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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攀登

者》元素随处可见，上海街头的出租车上

也张贴着《攀登者》的海报，出租车司机

口中的上海电影节也与这部电影有着相

似的样子。

出品方上影集团非常用心地请到

了 1975 年成功登顶珠峰的“九勇士”

之一——桑珠，还有当年未能与桑珠一

道登顶的夏伯渝。成功登顶的桑珠可

以轻松地说出，“山就在那里，天气恶劣

我们就下撤重新等待时机。”但是对于

1975 年与珠峰失之交臂的夏伯渝来

说，40 多年来珠峰一直沉甸甸地压在

他心里。2018年，失去两条小腿的夏伯

渝终于站上珠峰山巅，实现了他奋斗半

生的梦想。

《攀登者》的价值早就不只是一部

电影。对于影片主创和真正的“攀登

者”来说，《攀登者》是一种永不止步的

攀登精神；对于登山人来说，《攀登者》

描摹了他们的半生青春；对于每一个

处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中国人来说，

攀登就是胜利。在复杂的全球语境

下，《攀登者》更像是一个寓言——咬

紧牙关，永不止步的中国人，终会攀上

新的高峰。

（郑中砥 影子）

《攀登者》：比电影更重
要的是“攀登者”的精神

本报讯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上海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宗明，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孟祥林，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胡劲军等接见了

电影《攀登者》主创人员。

电影《攀登者》以1960、1975年中国人两次从珠峰北坡登顶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而改编，表

现了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攀登精神。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对《攀登者》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表示祝贺，并对全体演职人

员完成这一重大的电影项目表达了敬意，“我们变不可能为现实。”周慧琳说。

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孟祥林表示，电影是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种文艺样式，是文化

艺术的主餐和正餐。在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进程中，电影局愿与诸位电影人共同努力把

“主餐和正餐”做好，将更多精品力作奉献给广大电影观众。

《攀登者》出品人、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介绍，电影《攀登者》是上影与导演李仁港的第四次

合作，也是与编剧阿来的第二次合作，“阿来很少写电影剧本，只为上影写过两个，一个是《西藏的

天空》，还有一个就是《攀登者》。”任仲伦还透露，章子怡扮演的气象学家与吴京扮演的登山队长之

间会有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此言一出，影片的期待指数又飙升到一个新高点。

谈及“一带一路”版块的迅速

走深走实，傅文霞深有感触。“去

年有联盟方提出希望能多看一些

中国的电影，今年我们安排了他

们参观 WIP，推荐他们的项目在

市场进行推介，邀请有潜在意向

的平台方对接洽谈。”傅文霞说。

“今年下半年，我们还会走访

印度、南美、欧洲的电影节，吸纳

更多的 A 类电影节进入我们的联

盟。”傅文霞说，“一个衡量的标准

就是实实在在做文化交流，我们

期待跟优秀的伙伴同行，实现更

有价值的合作。”

无论是为中国电影工业输送

新 生 力 量 的 阶 梯 型 新 人 培 育 体

系，还是促进亚洲电影文化交流

互鉴的“SIFF·ASIA”框架计划，或

者是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

一路”电影文化交流合作，都与展

映、市场、论坛形成互动，彼此推

进。如亚洲新人奖的优秀影片会

进入“一带一路”电影巡展，论坛、

市场邀请亚洲各国和“一带一路”

