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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 苗卫国

电影人说青岛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礼智

青岛不仅“盛产”明星，也吸引了
大批电影人来青岛工作。半岛记者采
访了部分电影人，听听他们怎么说这
座“电影之都”。
青岛真的是一个特别美、特别浪

漫的城市，看到青岛被授予“电影之
都”的称号，我觉得特别自豪，在这样
一个“电影之都”长大，也是我人生
里特别美好和难忘的一部分。
青岛是一个很有画面感
和电影感的城市，有山有
海，有很漂亮的建筑，也有
干净整洁的道路，这些对
我成为一个电影人，其实
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且作为山东人，它对我
性格的养成也是有很大作
用的，有北方人的豪爽，但
也有海的女儿那种浪漫和
细腻。现在虽然没办法经常
回青岛，但不管在哪里看到大
海，我都有种回家的感觉，很温
暖很亲切。
我觉得对剧组来说，青岛的环

境本身就已经是很好的布景，随便
走在海边，就是一出很美的戏，在我
印象里，青岛经常是阳光明媚的，气候
也特别舒服。能在青岛拍戏，是件很舒
服的事情。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适合居
住的城市，如果大家有一天觉得在北
上广生活得太累了，推荐大家来青岛。
——— 演员范冰冰，代表作《我不是潘金
莲》

青岛的城市风貌给人的感觉是刚
柔并济，老城区的很多石头建筑、街道
和台阶，给人一种结实、浑厚和大气的
感觉，而且石头的色彩都是暖色调，对
影片的色调有很好的帮助；青岛又有
柔的地方，很难有城市将柔和和刚硬
的感觉结合得这么好。
青岛的老乡都非常热情，剧组有时
候需要到居民家或工作的地方拍戏，人
们都很愿意配合，而且拍戏时青岛人围
观的很少，都很配合制片的指令。
——— 导演丁晟，代表作《解救吾先生》

青岛是我的电影梦开始的地方，13
岁在青岛被杜琪峰导演选中拍摄了人生
第一部电影《少年往事》，现在看到青岛
发展如此之好真是由衷感到喜悦。要说
青岛成为“电影之都”，那真的是当之无
愧。青岛的风土人情滋养了我，浓浓的文
化历史氛围影响了我，我最初的美学认
知是青岛给的，这些影响和体会一直沿
用至今。我认为青岛的特色建筑，美丽的
海边风貌，宜人的气候，热情的城市文
化等都是极大的吸引力。
——— 演员翟天临，代表作《白鹿原》

每次来青岛就像到了家一样，我
喜欢这里的阳光和沙滩，更喜欢这
里的风土人情，每次走的时候都恋
恋不舍。在青岛拍戏不但吃、住都
非常舒服，而且交通也不是特别拥
挤，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拍摄《硬汉》的时候，有一次
在码头拍打戏，我的膝盖意外
受伤，围观的市民纷纷要拉着
我到自己家去处理伤口，“我
们是青岛人，你放心，我家就
在附近”，这话让我很感动。
——— 演员刘烨，代表作《硬汉》

揭秘青岛与电影的历史渊源，现存中国最早的商业电影院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礼智

纵观世界，只有那些规模适中，并且满足
电影在自然、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近乎苛刻的
要求的城市才有可能与之长久结缘，而后在岁
月的打磨中将电影融入它的城市基因，从而内
化为其最重要的城市特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
“电影之都”。在过去，青岛与电影彼此成就，共
同成长。11月2日，半岛记者采访了岛城著名
文史专家鲁海，揭秘这座城与电影不解之缘。

水兵俱乐部：
中国现存最早的商业电影院

青岛文史专家鲁海表示，青岛是中国最早
引入电影的城市之一，青岛水兵俱乐部是中国
现存最早的商业电影院，如今以1907光影俱
乐部的面貌仍在诉说着与电影的缘分。
1907光影俱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以

