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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柏林电影节公布主竞赛单
元入围作品名单，由中国导演王小帅
执导的影片《地久天长》位列其中。

《地久天长》由王景春、咏梅领
衔主演。在影片讲述的故事中，两个
家庭因为一次意外而生嫌隙，其中一
家甚至由北方远迁南方。相隔 30 年
后，两个家庭再度聚首，每个人都历
经沧桑，秘密也终因年轻一代的豁达
而揭开……王小帅阐述自己创作初衷
时表示：“生命只有一次，而告别竟
如此漫长。” 据新华网

中国影片《地久天长》
入围柏林电影节

日前，央视版《西游记》中猪八
戒的扮演者马德华首部自传《悟能》
出版发行，书中既有马德华 73 年人
生路上的风风雨雨，也记录了他对艺
术的追求。1月13日下午，马德华在
京举办《悟能》首发式，六小龄童、
迟重瑞、汪粤、刘大刚等“西游”师
徒都前来为“八戒”捧场。

《悟能》 讲述马德华的成长经
历、从艺道路及拍摄《西游记》过程
中的酸甜苦辣，也包含了他的艺术理
念、家庭故事、业余生活等方面。书中
还展示了马德华多才多艺的一面，他
通日语，擅芭蕾，精书法，唱戏更是老
本行，这和留在人们心目中的“猪八
戒”形象可是大相径庭。 据中新网

“西游”师徒重聚
为《悟能》捧场

《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第二季
（简称《最强大脑2》）将于2月15日回
归，近日，节目组公布了百强选手阵
容。本季《最强大脑》主打“青春智上”
的概念，从12万报名者中选出了100
位优智脑力偶像展开比拼。

日前，《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
脑》第二季官方公布了100位在初选
中脱颖而出的选手，除了高智商，他
们技能全面，涉猎的领域令人意想不
到。看惯了“最强大脑”们的各种数
学奖、记忆大赛奖，本季选手的荣誉
榜惊现了各种出人意料的奖项，这些
选手在脑力方面必有过人之处，他们
在节目中将会有怎样的表现成为本季
的一大看点。 据中新网

《最强大脑2》
公布百强阵容

翻拍片
《来电狂响》成功变黑马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上映的 《来电狂
响》由张一白执导，佟大为、霍思燕等
主演，讲述七位好友聚餐时公开手机信
息、暴露各自秘密的故事。该片可谓是
年末贺岁档的一匹黑马，在 《海王》

《大黄蜂》 等进口片的强势夹击之中脱
颖而出，口碑和票房逐步提升，目前已
经超过5亿票房，甚至在一月新片众多
涌入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市场前三的占
有率。而《“大”人物》则于1月10日
上映，这部犯罪动作电影集合了王千
源、包贝尔、王迅、梅婷等，目前票房
已经破亿。

《来电狂响》 和 《“大”人物》 的
共同特点就是翻拍片。翻拍电影的好处
不言而喻，首先，能够“被翻拍”的都
是经典影片或口碑影片，因为这样的影
片有品质保底的作用，剧本架构完整，
只要改编没有大的失误就不会太差。比
如《来电狂响》改编自2016年的意大利
电影 《完美陌生人》，凭借其视角独特
和品质的优秀，当年在意大利就票房大
卖。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完美陌生
人》便有了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希
腊和韩国等翻拍版本，可见这部电影是
一 个 能 够 引 发 话 题 共 鸣 的 作 品 。
《“大”人物》则翻拍自韩国电影《老
手》，该片2015年在韩国上映时，以超
过 1300 万观影人次的成绩，成为 2015
年年度冠军。

第二，影片对于市场占有率会有天
然优势，成熟IP会更加受人关注，与原
创相比要省宣传成本。比如，2017 年，
吴宇森导演翻拍的《追捕》就是靠情怀
和高仓健的名气吸引了相当一批观众进
了影院。

双刃剑
翻拍片掌握火候很重要

不过，纵然有如此大的优势，为何
中国的翻拍片一度惨不忍睹呢？最大的
难度就在于不知道如何将原版的价值核
心落实到中国的土壤上，让翻拍之作既
能保住原作的 DNA，又能长成符合中
国人审美、让中国人愿意融入的新片。

所以，翻拍作品是一个双刃剑，火
候不够纯熟，一下就能让观众的火眼金
睛感觉到。比如最近几年最失败的案例
应该是《麻烦家族》了，该片过于贴合
原著，被吐槽为不是翻拍，而是“翻
译”。影片完全不考虑中国文化，直接
对原版电影实行“拿来主义”——情节
内容90%都是照搬，只是把其中的小细

节进行了改变，把发短信换成打电话，
把日本饭馆换成爆肚店，把日本鳗鱼换
成北京烤鸭而已。而同样失败的还有
2015 年的 《新娘大作战》，该片翻拍自
美版，“中版”完全从原片照搬故事情
节，甚至连原版的缺点也照单全收。

