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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多部

中国电影史经典之作“焕新”重现，其中沪

语新配版《乌鸦与麻雀》以电影语言展现了

上海城市血脉中的文化底色。诞生于

1949年，影片以其独特的海派风情和深刻

的时代内涵，为一代又一代观众所喜爱。

“声音是情绪的刻刀，灵魂的笔触。”近

日，作为《乌鸦与麻雀》配音版主创团队，上

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演员张芝华、脱口秀

演员于夫等做客金爵会客厅，就配音制作

过程进行交流分享。这部影片将以全新的

沪语配音版本登陆大银幕，也让经典穿越

时空，在上影节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沪语新配版再现历史老时
光，擦亮城市的鲜红底色

《乌鸦与麻雀》以解放前夕的上海为背

景，通过描绘一群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

活状态，真实生动地反映当时社会的种种

矛盾，复刻了解放前夕国统区的混乱、黑

暗，以及光明即将到来的社会面貌。今年

恰逢上海解放75周年，经典作品的重新表

达，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也是对时代

精神的现代诠释。沪语配音版《乌鸦与麻

雀》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让观众重新审视那

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小人物，体会他们的

生活、梦想和挣扎。

影片中75年前的沪语的一些词汇、发

声方式已经让不少主创们感受到“陌生”，

因而更加让他们感受到传承与发扬沪语的

责任感。石川提到，制作沪语配音版的其

中一个目的是想向中小学生推广上海的方

言。老演员张芝华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也曾在银幕荧屏上多次诠释上海人的角

色。她在配音中感受到，几十年来上海方

言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倾听角色人物

的对话，仿佛是在重温父母一辈过去的时

光：“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我妈妈那个年代说

出来的上海话。”正是这样的互动，让她感

受到了一种想要振兴上海方言的力量。

掏空自己，与角色人物共呼吸

《乌鸦与麻雀》沪语配音版由主创团队

精心打磨，力求做到贴近原著，真实自然。

石川提到沪语配音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尊重

原著和演员：“表演的情绪要向演员靠拢，

节奏情绪上的呼吸要跟演员的呼吸对上。”

配音过程中，导演组悉心引导，配音演员反

复练习，以求还原地道的沪语腔调，同时也

保留原作的精神内核。

诠释一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作品，演

员在配音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沪语作为

一种独特的方言，对非上海籍的演员具有一定难度。演

员于夫从小说的是北京话，他坦言在配音过程中直观地

感受到了两种语言体系的差异。为此，他在剧组其他老

师的指导下花费大量时间练习沪语的发音和语调，只为

更好地理解和诠释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印象最深的是一场嚎啕大哭的戏，在一遍又一遍的

试戏后进入了那种失去一切后心怦怦跳的情绪，与老前

辈演的角色的呼吸对上了。”张芝华虽然是上海人，但也

面临新的挑战：影片角色性格各异，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

性格特点和情感状态，如何将老前辈的演绎原汁原味地

还原？她提到，为了尊重原著表达，剧组花了五个月的时

间排练、磨合，她手上拿到182段配词，其中不乏语言节

奏非常快、情感表达非常激烈的。为此她提前录下影片，

对照相应的配词反复观看，只为将自己的声线与剧中演

员的完美贴合。

据悉，《乌鸦与麻雀》沪语配音版将在本届上影节首

映，该片还将在下半年上海的相应影展中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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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人的作品，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对

