的工业足够强大，有了
交换的资本，以分账形式进入北美
市场，北美发行渠道才会有积极性
发行中国片。

华语片走出去

探索“混血”模式

面对强大的好莱坞电影工业，
华语片是否没有走出去的可能？当
年吴宇森拍《赤壁》时曾经明确表
示，影片对历史的改动很大程度
上是为了照顾海外观众的口味。
结果是，《赤壁》在北美坚持了19
周，但票房依然只有可怜的62万
美元，把自己的电影变成好莱坞文
化，被证明此路不通。值得欣慰的
是，正是票房的惨淡教会了华语电
影人：华语电影最大的市场还是在
中国，只有中国电影工业足够强大
了，才有走出去的可能。

业内人士预测，相比于中国电
影市场票房注定会很快达到三四
百亿元，而北美电影市场票房将继

续在650亿元人民币左右徘徊，好
莱坞与华语电影人合作的意愿必
然会越来越强烈。今后华语影片
打入北美市场的主力军应该是
中美合拍片。特别是中国故事、
中国演员、美国编导的“混血”模
式，将成为华语影片同时进入中
美主流院线的最主要途径。张艺
谋的《金陵十三钗》、冯小刚的

《一九四二》都选择奥斯卡影帝
参与演出，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不
过目前看效果不是太乐观。

不少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混血”模式只是权
宜之计，北美发行只是影响力的
延伸，不应该因此影响影片的创
作，立足本土文化，拍摄真正中
国味道的电影，等中国电影工业
强大起来才是王道。

在本届奥斯卡颁奖礼上，法国黑白默片《艺术家》横扫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影帝等重要奖

项，但这并不是拥有世界最强电影工业的好莱坞向法国电影示好。对于《艺术家》在本届奥斯

卡上大胜，华裔美籍导演陈奕利评价说，“这部电影是法国团队，可是整个文化是美国的。”中

国著名导演李少红也评价说，“一帮法国人在拍美国人。”言下之意，法国人拍的《艺术家》，依

然是好莱坞范畴的一部分，奥斯卡貌似坚持艺术，仍不过是好莱坞电影工业的鼓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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