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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韩国片在戛纳成“亚洲标签”
市场与艺术兼具成看点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倪自放 实习生 刘梦圆

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入
围主竞赛单元、角逐金棕榈奖
的22部影片，只有三部亚洲作
品，其中韩国占据两部，分别是
韩国著名导演洪尚秀的《在异
国》，以及韩国情色片导演林常
树的情色片《金钱之味》。在非
主竞赛单元，韩国还有三部电
影入围，堪称亚洲电影在本届
电影节上的大户，成为戛纳认
可的“亚洲标签”。不仅如此，在
电影海外市场和本土市场，韩
国电影也表现不俗，市场能力
与艺术兼具，成为韩片最大看
点。

事实上，洪尚秀导演可以
称得上“戛纳的男人”，早在
1998年，洪导演拍摄的《江原
道的力量》便已经登上了戛纳
的银幕，算上今年入围的《在
异国》，洪尚秀已是第8次获得
戛纳的邀请函。2 0 1 0年入围

“另一种关注”单元的《夏夏
夏》捧得大奖归来，更让人对
今年洪导演的表现期待不已。

《在异国》请来了法国国宝级
女星伊莎贝尔·于佩尔加盟，
戛纳向来注重法国本土力量，
这也为该片今年在戛纳获奖
增加了砝码。洪导演的知名度
以及国际知名演员的加盟，让
该片在海外市场的表现非常
抢眼。

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的林常树导演新作《金
钱之味》，5月17日已经在韩国
国内上映，当日观众达12万人，
成为当天票房冠军，第二日观
众人数达到44万，在19岁以下
青少年不可观看的不利因素
下，能创下如此佳绩，让人不能

小看。因为在主竞赛单元的声
势和在国内的市场表现，该片
在戛纳的海外卖片也进展得非
常顺利。这是林常树继《下女》
之后两年内第二次入围戛纳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

《金钱之味》讲述了上流社
会白氏财阀一家因金钱和欲望
引发的各种无道德事件。里面
的角色都沦为金钱和欲望的奴
隶，由此也展露出导演对上层
社会腐朽生活的一贯态度，被
称为超越前作《下女》的艺术作
品。

《金钱之味》获得戛纳国际
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瑞默
的极力称赞：“《金钱之味》是今
年入围电影中场面调度最佳的
作品。林常树导演以传统的拍
摄手法，演绎出极为优秀的作
品。”

《金钱之味》在中国上映的
可能性不大，但中国观众一定
熟悉该片的女一号，65岁的韩
国老戏骨尹汝贞，成名于上世
纪70年代的她为中国观众所熟
悉是因电视剧《澡堂老板家的
男人们》，她在那部剧里扮演爱
念诗的二儿媳慧英，《媳妇的全
盛时代》中金智勋的妈妈，是尹
汝贞另一个为中国观众所熟知
的角色。出道很早的尹汝贞获
得过多个韩国电影大奖，作品
多次入围国际电影节。尹汝贞
也堪称“戛纳的女人”，2010年
由她主演的《下女》便曾入围戛
纳主竞赛单元引起好评。在情
色片《金钱之味》里，尹汝贞突
破形象演一位老欲女，将角逐
最佳女演员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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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于于中中国国片片在在戛戛纳纳的的表表现现，，华华谊谊兄兄弟弟总总裁裁王王中中磊磊说说：：““参参赛赛方方
面面不不用用说说了了，，没没有有华华语语片片进进入入主主竞竞赛赛单单元元。。从从市市场场表表现现看看，，这这几几年年
也也在在走走下下坡坡路路。。””

记者在戛纳电影节采访发现，传统的亚洲电影强国，

如中国、韩国、日本、印度、伊朗，在本届戛纳电影节上的表

现不尽相同，从参赛片和商业片两方面综合考虑，韩国电

影成为戛纳认可的“亚洲标签”：在参赛片提名方面表现优

异，国内、海外市场前景也非常乐观。

尹尹汝汝贞贞（（上上））主主演演
的的《《金金钱钱之之味味》》海海报报。。

米米拉拉··乔乔沃沃维维奇奇和和李李冰冰冰冰
为为《《生生化化危危机机55》》呐呐喊喊助助威威。。

华语片

与戛纳貌合神离
本报特派记者 倪自放

和印度电影市场化程度高、伊
朗电影高度艺术化、韩国电影市场
与艺术兼具相比，中国电影在戛纳
的表现有点尴尬：主竞赛单元没有
入围影片，市场表现在萎缩。

有分析说，本世纪以来，中国
导演集体奔向商业片，这必然导致
和注重艺术的国际电影节分道扬
镳，但问题是，华语片退出艺术，在
市场上走得也不那么好。众多刚刚
在中国电视剧里成名的演员，这几
天在戛纳的海滩上以电影明星身
份频频抛头露面，被认为是“揩油”
而不仅仅是“打酱油”，因为中国电
影在海外的市场表现一直处于非
主流，《止杀》《十二生肖》本届电影
节上有不少的订单，但还有数量不
少的华语片在戛纳遭受冷遇。华语
电影在戛纳表面上热闹，其实是路
人甲，戛纳与华语片早已貌合神
离。

提到戛纳，我们只能遥想当
年，遥想张艺谋、陈凯歌、姜文、李
安、王家卫、葛优、梁朝伟在戛纳的
口碑。娄烨和王小帅都曾经是戛纳
的座上宾，但世界电影对艺术的追
求不会停留在原有的水平线上，加
上这几年东欧、北欧、中东、南亚、
澳大利亚青年导演崛起都异常凶
猛，更勿论一路高歌猛进的北美独
立电影。但中国电影在电影美学和
艺术品质上十余年没有大的突破，
不进则退，主管选片的戛纳艺术指
导福茂也只能无可奈何任花凋落。

中国导演的好口碑被中国电
影的“唯市场论”给毁了。2010年王
小帅导演的《日照重庆》曾经入围
过戛纳竞赛单元，但回国后的遭遇
实在让人寒心，一部投资1800万、口
碑优秀的电影上映不到一周，最终
全国票房三四百万。各方的说法
是，一部文艺片，能放到这样就不
错了。娄烨在戛纳愤愤地说，排斥
文艺片，就是排斥电影的未来。电
影节评奖虽然不能马上在市场上
兑现，但也不仅仅是为了好玩，而
是为电影艺术找寻未来。华语片在
戛纳成路人甲，从某种程度上，昭
示着华语片对未来很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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