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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桃姐》大胜凸显港片危机
本报记者 倪自放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代言

人姚晨日前飞赴非洲，探访了
位于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在
为期一周的时间内，一行人深
入到当地多个难民营，与难民
面对面接触交流。回国后接受
记者采访时，姚晨表示可以像
安吉丽娜·朱莉一样成为难民
署全球亲善大使，通过自身努
力呼吁社会关注帮助难民。

因当地通讯不畅，从非洲
回来后，姚晨便开始在自己的
微博上连续发布图文，和网友
分享这次探访的所见所闻所
感。对此，绝大部分网友表示了
对难民生存状态的关注，同时，
也有很多的网友对自己现有的
生活，多了一分珍惜和感恩。

不过，其中也夹杂着部分
质疑的声音。对此，姚晨坦言
这些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这说明很多人开始关注难民
这个群体，而且已经有了相对
的了解，更坚定了我们要把这
个工作做下去的信念。”

姚晨探访

非洲难民营
欲当中国版朱莉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自

2012年1月份推出《植物大战
僵尸》系列图书以来，广受社
会好评，短短的时间里已经进
入开卷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
总销售册数已突破百万。

这套以风靡全球的电脑
游戏“植物大战僵尸”中的卡
通形象为素材，由国内一流儿
童文学作家创编的故事，可以
帮助孩子从游戏中解脱出来，
进入阅读时代。这些中国作家
的原创故事把中国孩子能够
理解的人生智慧，巧妙地融于
孩子们所喜欢的植物和僵尸
的战斗中，以幽默和童趣把孩
子带进了更加新奇和快乐的
世界中，潜移默化地将中华民
族传统的品德和智慧灌输给
孩子们。

《植物大战僵尸》

受孩子们好评

如果说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不过是港片的一

次撒娇，那将是一个最为贴切的比喻。在香港和内地

合拍电影已成主流的情况下，香港电影人心目中的纯

港片《桃姐》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

女主角、最佳编剧在内的几乎所有重量级奖项，只不

过是香港电影人硬撑着给自己壮胆：昙花一现的《桃

姐》获得所有重要奖项，也无法掩盖纯正港片几近消

亡的惨淡现实。

◆敬老

港片新人严重断层

“敬老。”这是影评人对本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评价。以获奖
最多的《桃姐》为例，该片主创许
鞍华、叶德娴、刘德华进入电影界
均已经超过30年，这是刘德华第
三次获得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而在二十多年前，刘德华、叶德娴
已经凭借《法外情》获得观众的认
可，他们在金像奖上加冕，凸显香
港电影界新人断层严重。

最佳男女配角奖分别颁给卢
海鹏和苏杏璇，他们的年龄分别
是71岁和60岁，内地观众对他们
并不熟悉，他们都是香港无线培
训班出身的，从业数十年。

敬老是金像奖最近几年的主
旋律，近几年来荣获最佳导演的
杜琪峰、尔冬升、谭家明、徐克、许
鞍华等，获奖时都已经有着二三
十年的导演经验，刘伟强凭《无间
道》拿奖也已经超过了十年导演
经验。

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陈嘉上
承认，香港电影的断层确实很明
显，“台前幕后都是。断层的原因
是我们那一辈都特别能撑。但是
撑得很辛苦，外人看到了可能不
愿意走进来，所以我们这代要离
开了，才能有新的一层出现。老人
还有商业价值，老板不敢换，不敢
培养，培养要钱，要冒险。”

相对于港片的人才断层，台
湾电影和内地电影在人才后备力

量上愈发显出勃勃生机。本届金
像奖的最佳新人颁给了主演《杀
手欧阳盆栽》的台湾演员萧敬腾，
而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则颁给了
主创团队超级年轻的《那些年，我
们一起追的女孩》，《那些年，我们
一起追的女孩》是九把刀的导演
处女作，因该片人气大升的该片
男女主演柯震东、陈妍希都非常
年轻。内地电影方面则有陆川、宁
浩、乌尔善等一众既有个人化的
作品风格又折射出强势的导演掌
控能力的新导演，他们的新作《王
的盛宴》《黄金大劫案》《画皮2》等
也都是今年的重点华语片。反观
今年同期暑期档的香港本土电
影，却是屈指可数。

