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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梅 紫

此次于北京开幕的“造梦现场电

影艺术展·大师季”正是“造梦现场”

系列展览的第二站。以影史大师与

经典作品为主题，“造梦现场电影艺

术展·大师季”将镁光灯重新投向一

部电影诞生的地方，通过一个个在电

影史上留名的大师，来回望世界电影

诞生 130周年的来时路，让观众可以

寻找不同时期电影“造梦”过程中的

吉光片羽。

展览的六大分区中，“帧间宇宙”

展区内有奥黛丽赫本、阿尔弗雷德·
希区柯克等国内外巨匠影人的手迹、

照片、书札、原稿、亲笔书信等众多难

得一见的珍贵收藏，“创作碎片”展区

则通过展示卢米埃尔兄弟短片集、

《24帧》《月球旅行记》等作品，拆解、

探寻电影创作的本质。第三至第五

展区聚焦多位全球顶级电影大师的

创作之路，展示詹姆斯·卡梅隆如何

从一位 8分钟实验短片拍摄者蜕变为

《阿凡达》等科幻史诗的导演；吉尔莫·
德尔·托罗如何构建出《水形物语》的

魔幻世界；日本动画大师本多敏行和

今敏一生对手绘动画的坚持。最后一

个展区，还回溯了近期的热门 IP“哪

吒”，从 1979年《哪吒闹海》中首个影

视化形象开始，展示哪吒作为中国人

精神 ICON的形象演变。

在展示电影幕后珍藏的基础上，

“造梦现场”北京站还设置了两大特

别单元。其中，与德国汉莎航空联合

呈现的“黑屋放映”单元，将为观众播

放七部德语佳片，其中包括经历过六

次修复、剪辑和重映的经典科幻影片

《大都会》，包揽了奥斯卡金像奖和戛

纳金棕榈奖的影片《铁皮鼓》，以及

《世界旦夕之间》（1973）、《柏林苍穹

下》（1987）等珍贵老片。此外，展览

期间，淘票票还将举办国内首个电影

播客节，创新性地在“造梦现场”展览

现场设置专属的声音空间，不定期邀

请电影播客主播、电影主创、行业观

察嘉宾，以深度的对话与更多观众一

起打破电影的第四幕墙。

适逢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这一全城电影嘉年华的启动，为了让

更多影迷观众获得丰富的延伸体验，

“造梦现场电影艺术展·大师季”还特

别面向影迷群体推出观展福利。北

影节观众可凭电影票根半价观展，此

外，过去一年曾在淘票票上购买过电

影票的淘麦VIP用户也可领取观展优

惠券。

大麦展览投制厂牌艺展鸿图主

理人余水涛表示：“‘造梦现场’是

大麦艺展鸿图与淘票票在影展联动

上的一次创新探索。我们希望能够

依托阿里影业和大麦在电影与演出

两大现实娱乐场景上的业务优势，

不断拓展电影艺术与展览艺术的呈

现形式和内容边界，持续为行业、为

观众提供更多元的精神滋养与惊喜

体验。”

开幕式现场，以“电影是“造境”

的艺术”为主题，著名电影美术指导

曹久平、金鸡奖最佳编剧阿美，以及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影像总设

计、北京电影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

杨庆生等嘉宾还带来了一场精彩的

论坛。

据悉，“造梦现场电影艺术展·大

师季”将从 4月 4日持续到 6月 3日。

继上海和北京站后，“造梦现场”IP后

续还将去往更多全国城市进行巡展，

并积极携手更多有影响力的电影节

展，不断发掘电影艺术的全新现场展

现形式。

（赵丽）

本报讯 4月 6日，由 SFC上影影

城和上海电影译制厂联合举办的《我

的世界大电影》普通话配音版映后见

面会在四家上影影城举行，平均上座

率达 90%。配音版由上译厂倾力打

造，主创团队配音演员刘风、张欣、吴

迪、张琦、何佳易、孟祥龙、赵蓉蓉、乔

治皓亲临现场，与观众共同解码“方块

世界的声音密码”。

“译制片的观众又回来了！”看到

接近满座的影厅，作为特别嘉宾的上

影配音艺术家乔榛激动得几近落泪，

他感叹：“即使是简单的几句台词，

但是配音演员们在做‘魂的再塑’的

创作。”

作为全球现象级游戏 IP的首部

动画电影，《我的世界大电影》由上译

厂老中青三代演员共同参与配音，厂

长刘风亲自操刀，担任译制导演兼主

要配音。影片以标志性的像素风格

为基底，将方块乐园的创造性与冒险

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中文配音团队

通过声线重塑角色灵魂，让方块世界

的奇幻叙事跨越语言壁垒。刘风在见

面会上感叹：“见面会带给我们的感

受，就像演员演出完一场话剧后谢幕

的感觉。那一瞬间，兴奋、自豪抑或受

到鞭策后打算加倍努力的复杂情绪涌

上心头。一生付出没有白费的幸福

感，今天我们配音演员感受到了这种

幸福感。”

