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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电影，结缘颇早
“我这辈子，可能就是这个命运。”说着一

口流利中文的马可·穆勒，昨天穿着他标志性
的中山装，这样定义自己与中国电影的缘分。
“老马”今年 67岁了，回忆起从前，他说：

“1975年我决定来中国读研究生。”1977年 6

?，马可·穆勒在学校的露天电影场看到了谢

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从此便真正爱上了

谢晋导演和中国电影。“谢晋是我的老师，《天
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和《芙蓉镇》，都是

我做的全球首映。”他说，那一时期他还看了
很多老电影，如《神女》《十字街头》《天涯歌

女》；也看了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创作的大
量电影，《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他

同样如数家珍。他说，这些电影或许算不上
“丰富多彩”，但却具有相当独特的审美价值。

马可·穆勒与中国青年导演的渊源，最早
可以追溯到 1981年。“你知道我第一部带去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中国影片是什么吗？”
他自问自答，“是凌子执导的《原野》（杨在葆、

刘晓庆主演），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参加国际
影展的影片。”后来凌子给马可推荐了北京电

影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已经开始拍一些
小作品了，我记得导演是田壮壮、编剧是陈凯

歌、摄影是张艺谋。”马可笑着说，“那天晚上，
我就变成了他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个老外。”

为华语影片，受过“委屈”

后来，在他担任威尼斯电影节选片人期

间，侯孝贤执导的《悲情城市》、张艺谋执导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与《秋菊打官司》成功入围

并最终获奖；再后

来，他担任威尼斯国
际电影节总监的 8

年中，华语电影《断
背山》《三峡好人》

《色戒》《桃
姐》与

《人山

人海》先

后夺魁。

荣誉累累，但马可·

穆勒记得的，倒都是“骂声”。第一

次被骂是 1989年，那年侯孝贤获得金

狮奖，意大利两张大报纸质疑说，侯孝贤获得

大奖，是不是因为某个人的关系，“其实那个
人不是我，是评委谢晋的力荐，使世界影坛最

终‘发现’了一个新的电影大师，但我还是被
意大利报纸‘骂’惨了。”第二次被骂是因为徐

克，“那时候，我把徐克的电影放在每晚 7时
半的黄金时间放映，一般电影节这个时间段

都放欧洲电影或者美国片，我就放华语片，就

被媒体‘骂了’。“
不过，他也有得意之作。“《三峡好人》获

得金狮奖，那届没有一位中国评审。”作为那
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主席，他看好这部电影，

“我想，最起码评委会里得有一个人能看懂这
部电影，就选了一个葡萄牙的制片人，他很先

锋，我知道他能理解贾樟柯（的好）。”

选择来上大，看好上海
“40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很多亚

洲导演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帮助他们对接

国际电影节，希望最起码在上大，可以开设一
门叫‘电影（节）策划’的课。”马可·穆勒自豪

地告诉记者说，“这是中国这么多电影学院和

大学从来没有过的。”其实接下上大特聘教授
的聘书，也不是没有犹豫过，“有另外两所中

国知名大学邀请我去教电影，但我考虑了一
段时间，都没有答应。但昨晚，一顿饭，不到两

个小时，我就决定，要来上海大学。”
虽然近些年新娶了上海太太，也会烧一

手地道的本邦菜，但马可·穆勒说，欣喜地应

下上大的邀约，是郑重而审慎的。一方面是因
为他的好朋友贾樟柯、田壮壮、陈凯歌都在这

里，“我相信他们，也一直了解这所大学对电
影、对艺术教育的虔诚态度”；另一方面是因

为这片电影的沃土，“上海是中国电影真正的
发源地，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发展，在这里，有

不断攀登和创新的想象空间。”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本报讯（记者 赵玥）昨今两晚，由江苏