往，业内认可的中国第一家电影院是上海虹口
大戏院，于1908年12月开始作为商业电影院
使用。青岛水兵俱乐部在1907年8月就开始作
为商业电影院使用，比上海虹口大戏院早了1
年多，而且上海虹口大戏院原建筑目前已拆
除。德国国家档案馆报纸分馆的馆藏资料显
示，1907年6月份起水兵俱乐部放映电影的商
业广告信息就开始出现在青岛主流德语日报
《青岛新报》上。2016年5月22日，中国电影家
协会、中国电影博物馆召集13位国内权威的
电影史专家举办了‘青岛水兵俱乐部电影历史
文化价值专家论证会’，认可了这里是中国现
存最早的商业电影院。”

《劫后桃花》：
在青拍摄的首部青岛题材电影

诞生于1905年的中国电影，到了上世纪
20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上世纪30年代
初，青岛有40万人口，为了开拓中国电影市
场，上海电影人张石川等人合资在中山路的黄
金地段修建了中国人经营的第一家电影
院——— 山东大戏院（今中国电影院）。1931年，
山东大戏院开张，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歌女红
牡丹》，也是中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该片编剧
洪深青年时期曾生活于青岛。
1935年，由中国电影先驱洪深编剧、张石

川导演、胡蝶主演的电影《劫后桃花》以青岛
蝴蝶楼为主要取景地。这是中国电影艺术史
上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也是以青岛人的
生活为题材并在青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劫
后桃花》讲述了在青岛海滨建有花园别墅的
前清遗老祝有为的女儿和花匠相爱，后来经
过德占、日占，最后又被中国收回三个历史
时期，劫后爱情已经不再，只剩桃花依旧的
故事，“用一个家庭的变迁，两个人的恋爱，

反映了一段中国的历史”。

天然摄影棚：
青岛可以装扮成“世界各地”

青岛虽没有电影制片厂，却有大批影片在
青岛取景。鲁海说，新中国成立以前已有《劫后
桃花》《到自然去》等影片在青岛拍摄。
早在1950年，上影就在青岛拍摄了《海上

风暴》的外景。1957年，上影、海燕厂的《海魂》
在太平路一带拍摄了外景。1978年拍摄的《济
南战役》讲述解放济南的故事，却在青岛拍摄
了大部分外景。
之所以选择青岛，那是因为青岛是“天

然摄影棚”。著名制片人张炜说，大海、沙
滩、欧式建筑和许多风光独特的旅游景点
都是摄制组眼中绝佳的外景地，“情人坝
浪漫的白堤，奥帆中心的点点风帆，八大
关静谧的小路，东海路蜿蜒的海滩，迎
宾馆欧式风情的提督楼，青岛老里院，
老城区深一脚浅一脚的波螺油子，都
可以走进镜头”。
青岛还是“万国建筑博览会”，因

而当影视剧涉及到海外的一些国家
和地区时，往往将外景地选在青岛，
如《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中的“美
国”、《二马》中的“英国”等。近年
来，来青拍戏的剧组更是不计其
数，有些影视剧不仅在青岛拍摄，
而且以青岛为故事背景，如《天脉
传奇》《恋之风景》等。

最佳取景地：
八大关成为剧组“最爱”

在“青岛最受剧组欢迎取景
地”中，八大关应该排在首位。有
统计显示，迄今为止，在八大关
拍摄的影视剧已达上百部，比如
早年的电影《苗苗》《风云儿女》
等，近几年所拍摄的电视剧《门
第》《盛夏晚晴天》等都曾在这里
取景。八大关风景优美，有近百
幢造型迥异的别墅，汇集了俄、
英、法、德、日等20多个国家的
建筑风格，被誉为“万国建筑博
览会”。来青岛拍摄外景的影视
剧中，选择八大关的占三成多。
而排在“青岛最受剧组欢迎

取景地”第二位的是青岛的老街
道。青岛的老街道有一种特别的
韵味，多数是高高低低、曲径通
幽。比如黄县路，饱经岁月沧桑的
建筑、布满爬山虎的墙面，很适合
文艺青年在此徜徉。

《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剧照

《海上风暴》剧照

《《风风云云儿儿女女》》剧剧照照

《海魂》剧照

《《劫劫后后桃桃花花》》海海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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