85岁高龄的曹雷在《我的世界大

电影》中为邪恶的猪灵女巫马戈尔莎

配音，是配音班底中最年长的一辈，最

年轻的则是“00后”配音演员。在此次

配音工作中，曹雷、乔榛等老一辈配音

艺术家给年轻人带来指导，既保留了

原汁原味的传承，也用现代人喜欢的

方式呈现故事。

“曹雷老师、乔榛老师活跃在第一

线，前不久她还为《爱在记忆消逝前》

配音，也参与了四大名著、《苔丝》《呼

啸山庄》等众多有声剧。他们这代艺

术家视配音艺术为生命，只要进到录

音棚，就会激情焕发地投入创作状

态。”刘风认为，邀请老一辈艺术家参

与，以老带新，给年轻演员传承的典

范。“时代不一样了，从这部电影开始，

我们的配音风格相比从前会有很大改

变。市场、观众更希望听到生活化的

表达方式，我们正在努力转变。大家

已经找到了方向，希望能在短时间内

达到目标。”

在映后交流环节，刘风率团队揭

秘译制幕后。为了适配影片风格，主

创人员在《我的世界大电影》配音风格

上主打“接地气”。刘风花了大量精力

修改台本，让台词生活化和口语化。

“这部片子意译非常多。如果词还是

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再好的演员也

不行。”

让台词接地气的目的，也是为了

去掉传统“译制腔”。刘风认为，上一

代译制片的挑战是“让中国观众理解

外国人应该那么说话”，而这一代译制

片的挑战则是接地气、贴合演员声线，

让观众觉得可信。

放映现场，配音团队现场即兴演

绎主角的经典台词，彩蛋环节用“东北

话”还原“电影版原声”，引发观众阵阵

掌声。一些对配音感兴趣的孩子走上

舞台，学习专业配音技巧。不少外国

观众也来体验普通话配音的奇妙演

绎，上译厂的普通话配音版让不同背

景的观众毫无障碍地沉浸其中。

作为中国译制片的“声音摇篮”，

上海电影译制厂自 1957年成立以来，

累计译制了《追捕》《简·爱》《佐罗》等

数千部经典影片。其独特的“上译腔”

曾陪伴几代观众成长，将《魂断蓝桥》

的凄美、《虎口脱险》的诙谐、《加菲猫》

的慵懒等异域风情，转化为镌刻在国

人心目中的文化记忆。现任厂长刘风

带领团队持续创新，在《功夫熊猫》《X
战警》等作品中，以声线重塑角色灵

魂，让“声音表演”成为跨越文化的通

用语言。

此次上译厂与SFC上影影城的深

度联动，也是上影推动产业链协同的

一次重要实践。未来上影持续强化

“大 IP开发”战略，以内容创作为核心，

构建内容生产、技术应用与市场运营

协同发力的全产业链生态。

（姬政鹏）

“造梦现场电影艺术展·大师季”开幕

用声线重塑现象级 IP角色

“上译腔调”助力《我的世界大电影》

成片在 2023年的平遥影展

获得了不错的反响，观影过程中

的笑声和结束后的掌声为影片开

了个好头。然而，距离影片正式

上映，又过去了两年。

对于詹涵淇、覃牧秋而言，“等

待”上映的过程不算漫长，也不算

煎熬。他们展现出一种随缘的“佛

系”，当机会向他们抛来，他们便欣

然接受，既不会与他人对比、筛选，

也不会强迫自己进入纠结与权衡

的泥沼。至于电影票房，二人淡然

说：“我们没有概念。”

▶戏内：

一场由情绪编织的梦境

电影《东四十条》由一只走失

的鸽子开始，住在北京胡同的两

个年轻人东四（杨凯航 饰）、十条

（钱赓 饰），发现了一张重金悬赏

鸽子的告示，于是他们为了寻找

这只鸽子，开始了一年四季晃晃

悠悠的漫步和对谈。

这四季的拍摄，全是困难。

《东四十条》的制作成本低，

场景基本都在街道上，但环境有

些不受控，有的景，前一天还没有

问题，拍摄当天就被铁丝网拦起

来了。于是，他们索性选择了4:3
的画幅，既规避了杂乱背景，同时

也强化了对白戏份的荒诞感。

这类“不那么困难的困难”，

很少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是体

验派的创作者，“能拍就拍，拍不

完也无所谓”，用覃牧秋的话说：

“我们主打一个不较劲，这些东西

（电影）你越爱它，就越容易跟它

较劲，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也是

在这种轻松的绿色创作氛围中，

主创们用玩儿的心态攻克了一个

个关卡，从全片自然光到荷叶保

鲜小技巧，从共享单车胡同转场

到辗转腾挪长椅等道具。

越抽象，越快乐。

片中饰演东四的杨凯航，在

某次拍摄中，突然停了下来，原因

是和女朋友吵架了，心情低落。

詹涵淇和他沟通了一会儿，他说，

“能继续拍，但是我可能笑不出来

了。”詹涵淇回应道：“那就不用

笑，该怎么演就怎么演。”

