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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

最近，中国电影与好莱坞
频频互动，似乎双方已经从好
莱坞电影在中国取景、用中国
明星的低层次的合作，跨越到
了中国资本当老板、中国文化
精髓被好莱坞接纳已经指日可
待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好莱
坞的这股“中国风”或者说中国
再次刮起的“好莱坞风”，就真
的能够拯救中国电影？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
有了足够开放包容的心态，但有
时候自尊心、自豪感的爆棚也让
人盲目。就中国电影而言，精明
的好莱坞商人早已嗅到了商机，

“中国元素”也早被好莱坞用来
做噱头赚中国人的钱。从《花木
兰》《功夫熊猫》《星球大战前传
3》到《功夫之王》《碟中谍 3》
《2012》《阿凡达》《变形金刚》等
等好莱坞大片，纷纷运用中国元
素，总结起来无非是在中国取
景、用中国明星、摘一点中国传
统文化符号。多年来，好莱坞这
些“讨好之举”获得了丰厚的回
报，好在中国的掘金数量逐年增

加，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好莱坞
大片主要的消费市场。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是，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元素
只不过是人家用来“吸金”的一
个“噱头”，在中国取点景，用用
中国的演员，或者用点中国古
代人物的皮毛，这些“吸金”的
招数虽不高明，但一些国人却
迷失在人家的招式中，开心之
余、自豪感陡升的同时，也表现
出了对外来文化的饥不择食。
大家一定记得在张家界取景的

《阿凡达》吧，电影没上映之前，
张家界的“乾坤柱”就更名为

“哈里路亚”了。据称，当时一些
慕名到张家界游玩的韩国游客
问当地导游“哈里路亚”啥意
思，导游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在
翻译的帮助下，他们才知道“哈
里路亚”是希伯来语，中文意思
是赞美耶和华。韩国游客不明
白了，他们喜欢张家界，不是来
了解“哈里路亚”的！

无独有偶，成龙、周润发、
李连杰、杨紫琼等曾在好莱坞
武侠中做主角的演员，都早已
回到国内，后来去好莱坞露脸

的巩俐、章子怡不也是为人所
用，用完就打道回府？陈冲、李
连杰在好莱坞出演的一些角色
被不少国人骂为“辱华”，华人
影星要在好莱坞混下去不易，
只能是好莱坞电影的工具，适
合就用，是水土不服的问题，也
是尊严和文化的问题。好莱坞
也用日本、韩国、印度演员，只
是用你的演员，仅此而已。

好莱坞电影也称注重运用
中国文化，但此运用非彼运用。
如，号称取材于四大名著之一

《西游记》的《功夫之王》，说白
了就是一个喜欢中国功夫的美
国小男孩到中国“拯救”美猴王
的故事。再比如，《木乃伊3》将
故事搬到了中国。李连杰扮演
的“龙帝”被杨紫琼扮演的女巫
诅咒，从“秦始皇”变成了兵马
俑，被唤醒后，他想将整个世界
纳入统治中，他和兵马俑们成
了外国考古学家、冒险家眼中
的“木乃伊”并被打得稀里哗
啦。如在中国影片中，这样荒诞
离奇的剧情早该挨骂了。但人
家用“好莱坞的方式”讲了“一
个古老的东方传奇故事”，制造

了噱头和关注度，赚走了我们
的钱，中国文化被“好莱坞”了，
那是人家的文化、审美和情趣，
你能接受多少？

啰嗦这些，不是要摒弃中国
电影与好莱坞的合作，而是想提
醒中国的电影人们，与好莱坞的
合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取景、用
中国演员、扒拉点中国文化的皮
毛这种浅层次上，也不要简单地
以为投资了好莱坞电影，就是好
莱坞电影的主人了。我们与好莱
坞所谓的深度合作，归根结底还
是要提高中国电影的质量与品
质，在参与影片策划、资金、剧
本、选角、拍摄、宣传、发行等整
个过程中，利用双方的资源优
势，弥补我们在电影技术、制作
能力、营销发行、产业链开发、市
场化能力等方面的短板，更重要
的是，在合拍交流的过程中，在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我们能真
正提升中国电影的文化特色，也
许目前要求这种文化自觉有点
苛责，但作为一个热爱中国电影
的观众，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中
国的电影也能和中国谋求的国
际形象一样：强大而有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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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合
作利好的消息不断传来：国内
DMG娱乐传媒集团与美国华特
迪士尼公司将合拍《钢铁侠 3》，
中国将参与影片的前期策划、资
金、剧本、选角、拍摄、宣发等各个
环节；此后还会有《孙子兵法》《封
神天下》等一系列中美合拍片上
马。七星娱乐集团宣布，将与天津
联手投资80亿人民币在滨海北塘
经济区建立“中国坞”，成成立电影
融资平台、制作服务中心和全球
发行与营销中心，为中美电影业
之间的合作打造全方位服务平
台。一些有资金实力的中国影业
公司抓住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
感兴趣这一点，正积极在好莱坞
寻找合作伙伴。

在刚刚过去的北京国际电
影节上，好莱坞主流片商纷纷
表达了对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视
与信心，詹姆斯·卡梅隆关于中
国电影及其市场的一番溢美之
词，更是将青睐的橄榄枝伸得
更远、更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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