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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汇文 体

! ! ! !韩颖是一位全盲的女生，因上
大学时视网膜脱落，导致视力逐年
减退终至失明。如今，她是残联扶持
成立的无障碍影视发展中心主任，
专门负责上海市“无障碍电影”的剧
本撰写、审稿、录制和放映。自 !"#!

年 $月 !%日上海国泰电影院挂牌
成为上海市第一家“无障碍电影院”
以来，上海市“无障碍电影”的放映，
已经普及到全市 #$个区的 #%家影
院以及 #$&多个社区点。韩颖告诉
记者，今年，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
下，无障碍影视发展中心有望与视
频网站首度合作，将特殊的影视作
品上传至网络，方便那些无法出行
的失明人士“观影”。

影响力今非昔比
无障碍电影公益活动的发起人

之一、上广 ''&新闻主播曲大鹏（丁
镭）告诉记者，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东
方广播中心与上海市残联共同主办
的“无障碍电影”公益放映今年进入
了第 $个年头，随着越来越多播音
员、主持人的加盟，其社会影响力不
断扩大。

#''%年，盲人编剧蒋鸿源第一
次想让盲人看电影，但没人理解，也
没人支持；!&&(年，上海放映了第一
部无障碍影片《非诚勿扰》；!&#!年，
上海市残联拨款，每月月底为视障人

群放映当季上映的最新影片，国泰电
影院成为上海市第一家“无障碍电影
院”，至今放映“无障碍电影”)&多
部，造福盲人观众逾 #*)万；!&#+年，
“举办无障碍电影日活动”被正式写
入《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保障法〉办法》；!&#$年，上海市
残联扶持成立了上海无障碍影视发
展中心，向全市招募志愿者。今年，中
心将录制 )&部无障碍影片，下放至
全市 #$&多个社区。
“毕竟，院线只能满足一小部分

愿意出行的盲人观众。”韩颖说，“对
于那些不方便出行的失明人士，尤
其是老年人，影片通过数字机顶盒
进入社区之后，可以随时随地组织
观看，更为灵活便捷。”今年，在政府
相关部门的扶持下，无障碍影视发

展中心还在和视频网站接洽，希望
将特殊的影视作品在网上发布，方
便更多失明人士。

志愿者队伍壮大
!&&(年，韩颖在残疾人联合会

的帮助下，作为一名观众首次体验
了盲人电影，“当时，有一名志愿者
为我们念台词，剧本、发音都不像
现在这么规范。”韩颖说。曲大鹏告
诉记者，无障碍电影解说词特别考
验主持人的功底，“既要烘托气氛，
向盲人观众描述出场景，又要生动
形象，同时不能受影片放映的干
扰，这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基础才能
完成。”

!&#!年，(位上广新闻主播最
早加盟了“无障碍电影解说公益活
动”。经过近 )年的努力，如今志愿者
已经发展到 !&&多名，他们都是活跃
在一线的电视、电台主持人。跟着每
月一次的无障碍电影放映，他们走遍
上海的每一个区进行无偿解说。
负责撰写无障碍影片剧本的盲

人编剧蒋鸿源说，以往找写解说词
的编剧很困难，因为电影放映是公
益性质的，一听说没钱，很多人就不
愿意干，“一开始只有 $名志愿者，
现在参加的人就多了。上海能在 $

年时间里达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
错了。”他憧憬着，今后有更多编剧
和制片方一起参与进来，推广这个
公益项目。 本报记者 张 艺

特约撰稿 林良敏

五年来!上海"无障碍电影院#增至 !"家遍及 !#$多个社区点

“听电影”成更多盲观众赏心事

放映无障碍电影完全不同于

放映普通电影! 在整场 !个半小

时至 " 个小时的放映过程中!有

一位解说员随着电影放映的节奏

逐一念出写好的旁白! 以帮助盲

人们理解影片情节" 解说员要一

边看着电影画面! 一边念改编后

的电影解说词! 描绘出一些无法

依靠#听$来想象的情节%

相关链接

! ! ! 昨晚，作家、影评人毛尖在芮欧
百货 ,楼钟书阁签售《非常罪非常
美》电影笔记最新增补本。借此机
会，毛尖与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罗岗
及电影《功夫瑜伽》的编辑徐展雄一
起，对当下影视剧创作中出现的问
题进行了探讨。

