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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观影

《菜肉馄饨》
探索本地电影新模式

沪语新片《菜肉馄饨》从去年 12 月 10 日
在复中市集（原为复兴中路菜场）开机，于 1
月 13 日正式杀青，历经 35 天拍摄。记者注意
到，从 1 月 12 日晚上开始，朋友圈就纷纷传出
杀青消息。1 月 14 日中午，上影集团通过微信
公众号发文，官宣《菜肉馄饨》顺利完成拍摄。
记者在 1 月 13 日上午采访影片出品人、

制片人顾晓东时，他表示还在现场进行拍摄，
一直到晚上，才宣告正式杀青。
作为电影《菜肉馄饨》编剧，上海广播电

视台真实传媒导演金莹 1 月 13 日则在朋友圈
发文表示：“曾经发愿想要用我写的故事治愈
人心，希望等到上映那天，有更多人能感受到
这个故事中爱的力量。”
“拍电影不易，拍沪语电影更不易。”作为

《菜肉馄饨》出品人、制片人顾晓东多年的老
朋友，李波也为这部电影的拍摄“鼎力相助”。
“我觉得顾晓东作为出品人，他最大的心愿就
是为上海电影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和
努力。我作为上海人，也是与他曾经一起合作
过的老兄弟，更应该义无反顾全力支持他拍好
这部电影。”
记者注意到，在《菜肉馄饨》剧组拍摄过

程当中，除了在上海市区实地取景，也有许多
上海演员参与其中。在李波看来：“顾晓东最想
拍摄的是一部带有在地化特征的本地电影，包
括大量用到上海话台词，也是他探索本地电影
的一种模式。”
此外，这次电影在拍摄当中用到不少素人

演员，李波和他的一些朋友也客串其中，他对
此认为：“贾樟柯导演也会在一些电影当中使
用素人演员，其实在《菜肉馄饨》这部电影当
中，素人演员能充分展现上海市民真实的精神
面貌，有许多的细节在其中，比其他电影使用
演员更为真实，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
点。因为素人演员涉及到上海的各个领域，相
信大家之后去电影院观影时，会发现许多自己
熟悉的面孔。”
而当问到电影拍摄细节以及幕后故事时，

李波则以上海人的契约精神“不响”。
作为导演吴天戈与制片人顾晓东的好友，

一直关注上海电影的资深电影人王佳彦（四眼
老王）在电影杀青之前参与了拍摄。
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排片人，王佳彦每年

看片无数，而拍《菜肉馄饨》这样类型的电影
却是他头一次：“小时候曾拍过科教片，但拍故
事片我是第一次，客串一下感到很新鲜。虽然
自己去过多次片场，但当融入其中，还是挺好
玩的。这部电影对我而言，难度在于说上海话，
但是我觉得，恰恰是听似不那么标准的上海
话，才代表了上海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特点，
因为上海人最初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带点南腔
北调的上海话更有意思。记得之前有人对《繁
花》中的上海话台词不标准提出异议，这其实
没有必要，例如，纽约人的英语发音就是多种
多样。随着《爱情神话》《繁花》一批海派影视
剧的热播，上海人对上海话会更感兴趣，一种
亲切感和市民气油然而生。”
这段时间，从自己的朋友圈里，王佳彦感

受到大家对《菜肉馄饨》的喜欢和期待：“对我
而言，拍摄既熟悉又陌生，这是一次愉快的参
与。三次在片场亲眼见到潘虹、周野芒等演员
的认真态度，吴天戈的现场指挥从容淡定，制
片顾晓东指挥的有条不紊，以及日本摄影团队
的职业素养。”