国家参与探讨、参展对话，更多国

家的影人和机构也踊跃带着影片

来到上海。正是在这样“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交流互鉴中，构

筑了良性发展的生态格局，使得

上海国际电影节不断自我完善。

◎ 电影节·为青年服务

上海国际电影节始终把发掘

年轻的电影新人，为电影产业输

送合格新生力量当作办节职责。

电 影 项 目 创 投 与 亚 洲 新 人 奖 一

起，成为孵化新人的摇篮。据统

计，电影项目创投 13 年来累计孵

化、见证了 65 部影片进入制作，其

中 多 部 还 入 围 了 东 京 国 际 电 影

节、柏林国际电影节等参赛或进

入展映。

为了精准服务电影新人，电影

创投不断优化孵化机制，设置了青

年电影计划、制作中项目、合拍片

项目等，今年又特别设立创投训练

营，将孵化周期延伸到电影节内

外，孵化对象从项目延伸到个人。

今年新增的短视频“探索”单

元，更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俯低身

姿、全力引导年轻人敲开电影大

门的创新举措。短短一个月的征

稿就收到 2000 多部作品，参与短

视频“探索”单元的电影界人士吴

君如、陈柏霖等对年轻人的作品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爱奇艺专业

短视频研发中心总经理富拓提醒

创作者关注短视频的欣赏习惯，

“我们推出了一种竖短片，拍摄角

度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无论是阶梯型新人培育体系，

还是电影节架构中的其它板块项

目，都把精准服务青年纳入策划、

设计和实施，如电影展映结合青

年人欣赏趣味开设“午夜惊奇”、

“新视野”单元；电影节和上海市

民文化节联合举办的“电影中的

真善美”影评征文；上海电影评论

学会电影节期间连续五天在幸福

里举办影评写作训练营……

据统计，今年电影节开票首日

的购票者中，35 岁以下的购票者

占比达 74% ，戛纳电影节艺术总

监福茂在电影院中看到那么多年

轻的面孔后惊讶地表示：“在互联

网发达的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

进影院，我回去后必须告诉我的

同行，互联网不会使传统的观影

方式消失……”

◎电影节·朋友圈不断扩大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征集

涉及 112 个国家和地区 3964 部影

片。影片报名分布地域之广，报

名片达到这样的规模，在全世界 A
类电影节中也并不多见。上海国

际电影节的专业影响力和权威性

可见一斑。据统计，511 部展映片

共放映 1745 场，举办映后见面会

166 场，世界首映、国际首映、亚洲

首映、中国首映片超过 60%，为进

一步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又迈出

坚实一步。

电影节期间，全球 15 个 A 类国

际电影节中，包括华沙、戛纳、开

罗、塔林、莫斯科、东京等 6 个 A 类

电影节的主席或高层来沪；“一带

一路”电影节联盟 33 个国家的 38

个成员电影节机构代表悉数到齐。

“我们 5 月在戛纳相聚，6 月在

上海重逢，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

已经成为全球电影人必不可少的

工作日程。”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

福茂说。

正如福茂所言，全球许许多多

的电影机构的高管、制片、导演、

演员、市场公关等人员，会在 6 月

如期来到上海。中国电影产业的

崛起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让各国

的电影机构看到了巨大的市场商

机和合作空间。

今年电影节还启动了“跟着电

影游上海”文旅融合活动。各国

评委、参赛参展剧组、展商来宾甚

至中外媒体记者，纷纷加入队伍，

在 6 月的沥沥细雨中参观中共一

大会址，逛外滩陆家嘴，去七宝古

镇穿街走巷，感受中国电影发祥

地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

文化气息。

金爵参赛片《梦之城堡》的伊

朗导演雷扎·米尔卡里米在游览

七宝古镇时大有收获，“置身在古

老的建筑当中，感到一砖一瓦都

似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我的思

绪不由自主地展开，去寻找、构建

有关它们的故事。”

金爵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傅文

霞期待未来能开出更丰富的电影

节“活动菜单”，给嘉宾更多选择

和收获。“我们的目标是做亚洲最

有影响力的电影节，这条路很长，

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细节和流

程都在完善，我们会不断丰富电

影节的活动菜单，好的电影节大

家会用脚投票！”

