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诞生于法国，并在不久后进入中国放映，
这使得中国电影与法国电影之间的关系渊源深
厚。1957年 2月26日，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
治·萨杜尔在巴黎人文博物馆向大众介绍了中国
电影的基本情况，让更多法国友人了解中国电影，
随后，他还将自己对中国电影的理解写入《世界电
影史》中。而中法电影交流史上最具有标志意义
的事件莫过于《风筝》的合拍成功。

1958年，中法两国完成合拍电影《风筝》，开启
中外合拍之路，从而掀开中外电影交流新的一
页。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中外合
拍片，具有特别的意义。《风筝》这部合拍片同时也
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儿童故事片，主创人员由双方
共同组成，由中国导演王家乙和法国导演罗吉利·
比果联合执导。这部电影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
是有着浓浓的中国元素：一群法国儿童，在偶然之
中得到一只从中国远渡重洋漂泊而来的风筝，风
筝上绘有孙悟空的形象，还有一封来自中国北京
小朋友的书信，这激起了他们对中国的好奇之
心。梦中，法国小朋友在孙悟空的帮助下游览北
京，并和中国小朋友顺利见面。

尽管当时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友好
（尚无一个西方大国和中国建交），但是《风筝》作
为合拍片达到应有的高度的确让人钦佩，因为它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主创人员的合作、两国文化的
融合。1958年，《风筝》摄制组在北京市区拍摄外
景，从而记录下了20世纪50年代景山、北海、天
坛、前门外大栅栏的瑞蚨祥商店等。《风筝》合拍成
功，成为中法文化交流互鉴的优秀样本。1973年，
法国总统蓬皮杜在访华后说：“艺术和电影很大程
度上推动了两国外交，中法合拍电影《风筝》已上
映15年，为两国建立起了深刻的人文交流和友谊
的纽带。”2004年，法国演员文森特·佩雷斯到中
国宣传新片《芳芳郁金香》时动情地说：“对中国的
最初印象，就来自《风筝》，看完以后就决定一定要
到中国走一走。”

1964年，中法两国正式建交，成为轰动世界
的重磅新闻。自此以后，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也
更加深入。长期旅居法国的荷兰籍导演伊文思早
在1938年就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从而成为宣传中国抗战的重要影像文本，对其他国
家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起到相应的作用。
1973年，伊文思应中国政府邀请再次来到中国，参
与拍摄纪录片《愚公移山》。尽管由于特殊原因，两
国并没有实现合拍，但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等中方机构为伊文思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因此
还是有较多的“合拍”元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这使得中法合拍片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7年，
由中国导演张暖忻和法国导演雅克·道夫曼联合执
导的电影《闺阁情怨》（又译为《花轿泪》），讲述了一个
旅法钢琴家的生平，其中有句台词“你会成功的，但
你与谁分享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1988年，中、
法、意等多国合拍的电影《末代皇帝》更是夺得第60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改
编、最佳原创配乐、最佳摄影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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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赞、《电
影手册》、长镜头、新

浪潮、梅里埃、吕克·贝松、
杜拉斯、雅克·贝汉、让-雅克·阿诺、

阿兰·德龙、苏菲·玛索……这些都是大众对法国
电影的重要记忆。但是，法国电影对中国影响最
大的莫过于戛纳国际电影节。

戛纳国际电影节成立于1946年，经过几十
年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之一。戛
纳位于法国南部，是地中海沿岸的风情小镇，环
境优美、气候宜人，因此选作举办地。截至2024
年，戛纳电影节已经举办了77届。

如果说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是全世
界球迷的狂欢节日，那么每年5月的戛纳国际电影
节则可以被看作电影界的世界杯，它是全世界影迷
们的节日，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众，参展影片之
多，受关注程度之高均堪称世界之最，因此也为中
国电影界非常看重。

以为世界电影人提供国际舞台为初衷，戛纳
国际电影节在每年5月中旬举办，时长12天。相
比其它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更强调电影的艺
术性，因此被誉为“艺术电影的殿堂”。戛纳国际
电影节的最高奖为金棕榈奖。鉴于中国电影发
展实绩，经组委会同意，戛纳国际电影节于2018
年设立戛纳中国电影荣誉大奖，这成为中国电影
人在戛纳亮相的窗口，同时也是国际电影人走进
中国电影的重要平台。

华语电影多次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亮相并
斩获大奖。1993年，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陈
凯歌凭借《霸王别姬》荣获金棕榈奖，可以说是
华语电影的巅峰之作。葛优、梁朝伟分别凭借
《活着》《花样年华》荣获最佳男演员奖，张曼玉
则因为出演《清洁》荣获最佳女演员奖。王家
卫、杨德昌、侯孝贤先后凭借《春光乍泄》（1997
年，第50届）、《一一》（2000年，第53届）、《刺客
聂隐娘》（2015年，第68届）荣获最佳导演奖。
2024年，管虎执导的《狗阵》获得戛纳电影节“一
种关注”大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演员巩俐先
后20次走上戛纳电影节红地毯，在国际舞台上
诠释东方女性之美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电影的
国际影响力。

由于戛纳电影节的国际影响力，2024年 5
月，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专门在戛纳电影宫
举行了“海南之夜——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戛纳推
介会”，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

