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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功夫”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功夫电影人谈功夫电影

据新华社 影星云集的第19届上
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功夫电影演员
成龙、洪金宝与李连杰的聚首，62 岁
的成龙，一人就携带 4 部新片踏上了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红毯。

当下，各种预测显示，中国电影市
场有些在2017年完成对美国的超越，
成长为全球最大票仓。中国的功夫影
片，是否能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推动
中国文化融入世界？

功夫电影酝酿新行情
在中国电影产业繁荣的背景下，

成龙比以往更忙碌了。上海国际电影
电视节从 2015 年开始设立了成龙电
影周。今年，成龙一口气给上海国际
电影电视节带来了 4 部功夫大片，今
年将上映的《绝地逃亡》《铁道飞虎》以
及正在拍摄的《功夫瑜伽》《普通人》。

无独有偶，李连杰与梁家辉携手
出演的影片《封神传奇》，也将于7月
登陆银幕。这部功夫影片融入了远古
神话和网络玄幻文学的要素，对中国
最具“魔性”的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新的
诠释。

造就电影业的繁荣需要三个要
素：钱、人、故事，资本、人才和故事的
汇聚，无疑正在推动中国功夫电影酝
酿新的一轮行情。64 岁的香港功夫
电影演员洪金宝也借助上海国际电影
电视节的平台宣布洪金宝电影工作室
落户上海并成立洪金宝电影基金，未
来将投资青年电影人的创意项目。

从“拳脚”到“资本”，更国际化
上个世纪70年代，孤身闯荡好莱坞

的李小龙以《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
过江》《龙争虎斗》等一系列影片开创中

国功夫电影门派，也在好莱坞深深烙下
了“中国电影”即“功夫”的印记。

然而，闯荡好莱坞数十年的中国
功夫电影却一直停留在秀“拳脚”的初
级阶段。即使是在好莱坞拍摄了多部
影片的成龙舍得豁出性命撞车跳楼玩
特技，也始终只是好莱坞电影的配角。

“随着中国电影的实力日益雄厚，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在各个环节上制
作、掌控、出品真正全球化意义上的中
国功夫电影。”与成龙多次合作的香港
导演唐季礼告诉记者，中国的功夫电
影即将经历新一轮变化，有望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如在全球取景拍
摄、全球发行宣传。

唐季礼正在拍摄由中印两国合作
的《功夫瑜伽》。在这部影片中，大部
分的拍摄取景都在印度和迪拜完成。
这部影片从采用的影视特技到投资规

模，都已经足以媲美好莱坞中等以上
投资的动作大片。“对于中国功夫影
片，这是一个很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有
点冒险的勇敢尝试。”

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资本的崛
起，使得中国功夫电影在全球范围内
配置“要素”成为可能。许多好莱坞大
咖如今愿意降低姿态成为中国功夫电
影中的配角。《普通人》由成龙、皮尔
斯·布鲁斯南、刘涛合作，布鲁斯南将
在影片中饰演反派。

练好中国文化的“好功夫”
中国功夫电影的新气象是否有助

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更
好地理解中国？在业内人士看来，中
国功夫影片的发展史忠实反映了中国
文化在世界视野中的形象。

事实上，好莱坞作为中国电影产

业的“教科书”，早已为中国功夫电影
如何更好地诠释中国文化贡献了一课
完美教程。梦工厂拍摄的《功夫熊猫》
以“功夫”“熊猫”两个中国文化元素符
号，创作出一个憨态可掬又非常励志
的“美国偶像”阿宝，风靡全球。

在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成龙
表示，中国功夫电影推动中国文化走
向世界的关键，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功夫是筋骨，故事是骨肉。人与人之
间的心是共通的，打动人的中国功夫
故事，就是世界的。”

唐季礼也表示，中国功夫电影要
做好中国文化的名片，就不能停留在

“打斗”“拳脚”之上，而是要深入中国
的历史脉络中、深入中国的古典文学
矿藏、深入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去发掘
中国功夫新的灵感与表现形式。

■孙丽萍 丁汀

6月14日，迪士尼经典音乐剧《狮子王》中文版在位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华特迪士尼大剧院举行全球首演。百老
汇音乐剧《狮子王》首演于1997年11月，中文版《狮子王》是其第9个语言版本，也是百老汇音乐剧在全球的第23个制作
版本。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据新华社 中国邮政6月16日发
行《上海迪士尼》特种邮票1套2枚，
图案内容分别为米奇和米妮、奇幻童
话城堡，全套邮票面值2.70元；另发
行小全张1枚，售价4元。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于 6 月 16 日
开幕。该套邮票由马立航设计，北京
邮票厂影写版工艺印制。一套两枚
邮票一枚选取迪士尼经典卡通形象
——米奇和米妮，另一枚选取乐园的

核心建筑——奇幻童话城堡；小全张
画面活泼，展现了更多迪士尼经典卡
通形象和上海城市元素，夜空中璀璨
的烟火更渲染出乐园欢乐的氛围。

■赵文君

《上海迪士尼》特种邮票发行

据新华社 6 月 13 日，中国国家
博物馆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管理委员会在京签约战略合作，

“文创中国”运营中心正式落户上海
自贸区，开启国博与上海自贸区的
深度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涵盖设计、
生产、运营、全球销售的全生态文化
创意、经济与传播平台。

国博副馆长李六三介绍，一方
面上海自贸区作为“文创中国”中国
大区运营中心，联手国家博物馆为
相关文博、文化机构提供全方位运
营保障与服务；另一方面将在国博
的授权下，双方进行线下文物文化