亚新奖颁奖典礼现场

导演郭帆在金爵论坛上发言

创投洽谈现场

《攀登者》讲述了 1960年和 1975年

我国国家登山队攀登珠峰的艰辛历程。

在对英雄故事的追忆与描摹中，影片传

递出不畏困苦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力

量被整个主创团队称之为“攀登者精

神”，“攀登者的精神就是中国精神，永不

褪色，永不磨灭”。

对于《攀登者》的诸位主创人员而

言，“它一开始只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国

家任务”，但是随着拍摄的启动与深入，

被动接受任务变成了主动进行创作，每

一位主创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完成了一次

关于“攀登者”的独特艺术创造。

“刚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大家先

入为主觉得这是一个任务，但是在拍摄

的过程中大家越来越忘记了任务的属

性，全情投入到角色之间，深深地感受到

了角色的力量。”章子怡讲述了影片为演

职人员带来的心理变化。

认真与投入是《攀登者》剧组所有演

员的一致态度。即使是在片中戏份不多

的王景春，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尽心尽

力地塑造人物，“我1999年进入上影厂，

用心对待每一部作品是我的工作职责，

而且我非常喜欢李仁港导演，这是我们

第二次合作，我在拍摄中真切地感受到

了攀登者的精神与力量。”王景春说。

在片中饰演登山队队长方五洲的吴

京，生活中就是一个“攀登者”，他曾攀登

过多座高山，但最终因为腿伤被医生告

知无法再进行强负荷的登山运动，“现实

生活中我可能无法攀上珠穆朗玛峰了，

在影片中的攀登也算是圆了我一个梦。”

海拔 5200 米的珠峰大本营的最后

一镜拍摄，让吴京圆了走近珠峰的梦。

他与张译、拉旺一道，冒着严寒、顶着高

反，吸着氧气在 5200 米海拔处为《攀登

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张译坦言，在 5200 米高处关机的

《攀登者》让他抵达了心灵上的新高度，

“或许从一开始这只是个任务，但是我

越深入就越感受到角色和影片带给我

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这次经

历，我可能不会到达现在的精神与心灵

上的高度。”

一向以“认真”著称的章子怡看到了

剧组所有演员尽心尽力的职业态度，“在

这一点上，我觉得《攀登者》中所有的演

员都应该是当下中国演员的榜样，而且

中国演员需要这样的精神：既然要做，就

要把它当成你的事业，把它当成你的创

作，把它当做一个你的艺术作品去完

成。所以我相信这部戏最终出来的成果

一定能够令大家欣喜。”章子怡说。

从小在藏区长大的作家阿来对于

高山与自然有着深厚的情感，“我在海

拔 3000 多米的山里长大，经常在五六

千米之间的高度活动。在这种地方

长大的人会想一些我们在低海拔地

区生活的人并不会思考的问题——

人和伟大的自然的关系，当我们周围

很少有伙伴、独自一人的时候，你自己

需要克服自我局限，在与自然的交流中

得到升华。”

阿来始终思考着自然与人的关系，

他希望从登山者的经历中找到答案。

终于，六七年前的一个机缘巧合，阿来

采访了 1960 年攀登珠峰的英雄王富

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攀登英雄

的事迹与阿来从小的生活体验遥相呼

应，一个关于攀登者的故事就这样在阿

来心中生根发芽，“我把这些故事都写

在了剧本中，以前大家都会期待‘文字

的力量’，这是我第一次期待看到自己

作品‘影像的力量’。”阿来说。

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双料得

主阿来的剧本为影片提供了扎实的故

事基础，也给了导演李仁港足够的信

心，“现场拍摄遇到工作人员受伤、天

气恶劣等很多困难，但大家也会感受

到几位登山英雄的斗志在极端环境中

体现出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振

奋。最终，这个戏的整体效果我觉得

可以。”

影片监制徐克曾跟随剧组去到

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指导影片最后一

镜的拍摄。面对一部改编自真实历史

的影片，《攀登者》最难的在于“说服力”

和“真实感”，徐克评价，“很感人，很有

说服力，这个戏都做到了”。

▶ 攀登者：
《攀登者》是一种永不止步的攀登精神

▶ 编剧阿来：
第一次期待看到自己作品“影像的力量”

▶ 主演章子怡：
《攀登者》所有演员都是当下中国演员的榜样

张乐平之子张慰军（左）来到《三毛流浪记》放映现场

国际电影人“跟着电影游上海”

（上接第1版）

领导与《攀登者》主创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