大剧院出品的《朝天宫下》在上音歌剧院再现
护宝传奇，谱写了一曲中国知识分子为存续

文脉不屈抗争的壮丽诗篇。
《朝天宫下》由江苏省文联主席章剑华改

编自自己的纪实文学《故宫三部曲》，以“九一
八”烽烟骤起，北平岌岌可危为背景，紫禁城

风声鹤唳，13000余箱国宝级文物，从北平运

到南京，结果无处存放，又运抵上海。待南京
朝天宫下的仓库建成，文物又运回南京存放。

大幕拉开，一派紧张的气氛传递开来。
国家亡了，有复国之日。文物一毁，文化一

亡，就永无复兴之望。故宫人就是秉持这样的理
念，与日寇斗智斗勇，中华国宝得以保全。

主演郝光回忆起采风时的场景，朝天宫

的地下库房里保留着当年运输文物的木箱，
“那个结实，那种精致，放在里面的东西一定

是宝贝”。木箱犹如此珍视，更况且箱中的文
物呢？饰演原故宫文物所所长、青铜器专家祝

同礼的郝光，一下子找准了自己的人物感觉。
无论是宫里的文物，还是舞台上的道具

文物，都同样夺人眼球。此次为了展现这批稀

世珍宝，剧组请来江苏省演艺集团的资深昆
剧道具设计洪亮。洪亮特地到南京博物院查

阅资料、与文物专家一起研究，按比例还原当
时南迁的珍贵历史文物。

舞台上，观众能够看到仿版画作《富春山
居图》、慈禧用过的金嵌宝石碗、玉石红烧肉

和翡翠白菜等。为了模拟观众在台下观看的

视角，道具都比实际文物的尺寸略大一号，在
灯光的烘托下，几乎是如实还原。对于这些道

具的精细程度，导演蔡向亮自信满满：“我们
的道具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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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故宫文物南迁往事

百姓的故事
拍给百姓看

□ 孙佳音

马可·穆勒无疑是深爱中国和中国电影的。

他说，有时候看到主旋律大片里那些老百姓，就会想，

“或许，这就是我为什么 1975年，就决定要到中国来读研究
生。 ”但他也说，研究亚洲电影 40余年，他建议中国导演要

“用老百姓的故事来说服老百姓”。他甚至非常认真地拿《流
浪地球》在网飞的热播举例说，“能说服中国老百姓的电影，

也可以说服外国老百姓”。

专访时，信息和观点满满，让人觉得老马恨不能明天就
已经是 2021年，他好站上讲台，给上大的青年学生面授机

宜。 “我肯定还会开‘电影翻译’的课。 ”马可说，中国电影要
走向世界，一方面是要做好“大翻译”，他想要帮助中国电影

人更好地克服中西方文化差异， 让西方观众能更快也更准
确地了解中国电影的文化、 政治背景； 另一方面是要做好

“小翻译”，有很多华语片，特别是年轻导演的影片，没有受
到国际电影节的认可，是因为他们都是小成本的电影，翻译

太差了，根本词不达意。 老马带着几分狡黠和得意，又问了
我一个问题：“贾樟柯、刁亦男的电影比较受西方欢迎，你知

道都是谁翻译的吗？送去戛纳的字幕都是杜阿梅做的，你知
道她是谁吗？ ”

我哈哈地笑说， 我知道， 这个中文名字是谢晋取的。

“对，她是我前妻。 ”这个爱中国、更爱中国电影的老头抢答

说，他哈哈地笑了。

文体人物

话剧《朝天宫下》来沪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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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之前，意大利
老头马可·穆勒有很多

身份。比如，著名电影制片人、电
影史家、影评人，他曾是威尼斯、洛迦诺、鹿
特丹、佩萨罗等国际电影节的前任主席；比
如，他被誉为“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
人”，曾获国务院授予的“中意友好贡献
奖”。但昨天之后，他又有了两个全新的身
份：一个是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另一个是上

海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
明年 1月 1日，教授马可·穆勒就将正

式到岗，“每年我会花超过 8个月时间在上
海，在上大。”昨天下午，在上海温哥华电影
学院，他接过聘书时这样跟学生许诺。“我
会开设电影节策划、电影翻译、电影建
筑设计等课程，我想我还能为中
国电影做很多事。”接受
本报专访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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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起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