朋友圈：
很多人受邀去拍戏

上海作家何菲 1 月 12 日晚上去国际饭店
参加拍摄，她告诉记者：“记得去年黄梅天来临
时，当时好友七八人在《五原路》导演陈意心
（编者按：导演、编剧、专栏作家）家吃饭。除了
一桌他母亲精心烹制的上海菜，还有上海人最
喜欢的菜肉馄饨。席间，顾晓东说他要投拍一
部沪语电影，名曰《菜肉馄饨》，我们都拍案叫
绝。菜肉馄饨对于上海人的意涵，懂的人自然
懂。去年 12 月，由潘虹、周野芒等主演的沪语
电影《菜肉馄饨》果然在梧桐区紧锣密鼓进行
拍摄，最近已经杀青。我的很多好友，如评弹表
演艺术家高博文、《繁花》中‘巫医生’扮演者
老邱、音乐人王渊超等在片中都有出演。”
作为上海人和专栏作家的何菲认为：“上

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多数魔都人都有着去
影院看电影的传统，并一代代传承下去，电影

对于上海，算是刚需。看过太多形式大于内容
的东西，总希望属于本土的情调和意趣能尽量
多保留些许，直到天荒地老。”
上海童谣唱作人王渊超（超超）这次也参

与了杀青之前的拍摄，不过他在片中饰演的角
色与音乐无关：“很多参演的人和我一样，也是
第一次拍摄电影。我发现身边许多和上海文
化、沪语传承相关的老朋友也参与其中，相信
正是出于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怀，希望为上海
的电影做些努力，所以大家愿意来参演这部上
海的电影。”
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也参与了电影《菜

肉馄饨》的拍摄，在片中扮演重要角色。

《菜肉馄饨》符合
“在地化生产”特征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刘海波教授在 1月 14 日
出版的《解放日报》提出了一个新的观
点———推进“在地化”创作生产。在接
受晨报记者采访时，刘海波就“在地
化生产”结合电影《菜肉馄饨》的拍
摄做了具体说明：“我记得制片人顾
晓东在拍摄《菜肉馄饨》时用到了一
个概念叫‘贴地飞行’。剧组是从上
海发生的故事为线索，然后以上海
的主创团队在上海进行拍摄，并使
用沪语台词，所以这几乎完美符合
了我提出的‘在地化生产’这样一
个特征。我觉得要拉动文旅消费，
很重要的是剧组要在本土取景，
当然还有符合本土生活的故事，
所以这些都是‘在地化生产’的
必要元素。其次，当主创人员在
上海进行拍摄生产时，其实也会
带动本地相关人才的就业。我
代表学会去年 12 月在剧组探
班过程当中就遇到了我们上
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毕业的
学生，她恰好就在剧组里工
作，担任演员副导演工作，那
当时我也非常高兴。我们几
位老师和同学一起合影。其
实这就是我提到的‘在地化
生产’会拉动就业，人才也
会有项目而附着。这个片
子除了在南昌路、永康路、
国际饭店等上海市区取

景，那剧组还到了车墩影视基地，车墩的外景地
也会因为这些项目的拍摄而得以良性运转。所以
我希望像《菜肉馄饨》这样‘贴地飞行’以及
‘在地化生产’的电影项目越来越多，让我们上
海的‘电影之城’的目标真正落地。”
第 31 届上海影评人奖颁奖典礼刚刚落

幕，在颁奖典礼上除了颁发电影、电影人和演
员奖项，也为上海的影视服务机构授牌。刘海
波表示，他希望上海能为电影产业提供更多优
质服务，包括上海的管理部门和社会方方面
面，尽可能地给剧组拍摄开绿灯，吸引全国乃
至全世界的剧组都到上海来取景拍摄，进一步
拉动上海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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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肉馄饨》正式杀青：上海人的半个朋友圈都来了

专家看好电影“在地化生产”
近日，沪语新片《菜肉馄饨》在上海完成拍摄工作，从 1 月 12 日晚上开始，朋友圈就纷纷传出

杀青消息，1 月 13 日，《菜肉馄饨》顺利完成拍摄。
这部沪语电影在拍摄过程当中，除了上海演员，众多文化界人士和市民朋友也参与其中，有

人就此调侃，这几乎就占到了上海人的半个朋友圈。本期《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进行了采
访。

王渊超（超超）与吴天戈、顾晓东合影

王佳彦（四眼老王）与周野芒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