当下的表达，对时代的呈现。”知名导演陆

川表示。昨天上午，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 ·电影项目创投在上海展览中心拉

开帷幕。怀揣着梦想的青年电影人，期冀

借这片舞台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关注。

三位年度推荐人陆川、梁琳、姚晨分别从导

演、制作人、演员的身份出发，作出专业和

诚实的判断。本届电影项目创投主题丰

富、题材多元。孵化其中的优质之作，并挖

掘有才华的华语电影新人，正是电影项目

创投举办16届以来始终坚持的初衷。

以昨天率先登场的“青年导演项目”中

的作品为例，既有关注社会热点的都市电

影《要是有时间，记得来看看我》《幸孕日》、

想象力充沛的科幻长片《记忆共振》，亦有

带着强烈地域色彩的《鸭子丘》《三岔口》

等。导演邢立鹏、制片人刘磊带来《要是有

时间，记得来看看我》，这部聚焦独居老人

的故事获得了三位推荐人“相当成熟”的一

致评价。虽然讲述的是死亡与告别，《要是

有时间，记得来看看我》独辟蹊径，选取了

“公路喜剧”这一形式，以豁达的态度解答

人生课题。但在精巧的剧本结构之中，陆

川提出，其中的“零件”仍有可打磨之处，主

人公的精神世界值得进一步探索。

不为喜剧而喜剧，不为类型而类型。

在昨天的交流中，陆川多次提醒后辈导演，

在个人初期的头两部作品里，应当尽可能

地打开视野，忠于创作，不以市场为唯一导

航，“把作品放到电影史的角度，来考虑它

是不是一部好作品”。对于陆川来说，走进

《红雀》的故事是一次快乐的体验。川渝地

区的方言和鲜明的人物个性，让作品自带

清新之风，但作为“写了一堆剧本的过来

人”，他也发现了青年编剧的“失重感”，“抖

包袱不能包袱没底，里面的功夫不小”。

创投训练营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阶梯型

新人孵化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于2017年

设立，2019年全面升级，将关注重点从项

目落到新人个体，针对性地帮助电影新人

进入行业，为其完成自己的第一、第二部长

片作品提供支持。昨天，上届创投训练营

第二阶段的两个“最佳训练营项目”《幸孕

日》和《鸭子丘》的主创也来到现场。《幸孕

日》的故事设定在医院，以一位想成为妈妈

的女孩和一位失去女儿的医生之间的冲

突，意图与观众讨论生育观。在陆川看来，

《幸孕日》选择了几乎“完美”的电影主题和

发生空间，他提示创作者不妨从纪录片中

提取能量，从而夯实人物，因为“丰富犀利

的生活常常会击败创作”。家乡、土地和民

俗，是《鸭子丘》的创作关键词。这部充满

诗意与灵性的作者电影令姚晨相当惊喜，

“这是本次创投中少有的、对人物内心进行

真正刻画的剧本”。

“等你们的故事做好了，女主角可以考

虑一下我。”听完《记忆共振》剧组的陈述，

姚晨向主创毛遂自荐。该作以“记忆改变技

术”为引，开启一段围绕科学家夫妇的悬疑旅

程。陆川将制作科幻片称为“险途”，他建议，

这部由国外编剧执笔的作品如果想要在国内

“落地”，便要在剧情上真正地与观众、与中国

社会实现对接。中小体量的科幻片在国内并

不多见，《记忆共振》目前2000万元的预算令梁

琳有些惊讶。“如果我们做成的话，那便是在切

一块全新的蛋糕。”制作人李潇远兴奋地表示。

上海国际电影节 · 电影项目创投从2007

年起，迄今见证了98个项目进入制作，其中有

72部影片参与国内外各大电影节展，53部进

入A类国际电影节参赛、参展，68部实现院线

上映。电影项目创投致力于沟通产业资源，扶

