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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到中国》
        ——阿根廷导演“换位”讲述中国移民故事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 6
月 19 日电通讯：《从这里到
中国》——阿根廷导演“换位”
讲述中国移民故事

　　新华社记者倪瑞捷

　　在阿根廷随处可见中国超
市，那如果一个阿根廷人在中
国开超市会发生什么？

　　阿根廷导演费德里科·马
赛略就这么做了，他带着阿根
廷的马黛茶和牛奶焦糖酱等商
品来到中国厦门待了三个月，
当起小超市的老板，并把这段
在异域打拼的经历拍成了电影
《从这里到中国》。

　　在阿根廷的中国移民大多
从事超市行业，马赛略希望通
过“换位”的方式让阿根廷观
众真正地理解这些中国移民，
这部电影也是送给那些异乡奋
斗者的一份礼物。

　　作为独立电影人，马赛略
没有投资、没有专业团队，只
是拿出自己的积蓄，叫上好友

就开启了中国之旅。

　　初到中国，马赛略遇到一
系列的麻烦：语言不通又没有
钱请翻译；拍摄进度缓慢；超
市无人问津等等，好在热情的
中国朋友给予他很多帮助，“每
个困难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都
转化成超出预期的好结果。”
马赛略说。

　　记者日前在位于布宜诺斯
艾利斯的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
一场放映式上观看了这部电
影。影片中出现的许多人物都
是马赛略在中国偶然结识的，
他在抵达中国前准备好的脚本
也因为这一段段“不期而遇”
而改变。马赛略更喜欢把这部
电影看成是一部纪录片，每个
镜头记录的都是他在中国收获
的友谊与难忘的回忆。

　　马赛略说，为拍摄这部电
影，他前前后后花了 8 万多美
元，这几乎是他全部的积蓄，
2012 年拍摄但由于各种原因
直到 2019 年才上映，这其中
的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为节约成本，马赛略同时
担任导演和主角，自己的家人
和住所成为电影人物和拍摄场
景；没有专业的宣传，他把电
影海报贴在自己的车上，走遍
阿根廷 10 余个省份、50 多个
城市，用投影的方式为民众放
映……

　　由于中国超市已经成为阿
根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
部讲述阿根廷人在中国开超市
的影片很快获得关注，其幽默
的叙述方式和独特的视角很受
阿根廷观众欢迎。当地知名电
影院、博物馆、文化中心等都
开设了电影专场和分享会。

　　在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的
放映式上，观众们在电影结束
后久久不肯离去，向马赛略提
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中国人
喜欢喝马黛茶吗？”“中国超
市在没有零钱时为什么喜欢用
糖果代替？”“为什么中国的
移民来阿根廷大多从事超市行
业？”

　　看到电影受到阿根廷观众

如此喜爱，马赛略直言“松了
一口气”。在他看来，这部电
影是他为促进中国与阿根廷的
相互理解所做的一个大胆尝
试。

　　马赛略说，《从这里到中
国》用“换位”的方式讲述阿
根廷人在中国开超市的故事，
其实是想唤起观众的“同理
心”，主人公所经历的重重困
难在阿根廷的中国移民都会经
历。许多观众在观看影片后消
除了一些对中国移民的刻板印
象，“这就成功了”。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马赛
略采访了将近 400 个阿根廷中
国超市老板。阿根廷网红超市
老板特蕾莎·陈认为，《从这
里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
了固有偏见，展示了一个真实
的中国。

　　“中国移民工作很勤劳，
但第一代移民的语言水平普遍
不是很好，所以与当地人的沟
通有限。”马赛略说，“很多
人慢慢打拼出现在的事业，我

想要做的就是告诉阿根廷人这
些中国移民的真实故事”。

　　如今在阿根廷，中国移民

开始从事更多元的行业，比如

律师、会计师，甚至还有从政

的议员，他们为阿根廷的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

知道他们有多不容易。”马赛

略说。

　　与此同时，阿根廷人也正

在逐渐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中国元素在阿根廷有了更多的

呈现，春节成为阿根廷民众欢

度的节日，中国城成为阿根廷

人节假日的好去处……

　　目前，马赛略正努力将他
的电影推广到中国，希望借此
拉近两个文明之间的距离。因
为拍摄这部电影，中国成为他
心中的牵挂。“听朋友说，7
年前我开超市的地方已经完全
不一样了。中国变化太快了，
有机会我要重新回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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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了“电影行业如何构建工业化标准体系”
的金爵论坛， 五位专家分享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凡影咨询创始合
伙人李湛博士表示，2019 年对于中国电影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中国
电影产业由院线密集的覆盖带来快速增长的红利期已经结束，而观
影人群的比例也在发生变化，“40 至 59 岁的观众群体加起来将近 4
成”，年长的观众越来越喜欢走进电影院。
　　李湛连续 4 年每年都做覆盖全国城镇人口的关于观影行为的抽
样调研。调研显示，2016 至 2018 年是快速增长的状态，2019 年影
院观众的比例呈现出比较平稳的趋势，“过去几年影院观众的增长
主要归功于新建影院人群的增长，现在单靠影院建设增长作用已经
很微弱。”
　　据统计，2019 年全国观众平均观影人次在 6.1 次，李湛说，这
个数字高于北美，这也说明“电影市场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发
展期”。2016 年，影院观众当中 18 至 39 岁的群体占到七成以上，
到 2019 年，40 至 59 岁的观众群体加起来将近 4 成。李湛还注意到，
最近三年中，观众对电影映前的认知度呈下降趋势，“这可能有两
个层面的原因，一是竞争，影片越多，竞争越激烈，观众能够花在
这上面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第二个是观众有电影之外更广泛的选择，
比如说网综内容，他们分配给看电影和了解电影信息的时间和精力
变得更少。”
　　而院线电影票房集中度越来越高，2018 年票房前 30 的影片加起
来的票房占到总票房的四分之三左右，显示出赢者通吃的效应，“这
意味着中小型的影片就会面临更强的竞争态势和盈利压力。”
　　所有数据反映出来的共同趋势，就是中国电影产业由院线密集
的覆盖带来快速增长的红利期已经结束，中国电影消费者的市场正
在慢慢走向成熟和稳定。“当跑马圈地红利增长结束之后，下一个
深耕细作红利期刚刚开始，这样的背景下依赖专业经济化的工业体
系才能抓住机会，才能抓住更多的观众。”
　　他认为，把握细分人群是电影产业迈向工业化非常重要的一步。
他以“上映当中的首选热度”举例，2018 年国产前 20 名票房的影片
受到 25 岁以下的年轻男性偏爱的影片几乎没有。这说明不同人群对
于不同电影的偏爱程度也不同。调查显示，喜剧大家都比较喜欢，
军事战争类电影年长的男性比较喜欢，年长的女性更偏文艺或者是
剧情类型的影片。
　　而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库常务副秘书长刘正山研究员认为，
目前中国电影正进入一个跃升的时期，要积极地拥抱工业化。虽然
今年前五个月的票房数据并不乐观，但他认为，观影人次只是统计
电影的很小一方面，事实上并没有把在电视台和网络上播放的电影
计算在内，再加上庞大的电影教育体系和电影科技的提升，他依然
对于中国电影的前景充满乐观。本报记者 王金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