（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在即将举行的第六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中，法国著名导
演吕克·贝松将出任“金椰奖”
竞赛评委会主席，这引起人们
对法国电影的极大兴趣。事实
上，不仅于此，今年是中法建交
六十周年，这更使得中法电影
交流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中法合拍
电影有一百多部，可谓是一道
亮丽的风景。这些合拍片在很
大程度上成为打开中法文化交
流的重要窗口。

相对中国与
其他国家的合拍片而
言，法国的文化包容性较
强。在中法合拍片中，法国对于
是否有法国演员或者法国元素，对于“完
全”“完整”讲述中国故事持相对积极开放的政
策，这使得很多中法合拍片呈现出地道的中国故
事，甚至让人感觉到往往“以中国为主”。因此，
中法合拍片已经成为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故事的
重要载体，也必将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中扮演
重要角色。

中法合拍片以现实题材为主，在讲述完整的
中国故事的同时，又比较注重国际化表达，从而成
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而对人性的深
入探究，又使得中法合拍片能够获得西方的情感
共鸣。比如王小帅的《我11》就是典型的中国故
事，它通过一个11岁孩子的视角来讲述20世纪
70年代末内地百姓的生活状况，彰显了对于生命
和人性的思考，具有世界的共通性。即使是由法
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狼图腾》也是标准
的中国故事，但是，“爱护朋友、尊重敌人”又能获
得世界认同。因此，中法合拍片讲述的中国故事，
又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故事的共通性。

也正因为法国对合拍片持有较大的包容性，
再加上以细腻、浪漫著称的法国电影和以传统、理
性为主打特色的中国电影的结合，成为中法文化
交流的一个重要切片，这使得中国著名影人多有
参与中法合拍片。比如，从演员的角度看，巩俐、
刘烨都至少四次参与中法合拍片的工作。巩俐先
后参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画魂》《唐山大地
震》《2046》等多部中法合拍片的表演；刘烨则参
与《紫蝴蝶》《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夜孔雀》《熊猫
月亮》等中法合拍片的表演。

作为影片主导的导演们，也都看好中法合拍
片，并纷纷参与其中进而奉献佳作。比如张艺谋
执导的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其后期大多
是在法国完成的。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陈凯歌
的《荆轲刺秦王》、娄烨的《花》、贾樟柯的《山河
故人》等都是中法合拍片的典范，纪录片导演王
兵更有7部以上的中法合拍作品，这些合作实践
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展开电影合作提供了相应的
经验。当然，既然是中法合拍片，其中更有很多
的法国影人主动参与合作。中法合拍片，既是中
法文化交流实践的产物，更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生
动案例。

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与法国文化部共
同签署了《中法电影合拍协议》，从而使得中法
合拍电影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再次
达到新的高峰。按照协议，只要被认可为中法
合拍片，即可在两国均被视为“本土片”，不占
进口买断片名额，也不占用分账大片名额。投
资上，两国任一方都不能低于20%的比例；制
作模式上，中国为主的团队里必须有一定比例
的法国人，法国为主的团队也必须有一定数量
的中国人。协议内容，使得中法电影“合拍”具
有更刚性的规定，使其真正意义上担当起两国
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豆瓣、时光网数据显示，在“协议”生效后，
中法合拍片明显升温，达到年均6.6部的峰值，
远高于2010年之前的年均2部。而在2014
年第一批中法合拍电影项目公示后，两国合拍
电影数量进一步增长。从2010年到2023年期
间，至少有95部中法合拍片，其中不少精品力
作，且多以中国故事为主，并在国际上产生了较
好的影响，从而实现了文化国际传播的提速。

王小帅导演成为“协议”之后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拍摄了影片《我11》。这是一部从文
本上看不出合拍痕迹的影片，但事实上影片的
大部分后期都是在法国完成。随后，王小帅再
次推出第二部中法合拍片《夜莺》（与法国导演
费利普·弥勒合作），尝试用法国式浪漫来讲述
中国百姓的惬意生活，并于2014年先后在法国
和中国上映。由于时逢中法建交50周年，这部
影片格外受到关注，并在国际上获得多个奖项。

《狼图腾》是中法合拍的一部冒险剧情片，
改编自中国小说家姜戎的同名小说，由法国著
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中法多名知名演
员主演。因为强强联合，这部影片最终在国内
获得6.97亿元的较高票房。

《夜孔雀》是中法合拍的一部文艺爱情片，
由戴思杰执导，于2016年上映。这部电影讲
述了男女主人公们从巴黎到成都的别样情感
故事，一方面充满法式浪漫理想主义色彩，另
一方面彰显浓烈鲜明的川蜀文化，既有人员的
融合，也有文化的碰撞，较好地体现了合拍片
的初衷。《夜孔雀》曾入围第40届蒙特利尔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最佳中国电影金奖。

《江湖儿女》是由贾樟柯执导的一部中法
合拍片，讲述了男女主人公跨越17年的爱恨
情仇，很有生活质感。影片在2018年上映后
曾入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在众多的中法合拍片中，有25部作品先
后在戛纳电影节、亚洲电影大奖、英国电影学
院等赛事上累计获得200多项大奖或者提名，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能力和国
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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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法
合拍电影类型

2023 年，在国家电影局
备案的中外合拍影片数量为
77部，较2022年增长了11倍
以上，并且恢复到了2019年
时的水平（79部）。

数据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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