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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柏芝学梦露

吹蜡烛博眼球

⑦⑦

本报特派记者 倪自放
华语女明星在本届戛纳电

影节上“幺蛾子不断”，某女明星
戛纳走红毯赖着不动与保安起
口角，两个冰冰没有电影宣传却
频频亮相，23日又轮到了话题女
星张柏芝。这次张柏芝算是比较
高明，模仿着电影节今年的主海
报上梦露吹蜡烛的样子，轻轻松
松就博取了关注。

当地时间5月23日傍晚，主演
张柏芝随电影《危险关系》剧组亮
相戛纳，此次《危险关系》在戛纳
参展“导演双周”单元，5月24日正
好是张柏芝的32岁生日，制片方
特别邀请华语媒体参加了23日提
前举行的张柏芝庆生会。

话题明星就是话题明星，其
号召力不在作品而在话题，尽管
出品方之前特别同媒体打招呼，
不要提张柏芝及谢霆锋的私事，
但当张柏芝身穿改良式旗袍搭
配花色长靴亮相后，现场的港媒
还是禁不住问起了谢霆锋的事
情，张柏芝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不作回答。2005年张柏芝曾跟随

《无极》剧组在戛纳电影节做宣
传，那部电影由她和谢霆锋主
演，在《无极》之前，两人情侣关
系已经破裂，但《无极》戛纳行之
后，两人又和好，有记者提起
2005年的戛纳，32岁的张柏芝不
知是触景生情还是什么原因，突
然落泪。

为掩盖现场尴尬局面，出
品方赶紧推上巨型蛋糕送上
生日祝福，张柏芝吹灭了生日
蛋糕上唯一一根蜡烛，这场景
恰巧与本届电影节主海报上
梦露吹灭生日蛋糕上的一根
蜡烛有点雷同。当记者问起对
年龄增长是否有恐惧感时，张
柏芝则笑称：“年龄只是一个
符号，关键是心态啦，我一直
都是一个比较想得开的人。”

戛纳5月24日电

拓展海外，宝莱坞已不满足本土

2011年，中国电影在北美的
单片票房没有一部超过100万美
元，中国电影海外票房在华语片
总票房里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而印度工商业联合会的一份研
究则显示，2011年印度电影在海
外的票房已超过2亿美元，占印
度电影总票房的比例已超过
12%。

阿努拉格·卡夏普说，印度
电影年产量超过1000部，远超美
国和中国，印度的主流影片一直

在扩充自己的疆域，但他承认，
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电影
大国，改变的速度并不是很快，

“我们的想法是不需要卖票给任
何一个非印度公民，只要能够内
部消化就好，但这同样是我们的
弱点，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成长得
很慢。”

印度电影出击海外，和好
莱坞合拍是一个重要选择。在
强大的印度本土电影面前，好
莱坞只能采取合作的态度，奥

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
富翁》就是合作的产物。阿努
拉格·卡夏普说：“这几年好
莱坞除了向印度提供大量电
影技术支持，连剧本创作领域
都经常能看到好莱坞电影人
的影子。但印度电影并没有丢
掉自己的特色，每一部输送到
世界各地的本土电影，都能让
观众看到印度的民族风情。”

戛纳5月24日电

宽松审查，印度电影可突破禁忌

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被很
多人认为不利于电影的发展。阿
努拉格·卡夏普说，近年来愈加
宽松的电影审查制度，让印度电
影的题材更加宽泛，拍摄手法更
加百无禁忌，“放在若干年前，奥
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
翁》绝对无法通过官方审查，因
为片中对印度贫民区有十分逼

真的描绘，属于抹黑国家形象。
实际上，这部真实反映印度底层
人民生活的电影不但在印度上
映了，还因风格写实而获得了许
多印度中下层观众的好评。”

不过，阿努拉格·卡夏普并
不认为审查制度能给电影带来
根本性变化，“《三傻大闹宝莱
坞》拍得非常干净，连接吻戏都

没有，没有什么需要电影审查者
操心的东西，这样的电影依然能
够打动观众，关键原因不是审
查，而是故事。印度电影最大的
特点是关注民众需求，满足最大
众化的娱乐口味，很多卖座影片
都讲述小人物的励志故事，具有
鲜明的草根特色，情节轻松、主
题积极。”

好莱坞电影大举进入，是目
前华语片面临的最大问题，在
2011年130多亿的中国电影票房
里，本土电影贡献的票房尚不足
一半，今年年初中美电影新协议
之后，更多好莱坞分账大片的引
进，对华语本土电影而言更是雪
上加霜。反观印度电影，好莱坞
电影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低得
可怜，这几年情况稍有好转，

2011年达到了12%左右，但也远
远落后于印度本土电影。

阿努拉格·卡夏普承认，近
二十年来，印度电影跟好莱坞保
持着密切接触，除了享受好莱坞
带来的技术便利，印度电影人还
把好莱坞打得毫无脾气。《阿凡
达》当年风靡全球，但到了印度
完全没戏，票房只有同期上映的

《三傻大闹宝莱坞》的三分之一。

印度电影让好莱坞没脾气的手
法似乎并不高明，那就是复制好
莱坞，“将好莱坞经典电影拍成
印度电影，有时候情节和人物关
系都不变，在印度很有名的电影

《机器人之恋》，就有不少《终结
者》《蝙蝠侠》等好莱坞大片的元
素。”阿努拉格·卡夏普说，这种
复制手法不高明，但在印度很实
用。

提到印度电影，必须提到印
度的电影中心宝莱坞(Bollywood)，
这个词是由其所在地孟买(Bom-
bay)和美国电影产业中心好莱坞
(Hollywood)这两个词组合而成，主
产印度语电影，是世界上最大的
电影生产基地之一，拥有数十亿
观众。宝莱坞电影城位于孟买西
郊的一个山谷中，占地1600多公
顷，地形复杂，景观多样。摄影棚十
分宽大，棚内能变幻出一年四季
各种自然景象。从1913年第一部印
度故事片诞生至今，历经近90年的
发展，印度电影业已形成了一个年
营业额约30亿美元、拥有近200万工
作人员和年产1200部影片的庞大行
业。宝莱坞和印度其他几个主要影
视基地构成了印度庞大的电影业，
每年出产的电影数量和售出的电
影票数量居全世界第一。

阿努拉格·卡夏普介绍，宝莱
坞不是印度电影的全部，其实印
度还有凯莱坞和托莱坞这两大电
影王国。宝莱坞生产的大多是歌
舞片，广受中下层民众欢迎；凯莱
坞崇尚创新意识和商业意识，更
容易得到年轻观众的青睐；托莱
坞走的是新浪潮文艺路线，知识
分子是主要的受众。

“2012年将是戛纳电影节和

印度电影一个新蜜月的开始。”

印度媒体如此评价正在举行的

戛纳国际电影节。尽管没有印度

影片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但仅

次于好莱坞的全球第二电影市

场印度，在电影节上展示的是其

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印度制作人、导演阿努拉

格·卡夏普在戛纳电影节上推出

时长超过五个小时的惊悚黑帮

电影《Gangs of Wasseypur》，卡夏

普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分享

了印度电影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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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莱坞不是

印度电影的全部

复制好莱坞，让好莱坞无路可走

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印度影人。

印度制作人阿努拉格·卡夏普：

宝莱坞让好莱坞没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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