持华语新锐影人，促进中外合作，已逐渐构成

了创作中项目、国际合作项目、青年导演项

目、制作中项目四个子单元，针对项目的不同

阶段，提供孵化、融资和推介等对接服务。6

月19日，电影项目创投四个官方荣誉将正式

揭晓。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电影项目创投昨启动

导演陆川：鼓励新人作品直面当下
■本报记者 王筱丽

1924年的德国电影《蜡人馆》出现在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午夜惊奇”单元，

确实是惊奇的。

保罗 ·莱尼执导的《蜡人馆》晚于《卡里

加里博士的小屋》四年，通常认为他受后者

启发，事实上，《蜡人馆》的拍摄启动于

1920年，和《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几乎同

时，但《蜡人馆》先后遭遇剧本著作权官司

和拍摄资金断链，到1923年才正式开拍。

从1920年到影片上映时的1924年，“蜡像

馆”作为大众娱乐场所在德国流行，这部影

片的出现，开创一种新的电影类型“蜡像馆

恐怖片”，泛指雕像变成活人的灵异奇幻题

材，后来诸如“博物馆奇妙夜”这类的全家

欢冒险类电影，可以看作是“蜡像馆恐怖

片”的变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电影业，

受困于经济萧条，电影拍摄为了节省预算，

多在摄影棚里使用类似舞台布景的景片，

布景绘制风格受到同时期表现主义绘画的

影响，以简洁线条和大面积色块把立体空

间处理成平面装饰画的效果，镜头下，强烈

明暗对比的摄影棚灯光，搭配夸张变形的

背景图，渲染着发癫发狂的社会情境中，人

物不稳定的、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从

1910年代底到1920年代初的短暂几年里，

涌现的一批类似美学风格的德国电影被定

义为“表现主义电影”。保罗 ·莱尼不喜欢

这个标签，他是德国戏剧大师马克斯 ·莱因

哈特的学生，从布景师转行成导演，他认为

任何电影都不该被限定在一种“风格”的框

架内，他借用作曲家瓦格纳对歌剧的定义

来想象电影，即，这是一门综合的、包罗万

象的、整体的艺术。即便如此，包括电影史

家洛特 ·艾斯纳、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 ·

克拉考尔在内的知名德国学者，仍在各种

著述中界定保罗 ·莱尼导演的《蜡人馆》“是

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最后的辉煌”。

《蜡人馆》被学界公认是1920年代前

半叶艺术成就最高的德国电影之一，但它

的讨论度远远低于同时期的《卡里加里博

士的小屋》《诺斯费拉图》《泥人哥连》，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过早成为“残片”。《蜡人

馆》在公映后不久，它的底片毁于火灾，电

影最后部分25分钟的胶片被烧毁，举世无

存，所以目前能看到的这部电影结构是失

衡的，它的第三部分只保留修复了5分钟

左右。

《蜡人馆》由三段短故事组成了长片容

量的集锦电影，这在早期电影里是常见形

式，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和弗里兹 ·朗的

《三生石》这些旷世名作都是同样结构。《蜡

人馆》的独特在于，它的三段故事之间的次

序和逻辑并不是固定的，它更像本活页的

故事会。

现在观众能看到的《蜡人馆》由“偷情

的哈里发”“沙皇的新娘”和“开膛手杰克”

