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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黄靖斐

由中国青年导演顾晓刚执导的
首部剧情长片《春江水暖》，在第13
届亚太电影大奖中再传捷报，影片摄
影指导俞宁辉、邓旭荣获“最佳摄影”
提名。今年入围“亚太电影大奖”的影
片还包括《寄生虫》《必是天堂》等颁
奖季大热影片。《春江水暖》以中国普
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片段，展现了当代
中国的市井风貌和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纠葛。青年电影人在国际奖项中大
放异彩，再次引发关注。

绘画理念展现市井风情

《春江水暖》此前已荣获第13届
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导
演，和德国汉堡国际电影节“影评人
选择奖”等重量级奖项，在今年的戛
纳电影节第58届“影评人周”，《春江
水暖》作为闭幕影片举行了世界首
映。“影片人周”总监查尔斯··泰松评
价，“《春江水暖》绝对是一部会留下
强烈印记并且无法被冲淡的电影。”
在他看来，这部电影具有宽广、庄严
的温柔和叙事性的结构，是对中国传
统山水画气韵生动的电影化表达。
六百年前元朝画家黄公望先生

以富春江两岸风貌画下《富春山居
图》，为迎接2022年亚运会，富阳正
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新城建设。在此背
景下，《春江水暖》讲述杭州富春江
畔，四兄弟分四季轮流照顾中风后失
智的母亲，四个家庭面临亲情与生活
的考验，借由一年四季的冷暖变化展
开叙事。顾晓刚坦言，在拍摄之初，他
拿了一些优秀的家庭片作为参考，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中也是四个兄
弟，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和杨德
昌的《一一》也是有几个儿女组成的
家庭群像。”
和其他影片不同的是，导演顾晓

刚将绘画的美学注入电影《春江水

暖》中。中国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
山居图》描绘了富春江两岸的风物景
致，生活在富春江边的顾晓刚，从小
就听说类似“家乡三宝”的说法，比如
《富春山居图》、郁达夫、黄公望等历
史文化与名人。《春江水暖》中所展现
的诸多当代中国的市井风情，与黄公
望的画有颇为神似之处，从人们的婚
丧嫁娶到营生琐事，顾晓刚将传统绘
画的艺术理念嫁接于光影之中，试图
以此发现全新的电影语言。

大多数演员来自亲友

出现在《春江水暖》中的绝大多
数演员，都是顾晓刚身边的亲人和朋
友，其中一些演员甚至将现实生活中
的身份关系也带到了电影之中。因为
故事的许多灵感也来自于导演自身
和家庭成员的经历，以此作为“亲历
者”的亲人们演绎起来倒是毫不违
和。他也借助镜头的力量不动声色地
记录下了身处变化中的人们以及他
们的生活，“我一直在努力探寻的，是
如何将传统的诗意安放于当下。”
无论是过去并没有相关经验的

新人身份，还是毫无明星阵容的文艺
类型，加上跨越四季的超长拍摄周
期，以及尚在导演脑海中并没有人见
过到底是什么的实验概念，一切关于
这部电影“初始形态”的样子看起来
都是那么的不讨好。顾晓刚说最初自
己一年埋头写剧本，对剧本也没有具
体的概念，直到有一天梅峰看到剧本
告诉他，“这是五个小时电影的剧作
量”。
电影在拍摄之初主要靠朋友“众

筹”资金的方式进行，但后来顾晓刚
就陷入了缺钱的窘境，直到得到第八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资金扶
持及相关人员的帮助，电影才得以继
续拍摄并保质保量完成，而这也是该
电影拍摄周期长达两年的原因。
让人意外的是，窦唯在《春江水

暖》中担任音乐监制一职，顾晓刚透
露，“整个影片中有将近10首他的曲
子。他对声音上也会有自己的建议和
想法。”导演透露，《春江水暖》是其长
卷电影三部曲《千里江东图》中的卷
一部分。《春江水暖》中的部分角色未
来也将在卷二和卷三作品中现身，但
后续两部作品讲述的将会是全新的
故事。

青年电影人崭露头角

目前在各大电影节，“青年电影
人”成为高频词汇出现在各种计划、
发布会、研讨会上，处于转型中的电
影市场，渴望新鲜血液的充实。在刚
刚结束的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节，也
主要在搭建鼓励新导演、发现新作品
的平台。“发展中电影计划”单元评委
顾峥谈起近几年的参与创投、制片的
感受时表示现在年轻电影人都很有
激情，“他们的剧本都写得很长，五六
万字。相较于前几年，现在的青年导
演更加注重作品的可实现性，会为未
来作品的如何呈现进行考量。”
2006年刘德华资助的“亚洲新

星导”计划推出了宁浩和《疯狂的石
头》，之后的十多年，陆续出现了好几
十个不同种类的青年导演扶持计划。
单从上影节、北影节、FIRST三大电
影节来看，非知名的青年导演+行业
资深电影人投资、监制或主演，这样
的搭配组合可谓越来越常见，毕赣、
文牧野等一批青年导演丛电影节上
崭露头角。
此外，青年导演推出的电影多是

导演个人表达的艺术片项目，譬如
《老兽》、《八月》等，更加适合电影节
而不是走商业路线，从中可以看出，
青年导演往往过于注重追求作品的
艺术性，新一代导演在大时代的变迁
中价值探索和人文情怀，而这些年轻
导演的电影作品似乎更符合新
浪潮影片的类型。

□文/图 半岛记者 黄靖斐

10月19日，青岛市社科联2019
年度重点学术活动“世界电影之都视
野下影视文化与青岛元素的多向互动
研讨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来自
韩国和国内各高校、各影视企业的
200余名专家学者、影视界从业者与
会，围绕“世界电影之都的建设经验研
究”、“影视文化与青岛文学、民俗等的
多向互动”、“打造东方影都成为世界
知名影视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路径研
究”等话题展开深度研讨。
研讨会由青岛市社科联主办，青

岛市影视文化研究会、青岛理工大学
社科联、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
院承办，灵山湾影视局、青岛西海岸新
区文化馆参与协办。开幕式由青岛市
影视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张祚臣主持。
青岛灵山湾影视局赵芳副局长在

会上阐述了青岛作为“世界电影之都”
所具有的产业基础、政策、服务等优势
以及多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提出东
方影都作为青岛影视文化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未来的影视发展建设中，
将会更加积极响应并落实政府政策，竭
力推动岛城的影视发展，为实现青岛一
百多年来的影视梦想助力添彩。
青岛市影视文化研究会周汝萍会

长透露，青岛市影视文化研究会成立
于1995年，担负着在全市宣传和普及
影视文化，提高影视学术水平的职责，
多年来为推进青岛市“影视之城”建
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国际影视文化
产业发展联合会全元国会长分析了世
界电影现场的现状，对电影市场的前
景与增长进行了重点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

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杨利慧教授围绕
“当代中国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进
行演讲，她认为，通过电影等新媒介的
形式，可以看到根本性的人类观念的重
复出现，也可以洞见当代大众文化生产
和再生产的复杂图景。北京电影学院卢
斌教授以“为世界电影产业发展贡献青
岛电影之都的力量”为题进行发言，重
点讨论了青岛可以为世界电影产业发
展贡献怎样的力量。青岛文学馆臧杰馆
长以电影《敢想敢做的人》为例，通过对
影片创作生成的分析，讨论了电影创作
与时代对位的关系。

电影《春江水暖》获亚太电影大奖

提名，青年电影人再放异彩

专家学者齐聚岛城
探讨影视与青岛元素互动

导导演演顾顾晓晓刚刚((左左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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