如果说过于贴近原版，有懒惰、抄
袭之嫌，那么，是否距离远一点就好
呢？也不尽然，比如，吴宇森导演致敬
高仓健的《追捕》最终反响平庸，因为
它除了名字还剩杜丘和真由美之外，其
余的几乎已经完全不同，故事走向也完
全失控，不像是在致敬高仓健，倒是像
致敬吴宇森自己的 《英雄本色》，致敬
他的光辉岁月。

殊不知，吴宇森版《追捕》和高仓
健版《追捕》相距40年，拍摄、上映时
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吴宇森
已不再是当年拍摄《英雄本色》时的吴
宇森，观众也有了更多的观影经验。一
切都在变，如果还以为仅仅靠 《追捕》
的经典声名就能够带来轰动效应，无异
于刻舟求剑。

由此可见，翻拍要克服文化隔阂的
困难，通过对于原版神韵的把握，来传
承精髓，又要有超越原作的新意，练就
这种换形不换神的功力是非常难的。之
前的很多翻拍作品，要么能力有限，拿
捏不住原版的精髓，搞不清“致敬”还
是“颠覆”，让翻拍作品味同嚼蜡；要
么就是只靠投机来驱动，缺少敬畏经典
之心，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再拍部经典
的想法，而是直奔赚钱二字而去，在改
编中敷衍了事。

本土化
新电影人深耕此类细节

不过，多年来翻拍失败的教训并非
没有意义，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不断地学
习和探索之中，当翻拍不灵的路都被走
遍之后，新的电影人开始往本土化方向
深耕。

此次中国版的《来电狂响》便因接
中国地气而著称，既保留了《完美陌生
人》最原始的立意和结构框架，又加入
了大量本土化的细节。可以说，《来电
狂响》描摹出的完全是一幅中国当代的
浮世绘，比如，手机对于人们的捆绑、
婆媳关系的复杂、网红和快递小哥的冷
暖、职场性侵的丑恶，这些都是当下中
国社会热议的话题。编剧们巧妙地用多
条线索的散射，来淡化原版的戏剧倾
向，通过人文关怀让中国版本具有了动
人之情。

主演马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
觉得中国版更好看，这并不是自夸，正
是因为原版基础太好了，主创们在这个

故事上才能有更多的启迪，不自觉地在
创作中完成了超越，让原版精髓完全融
入在中国版中。

《“大”人物》在本土化方面也处
理得非常成功，导演五百表示，在创作
时几乎忘记了原版，只是保留了原版的
那种紧张、酣畅和幽默的气息，与原版契
合的点就是一个很“轴”的警察顽固地与
恶势力进行死磕。此后，影片讲述的就
是中国故事了，里面的生活元素全是中
国的，比如学区房的焦虑、富二代的跋
扈，而王千源、王砚辉、杜源三个在办公
室“比谁伤多”的那段也是让中国观众最
容易接受的笑点。而王千源演技的鲜明
风格也让人们觉得这位本土警察很真，
很有代入感，以至于看到最后，观众们
完全忘记了中版和韩版谁更优秀。

2018 年暑期档的爆款开心麻花的
《西虹市首富》 也一样是一部翻拍的电
影，翻拍自1985年的电影《布鲁斯特的
百万横财》。这是一部冷门电影，但是
它的妙处就在于一个设定上：天降横
财，但必须短期内花完，这种典型的

“白日梦电影”，对于当下的中国观众来
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果然在2018年的
暑期档票房突破了25亿。

该片导演兼编剧闫非和彭大魔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剧本阶段所有的精力都
用在了如何让影片与观众更有共鸣上。
本土化情节和现实的交织、错位，再配
合上沈腾的东北幽默，立刻就出了笑
料。不过，虽然该片的票房不俗，但也
被部分观众认为是低俗的尬聊和尬笑，
以至于影片的口碑呈现了两极分化。由
此可以看出，翻拍本土化路程的艰险，
稍有不慎就会功败垂成。

存隐痛
有时被版权方要求所限制

其实，翻拍对于中国影人来说还有
“隐痛”，也就是来自于版权方的一些限
制，这其中以日本最为严格。比如，

《嫌疑人 X 的献身》 的中国版与原版相
比精彩度差了很多，其编剧之一黄海就
透露，日本出版管理很严，他们对于很
多权利的下放是很谨慎的：“据我所
知，我们在改《嫌疑人X的献身》的时
候，每一个字、每一个关键情节、每一
句台词的修改，都是要经过东野圭吾先
生本人起码是书面签字确认。”

东野圭吾对中国版改编提出不少要
求，比如日韩版用过的情节不能再用，
中方主创不能进行颠覆性改动等。这让
中国电影人始料不及，认为日本版权方
太重视自己的“IP”，把控力度超乎想
象，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本土化效果。

晚综

做好本土化 翻拍不翻车
《来电狂响》《“大”人物》上映后口碑不俗

提起中国对于外国电影
的翻拍，观众们在搜寻记忆
时，往往愁眉不展，因为失
败的案例太多了。不过，正
在上映的翻拍片 《来电狂
响》和《“大”人物》，却都
取得了不错的口碑。由此也
可以看到中国电影人的进
步，已经使得外国的好片在
移植本土后有了更鲜活的生
命，不再因水土不服而含恨
夭折。

《《来电狂响来电狂响》》改编自意大利电影改编自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完美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