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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娱

本报记者 孙雯

本报讯 从《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

吧！爸爸》《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

跑线》，到眼下正在影院热映的《巴霍巴利王

2：终结》（以下简称《巴霍巴利王 2》）⋯⋯近

年，口碑票房双丰收的印度电影在中国火了。

《巴霍巴利王 2》上映 10 天票房过 7000

万元，创下南印度电影在中国的新纪录。

印度电影为何能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

印度电影工业近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近

日，钱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

去年 5 月，《摔跤吧！爸爸》在中国斩获

12.99 亿元票房，位列当年票房排行榜第七。

接着《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

线》等都口碑不俗，很多观众感觉到，印度电

影的存在感突然变强了。

创世星国际影视文化公司总经理、制片

人何巍，负责《摔跤吧！爸爸》宣发。他介绍，

如今印度电影的类型越来越丰富，“与之前我

们看到的印度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不同，这次

的《巴霍巴利王 2》是想推广给中国观众另一

种审美，它的古印度风情，神奇的开挂，高饱

和度的色彩，都带给观众新奇的观影体验。

而这些就是南印度电影的特点。”

在印度，不仅有我们熟知的北印度影视

基地宝莱坞，还有托莱坞、考莱坞、莫莱坞和

桑达坞四大电影生产基地，这四大基地构成

整个南印度电影。

拥有五大“坞”的印度，一直以来都是世

界电影产量之冠，近年年产量达 1500 部（是

好莱坞的3~4倍）。

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度电影几乎

占了中国引进片的半壁江山。然而，随着中

国电影市场的开放，印度电影又少有向外输

出的配额，导致近 20 年间，很少有印度电影

在中国院线上放映。

近年，印度开始提高影视外输，目前电影

出口量仅次于美国。

随着印度片的陆续引进，不少中国观众

也有了新的认知，不再停留在早期印度片“一

言不合就唱歌跳舞”的歌舞片风格上。

曾参与《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和

《起跑线》营销的小桌电影 CEO 赵卓群深有

感触：“印度电影积极学习了好莱坞的制片体

系和架构，复制了两套模式，一是明星制，比

如以阿米尔·汗为代表的具有独特个人风格

的影片，阿米尔·汗就是电影的宣传标志。二

是商业类型片。一直以来，印度商业片都有

对现实人文探讨的习惯，比如《摔跤吧！爸

爸》中的女性独立；《神秘巨星》中的家庭暴

力；《起跑线》基于教育话题的讨论等等，都紧

扣时代议题，敢于剖析社会问题。”

对于在中国市场的口碑票房双丰收，印度

电影人一开始还是有点意外的，但马上趁热打

铁，加速合作。比如《大闹天竺》和《功夫瑜伽》

都有印方的合作和投资，此外还有中国的华夏、

孔雀山两家电影公司，和印方合拍《私奔到中

国》《阿辛哥的奇妙之旅》这两部电影，分别由宝

莱坞的名导希达·阿南德和卡比尔·汗执导。

何巍也曾深度参与中印电影文化交流计

划，服务项目有《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

叔》《巴霍巴利王》等多部影片，他表示，不少

印度电影其实是国际化团队制作的，比如《巴

霍巴利王 2》中的战争场面，创作人员参考的

是《孙子兵法》，动作指导是华裔工作人员，而

特效则是好莱坞团队。

随着中印影视合作的深入，更多优秀的

印度电影还会陆续被引进中国，这对中国电

影商业市场的发展，或许也能有良好的借鉴

性。 本报记者 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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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青年作家李尚龙在杭州庆春路购书中心举办

长篇小说《刺》的读者见面分享会。

这位 90 后畅销书作家，已出版《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

《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

等书，在90后年轻人当中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分享会上，李尚龙宣布《刺》的同名剧集正在筹备中，这可

能会是中国第一部直面校园暴力的影视作品。

而《刺》的影视版权，只卖了一块钱。李尚龙说，“我就一

个要求，把应该给我的钱，去请更好的导演、更好的编剧，更好

的演员，让我们一起把这件事做好。”

畅销书作家李尚龙昨在杭分享：《刺》的背后，是真实的校园霸凌故事

影视改编权，他只卖了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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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享会上

《刺》讲述了三个时段、三个互为关联的

故事，展现了校园、职场、网络中存在的暴力

问题。

李尚龙说自己之所以要创作这部小说，

源于2016年的一次签售会的经历。

那一年，他到柳州的一所中学签售，互动

环节，“一位男生刚刚站起来，全场哄然大

笑。他张口后，全场第二次大笑。接着，我没

听清楚他的问题，全场第三次大笑。”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孩子因小时候经历车

祸，大脑受了损伤。他不合群，只喜欢在图书馆

看书，“他成了所有人眼中最可笑的那个人。”

在《刺》的故事情节中，我们恰恰可以读

到那个男孩的经历，虽然李尚龙把故事置于

女主人公韩晓婷身上，但读来是那么真切，因

为那都源于实实在在发生的故事：“比如一个

细节，韩晓婷生病了，她的药瓶却被同学装进

去了粉笔灰，这是我身边真实发生的，编是编

不出来的。”

他说，他将那个柳州男孩的故事写到网

络上去，却引起部分网友的“围攻”。今天，他

仍然记得那些粉丝的留言。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在嘲笑他，我

们是在鼓励他；

有人说：你知道他平时做过什么吗？他

在老师面前告状；

有人说：你在侮辱我们学校⋯⋯

虽然遭受了各种压力，但他很欣慰最后

的结果：“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男孩长期受欺

负，有时都把被欺负当成了习惯。在我连续发

了几篇文章后，学校出面保护了这位学生。”前

几天，男孩给李尚龙发了个短信，他说：“龙哥，

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力量，今年我要高考了，祝

我考个好成绩吧，我觉得生活很美。”

而《刺》中的高中生韩晓婷在学校受人欺

凌，在十年后成为了施暴者；同学刘涛在校园

暴力中围观附和，十年后成为职场暴力的受

害者；媒体人张峰作为局外人鼓励了受害者，

而自己遭受网络攻击时却无能为力⋯⋯“我

忽然明白，暴力，只会滋长暴力，仇恨不会化

解仇恨，能终结暴力的，只有爱。”正因为如

此，在《刺》的第三部分，李尚龙设置一个具有

旁观者身份的警察，用具有科幻意味的结局，

终结了以暴制暴的循环。

李尚龙透露，《刺》出版后的几天，长庚影视

的制片人肖霄就说：“尚龙，这是部很好的戏，我

想做！你这百万级别作家的版权费要多少。”

“就一块钱吧。”最后，《刺》的影视版权，

真的只卖了一块钱。

至于演员选择，李尚龙倾向于素人主演，

大腕客串。因为，“就这类题材而言，素人演

员身上具有更强的代入感。”李尚龙说。

目前，超级网剧的剧本正在创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