拍摄《东四十条》，詹涵淇和

覃牧秋更注重自然情绪的流动，

他们“克制”表达，十分的东西，只

表达两分，减少价值观输出和人

物冲突。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

影片，无比温和，氤氲中荡漾着诙

谐，懒散中保藏着治愈。

情绪大于故事，并不意味着

情节的乏味。有一次，两位主角

对戏。那天，演员钱赓和覃牧秋

穿的裤子一模一样，坐在一起，钱

赓把两人的扣子扣在了一起，这

个细节在成片中被保留了下来，

拍摄时，覃牧秋的裤子穿在了杨

凯航腿上。

类似的细节电影中有很多，

覃牧秋说，那是他们在生活中触

碰过的碎片与感知。

路演时，有观众问詹涵淇和

覃牧秋，《东四十条》是否在表达

“北漂”是一场梦？他记得，电影

开头主角说“我昨晚做了个梦”，

另一主角问“那你在梦里用不用

手机”，这让他印象深刻。于是他

留意主角使用手机的频率，最终

觉得影片有点超现实，可能一切

都在梦中。

詹涵淇和覃牧秋在前期创作

时并未察觉这一问题。直到某次

路过东四十条，才惊觉唯有东四

十条胡同已不复存在，被扩建成

了马路。《东四十条》宛如一场梦，

而他们或许也是后知后觉。

去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

《东四十条》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做

了一场放映，放映结束后，詹涵

淇、覃牧秋和电影主创们又回到

了几公里外鼓楼的某个酒馆，很

像海报上那句“冲向世界，回到鼓

楼”的具象表达。“不切实际”的造

梦者或将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但

鼓楼总是他们丈量世界的原点。

▶戏外：

“鼓楼人都很不切实际”

尽管观众常将《东四十条》与

《濑户内海》类比，但詹涵淇和覃

牧秋说，《东四十条》真正对标的

是考里斯马基的《波西米亚生

活》，同样的四季轮转、同样的困

顿与诗意。不同的是，《东四十

条》散发着属于北京胡同的气息。

詹涵淇和覃牧秋在鼓楼居住

多年，熟悉那里的一切。戏外的

《东四十条》很像一场即兴的生活

实验，当被问及如何理解“鼓楼人

都很不切实际”时，詹涵淇回应

道：“我觉得鼓楼好，因为它能提

供不切实际的想法、有可能去进

行实践的一个空间，并且所有的

人对此事是包容和支持的。”她是

在搬到鼓楼之后，才发现周围很

多人在做着不切实际的事情。但

她很快意识到，一件事是否现实，

关键在于它能否实现。

覃牧秋补充道：“一个人自己

在屋里不切实际，那是真的不切

实际，但一堆人不切实际，你会发

现，他们好像最终总能找到操作

的办法。”

那些近年来在人文社科领域

广为流传的劝告，比如“要爱具体

的事物”“要重建附近的关系”，在

他们身上得到了清晰地体现。当

被问及是否有预设目标观众时，

二人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没有

想过，最开始就拍给自己和朋友

看，谁能看得懂，谁就是我们的朋

友。”

无目的的创作，反而让他们

的影片成为一面镜子。在二人的

回答里，很少有什么东西是确定

的，唯一确定的是：要表达。

谈及“电影人”的身份与未

来，二人坦言，并没有太多想法，

他们当下的规划或许与电影并

无太多关联，但会持续“表达”。

詹涵淇补充道：“表达是生命存

在的意义，也许通过一首诗、一

部电影、一个装置艺术，表达在

我们人生中不会停止。只不过

载体会不断变化，我们从来没有

觉得自己是电影人。”覃牧秋的

想法则更加简单，“不要老干差

不多的事儿就行”。

专访《东四十条》导演詹涵淇、覃牧秋：

一场关于“不切实际”的胡同实验

在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节收获两项大奖

后，时隔两年，电影《东四十条》带着松弛的气

息登陆全国艺联专线，走进大众视野。

平遥国际影展是《东四十条》唯一投递的

电影节展。投稿截止前夜，剧组刚刚结束一

场拍摄，导演覃牧秋、詹涵淇接到朋友电话，

被告知“有个电影节明天截止”，彼时，他们连

“WIP（制作中的电影）单元”是什么都没搞清，

仓促中报了名。片子拍完，大家都“阳”了，平

遥影展的入选通知到了。

本报讯 近日，由大麦艺展鸿图、淘票票联合出品，PIN Studio独家策划和主

办，德国汉莎航空特邀合作，798文化科技联合主办的“造梦现场电影艺术展·大师

季”在北京798艺术区正式开幕。

“造梦现场”是国内首个以电影幕后艺术为核心的展览品牌，也是目前国内最

大的电影艺术群展。2024年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造梦现场”首站作

为官方日程展览亮相，不仅获得了很多影迷观众的喜爱，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的

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同时也收获了业内众多电影导演和演员的高度认可。

《东四十条》导演詹涵淇、覃牧秋

乔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