衍生品的设计、生产、推广合作。此
外，还将依托上海自贸区政策优势，
利用国际通道等相关服务展开境外
发展合作。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王辛
翎告诉记者，此次签约必将推动自
贸区文化艺术的大力发展，同时在
借助上海自贸区保税片区作为海关
特殊监管区在进出境环节的优势和
各项贸易便利化措施，以及多年来
成熟的通道服务经验的基础上，为
文创产品的国际交流提供仓储物
流、保税展示、金融外汇等服务。

■姜潇

“文创中国”运营中心落户上海

据新华社 6 月 14 日，来自中
国上海多所高校的文化志愿者走
进英国英格兰中部的诺丁汉大学，
介绍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和现代
文化。

本次“原创视觉·魅力上海‘水
墨京韵’”活动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上海市教委主办，他们组织了
来自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华东师范
大学、东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
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十多名文化志
愿者前往诺丁汉大学孔子学院进行
文化交流。

来自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文化
志愿者们向诺丁汉大学师生们展示
了该校创作的三维水墨动画片片
段，该片段把中国两大古老传统艺
术水墨画和京剧通过现代动画技术
融合在一起。上海财经大学的志愿

者为大家奉献了精彩的二胡独奏，
其他志愿者也奉上了书法、茶道和
古琴演奏等极具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当天，主办方还邀请了上海京
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葛香汝现场演唱
京剧《贵妃醉酒》片段。她还与现场
外国学生互动，这些“徒弟们”穿上
京剧戏服，认真地跟她学习京剧的
基本动作。

诺丁汉大学学生夏洛特·马丁
斯在参加交流活动后告诉记者，

“我经常听人说起京剧，但今天是
我第一次现场观看演出。尽管我
听不太懂，但激发了我学习汉语、
学习京剧的热情。我期待诺丁汉
大学能有更多这样的文化交流活
动，这对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
化有很大帮助。” ■夏晓

上海志愿者走进诺丁汉大学

据新华社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古
籍保护中心了解到，目前西藏已有
217 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内容涵盖佛教经典、天文历算、
藏医药典籍等。

资料显示，西藏古籍数量大而
分散，全国现存藏文古籍总数在百
万函以上，其中约有三分之二在西
藏。近年来，西藏陆续开展覆盖全
区的古籍普查登记、修复保护工作，
大量珍本、孤本面世。

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负责
人边巴次仁介绍，从2007年起，西藏
开始着手古籍普查、申报“国家名
录”等工作。新入选第五批“国家名
录”的古籍，时间跨度从 11 至 18 世

纪，史书《古格王统史》、《锡金胜迹
指南》等珍贵古籍异彩纷呈。

据介绍，《锡金胜迹指南》为 17
世纪手写本，著者不详，它是一部用
藏文手写的旅游指南，详细记载了
西藏到古锡金（今印度锡金邦）的路
线及沿途各类风景名胜、人文风情，
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此
类古籍在西藏尤为罕见，它填补了
西藏古籍发掘史上的一项空白。

近年来，西藏在普查登记、修复
保护古籍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古籍
普查数据的录入、上报和管理工作，
建立起西藏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

《贝叶经》等大批珍贵古籍在数字化
保护中重获新生。 ■许万虎

有217部古籍晋升“国家名录”
据新华社说书、莲花落、评弹、单

弦、弹词……20多位中国曲艺表演艺术
家6月13日晚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为
法国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视听感受，并
拉开第九届巴黎中国曲艺节序幕。

历时一个半小时的演出由相声
演员戴志诚主持，他生动诙谐地向法
国观众介绍了节目中所用的琵琶、三
弦、单弦等传统乐器。周倩、季静娟、
陆晓茸等曲艺名家和新秀登台献艺，
展现了陕北说书、绍兴莲花落等中国
不同地域的说唱艺术。

“中国曲艺丰富多彩，题材多样，
每年巴黎中国曲艺节呈现的曲目都
不一样，今年主要展示陕西、扬州和
绍兴等地的传统曲艺……有十来名
民间艺术家是第一次出国，甚至第一

次坐飞机，为大家带来的是最原汁原
味的表演，”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副主
任魏军说。

陕北说书《刮大风》的表演者熊
竹英告诉记者：“以前只在国内表演
过。这是第一次来法国，也是第一次
出国表演，真希望能把曲艺带到国
外，让法国观众也喜欢！”

精彩艺术从来不会因为语言障
碍而逊色。观众透过演员们的表情
和曲调，借助法语字幕，对说书《大脚
娘》和莲花落《萝卜裤》等诙谐的民间
故事心领神会、开怀大笑。而取材于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单弦

《宝玉探病》，以及讲述梁山伯与祝英
台爱情故事的莲花落《十八相送》等
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曲艺表演，

同样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法国观众帕特里克·勒福尔对记

者说：“今晚的表演不同于其他艺术
形式，讲述的故事贴近真实生活，有
独特魅力。曲艺艺术家能够继承、发
扬这种表演形式，非常伟大！”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曲华
江说：“曲艺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巴黎中国曲
艺节这个平台让外国观众了解曲艺，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更直接和深
刻的认识。”

第九届巴黎中国曲艺节由中国曲
艺家协会、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法国《欧
洲时报》与法国华商会共同举办，14日
还将举办一场面向华侨华人和在法中
国留学生的专场演出。 ■张曼

中国曲艺赢得法国观众喝彩 近年来西藏陆续开展古籍普查登记、修复保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