三个部分组成。影片的框架是一个穷困的

年轻作家受聘于游乐场新开张的蜡人馆，

以蜡像们为主角，杜撰一些招徕游客的奇

谭故事。“偷情的哈里发”是诙谐的喜剧，肥

胖的哈里发拈花惹草，趁着巴格达的夜色

乔装成平民去猎艳，贫穷面包师的美貌妻

子嫌贫爱富，面包师受了妻子刺激，铤而走

险去偷哈里发的戒指，他误以为自己失手

砍死沉睡中的哈里发，惊慌落魄地逃回家

中，殊不知真正的哈里发与他妻子整晚调

情，为了躲避返家的他而藏身在面包炉。

这是一段热闹的风俗剧，人人心怀鬼胎，

也恰是在道德混沌暧昧的地带，人性的喜

剧格外精彩。之后“沙皇的新娘”叙事基

调立刻从明媚的喜闹剧转向阴郁的正剧，

它复刻了俄罗斯同名诗剧和科萨科夫同名

歌剧的部分内容，伊凡雷帝的威权毁灭了

相爱的年轻人，尽管皇帝最后疯了死了，但

无辜的人们也没得善终。仅残留了五分钟

的“开膛手杰克”虽然短暂，却仿佛从前

一段暗夜沉沉的悲剧跌落到更为晦暗叵测

的梦魇，一对恋人奔逃在伦敦的夜色中，

最终没能逃过开膛手杰克的猎杀。这段很

短的残片被视为电影史上罕见的异彩斑斓

的段落，尽管它是黑白的，导演以当时有

限的特效技术，再造了多个情境叠化、不

受理性约束的、随潜意识流动变形的梦的

世界。

这个顺序的三个故事形成了“喜剧—

悲剧—噩梦苏醒”的情理逻辑线程，诱使观

众经历不断深入的沉浸式体验，情感的螺

丝被越拧越紧，在理智的弦行将绷断时候

如释重负。但这个顺序不是导演最初构想

的。片中男主角初入蜡像馆，看到四个蜡

人，除了哈里发、伊凡雷帝和开膛手杰克，

还有18世纪哥特文学中大名鼎鼎的“科西

嘉侠盗罗纳尔多 ·罗纳尔迪”，以他为主角

的小说《强盗上尉》一度在欧洲家喻户晓，是当

时的超级畅销书，作者克里斯蒂安 ·奥古斯都 ·

沃尔皮乌斯现在少有人知晓，其实他的另一个

身份是歌德的大舅哥。保罗 · 莱尼定稿的剧

本里，四段故事里主角身份的正邪属性是滑

动的——面对伊凡雷帝的皇权，男主角是无

辜的、纯良的完美受害者，在这个故事里，善

恶二元对立是清晰的；夜伦敦的噩梦里，男主

角被开膛手杰克刺杀，但他醒来时发现梦里

的匕首是他自己手里的笔，他和杰克实则如

一枚硬币的两面；和哈里发斗智斗勇时，哈里

发不是刻板的反派，善妒又懦弱的男主角也

实在谈不上正派；没有拍出来的“科西嘉绿

林”是最有挑战性的，男主角在自己的故事

里，不是和活过来的“蜡人”对立的一方，他就

是世俗眼中无法无天的强盗，他把自己代入

了恶徒，自我塑造成反英雄。可惜影片拍摄

超支，没钱拍最后一段，导演把拍完的前三段

制作完成。首映的顺序是“沙皇的新娘”“开

膛手杰克”和“偷情的哈里发”，当年的观众对

悲剧向喜剧的扭转感到错愕，首轮票房不佳，

于是导演调整三个故事的顺序，成了我们今

天看到的样子。

在电影的技术和特效都显得过度发达的

当下，《蜡人馆》这部看起来并不恐怖的早期恐

怖片，仍能接二连三地给观众制造着“拍案惊

奇”，斑斓的布景是惊奇的，绚烂奇诡的“脑内

小剧场”是惊奇的，以及最惊奇的是这些蜡做

的偶像鲜活地撕开了历史的平行宇宙，一切缘

于作者手握的笔——早在1924年，就产生了

这样一部电影，用超现实的奇幻风格拆解着电

影幻术的秘密。

    年代前半叶艺术成就最高的德国电影之一亮相“午夜惊奇”单元

《蜡人馆》里一场梦的戏剧
■本报记者 柳青

■本报记者 卫中

片场 · 视线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

一路”电影周启动仪式日前在上海国际

旅游度假区申迪文化中心举行。电影周

将举办影片展映、圆桌论坛、“光影带路”

工作坊等活动，深度和广度兼备。2024

年“一带一路”电影周的18部展映片中，

来自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的4

部影片，以各自独特的电影美学和叙事

风格，将属于拉美土地上的动人故事带

到中国观众眼前。与此呼应的是，今年

新增的“拉美风情”嘉年华将在上海国际

旅游度假区内的比斯特购物村举办，是

浦东新区“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的又一

生动案例。 （电影节供图）

“一带一路”电影周呈现“拉美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