受众不同
影视剧的拍摄离不开资本，而

资本是逐利的。哪怕那些没有机会
上映的电影，也都要少则几百万元
的投资，但投下去之后，很多片子连
与观众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对于毛
尖“影评人好时光已然过去”的慨
叹，罗岗用资本投入来解释：“这与
写一本小说不一样，一部电影背后
是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这就是
为什么现在所有的资源都扑到‘小
鲜肉’上去，也是为什么我们对目前
电影状况感到很无奈的原因，这样
的状况与十年前的状况已完全不一
样了。”

作为影视业第一线的专业人

员，徐展雄更关注的是受众的组成，
受众的组成意味着票房的所在，但
受众却是分裂的：“国内一线城市所
接受的影视标准和大量二、三、四线
城市主流受众所欣赏接受的完全不
一样。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制作者究竟要抓住哪个群体。电影
要追求票房成功，势必要考虑电影
是为谁而拍的，这对创作者来说是
非常分裂的。”

比如，“小镇青年”对于电影《小
时代》的追捧和欣赏与主流媒体上的
评论呈截然相反的观点。“要考虑到
这个市场中最多的是什么人，大众文
化本来追求的就是大量的快感，大量
的生产，大量的观众。”而得到普遍好
评的所谓艺术片就没有弊端了吗？
“中国在没有商业片艺术片之分时，

电影的生态给人的感觉似乎更完整。
而现在即使有许多被标榜为艺术片
的电影，反而把中国电影的弊端呈现
出来了。”毛尖担心，《路边野餐》把几
乎所有奖项都得了之后，在想象有点
走高的情况下，导演毕赣的下一部电
影会是什么模样。

滥用旁白
谈到当下走红的种种影视剧，

毛尖、罗岗、徐展雄都不约而同地提
出，旁白只是影视剧的手段之一，但
不能一切都依赖旁白。无论哪个角
色都用旁白，电影自身的能力就会
越来越弱。“《人民的名义》得到了那
么高的收视率，从官员到保安都在
谈论，但这样的火爆会给影视剧带
来怎样的影响呢？一部类型剧火了

之后，会有很多电视台复制，复制也
只是复制话语方式，而表现手段会
受到忽略。旁白近年来的泛滥，就是
始自曾经红火的电视剧《潜伏》。一
直到现在，所有的言情剧中都用旁
白。可笑的是，在很多电视剧中，画
面语言与旁白没有内部的蒙太奇差
异联系，比如人物坐着，旁白就会说
他坐着，这样的旁白毫无意义。”毛
尖说。
而电影首先应该是一种用画面

讲故事的艺术。“看中国电视剧的时
候中国观众好像并不需要画面。电
视有时只具有陪伴功能，不看画面，
光听对话就可以明白讲的是什么。”
徐展雄认为，好的电影哪怕没有对
白也能让观众明白在讲什么，“电影
是用光影、画面、色调来讲故事的，

用这些来表达人物的性格、情感，才
能称得上那个好电影。”
“每个年代都有其突然走红的电

视剧，比如《渴望》《上海的早晨》《编
辑部的故事》《潜伏》等等。#''&年以
后，电视剧在某种程度上担起了时代
的叙述功能，即讲故事的功能。把握
一个时代的情绪，电视剧是最好的载
体，但电视剧是不是最好的艺术作
品，却是另外一回事。就像文学，很多
小说反映了时代情绪，但往往是二三
流的小说起到了这个作用。”罗岗说，
现在电视剧的播出平台不仅仅是电
视台，还有视频网站，智能手机也带
来了观影方式的变化。电视对画面和
电影对画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手机
的屏幕更小，要求也更不相同。在这
样的情况下讲述时代的故事，带来了
新的挑战。“当我们忙于表达时代情
绪时，能否把那些重要的影视表现手
法都用上？当大家觉得感观体验更重
要时，还能不能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塑造一个完整的人物呢？”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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