◆收缩

从华语奖到香港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一度是华
语电影界的重要电影奖项，但本
届金像奖则被指责局限于香港本
土电影，忽视内地和台湾的优秀
作品，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香港本
土电影奖。香港制作的《桃姐》拿
走全部重要奖项自不必说，《龙门
飞甲》和《让子弹飞》在提名上均
有十多个，但香港电影人主导的

《龙门飞甲》拿走了五个技术奖
项，《让子弹飞》只获得一个安慰
性的最佳服装设计奖，其获奖者
张叔平还是香港人。

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
追的女孩》在香港的票房超过周
星驰当年的《功夫》，成为香港电

影史上华语电影在香港的票房冠
军，《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在本届金像奖有多项提名，但最
后也被认为是陪跑，只获得一个
平衡性的奖项——— 最佳两岸华语
电影。相对于《让子弹飞》，《那些
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无法配得
上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奖这一奖
项。据悉，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奖是
专门为内地和台湾电影而设的奖
项，貌似不是主竞赛单元的褒奖，
从这一点看，金像奖回归本土的
倾向已经非常明显。

其实从上届金像奖开始，“本
土化”已经非常明显，当时，最佳
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
主要奖项的提名，未见一个纯内
地作品或内地电影人，凭《月满轩
尼诗》获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汤唯，
也已经取得香港“户口”，归入香
港电影人的行列。

此前数届香港金像奖，一度有
诸多内地作品和电影人获主要奖
项，第24届至27届，曾出现过连续四
届由内地女星摘走影后桂冠的局
面(章子怡、周迅、巩俐、斯琴高娃)。
对于香港金像奖回归“本土化”，金
像奖主席陈嘉上表示，“我们没有
野心做华语电影的盛典，只做好香
港电影的本分就好了。”

◆惨淡

《桃姐》是昙花一现

电影奖项是电影工业的部分
表现，本届金像奖《桃姐》大胜，以
及上届金像奖将最佳影片颁给纯

港片《打擂台》，凸显了香港电影
的现实危机：在电影工业上，港片
已死，《桃姐》《打擂台》一度范围
内得到好评，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并不能代表港片的复苏。

相对于香港内地合拍片可以
顺利地进入内地这样一个大市
场，纯正的港片要与海外引进片
竞争进入内地市场的名额，竞争
的结果当然不乐观，于是纯港片
只能在香港这样一个小的市场放
映，而从其以往表现看，纯港片糟
烂的票房令人不安。2011年，被寄
予厚望的纯港片如《出轨的女人》
和叶念琛、王晶的《猛鬼爱情故
事》等，票房竟然不足100万港元。

《桃姐》票房近亿，多数来自内地
电影市场的贡献，相对较强的《桃
姐》，在内地市场也不算大块头，

《桃姐》在纯港片里的一枝独秀，
无法掩盖港片整体的惨淡。

与港片的惨淡相比，香港和
内地合拍片渐成主流，上升势头
明显，而沉寂多年的台湾电影也
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以《艋舺》

《海角七号》为首，包括《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台湾电影近
几年佳作频出，尽管在清醒的业
界人士看来，这种现象并不是台
湾电影工业复苏的标志，但台湾
本土电影确实在向好的方向发
展。现在的台湾年轻人对台湾电
影的喜爱甚至凌驾于好莱坞大
片之上，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
段，而这一切，在十年、二十年前
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由于好莱坞
电影过多地涌入，台湾电影工业
已基本垮掉。

看到孩子们画的自己，姚
晨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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