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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特约记者 王止筠

专访《叶问4》导演叶伟信：

初心没有终结，传承就是使命

本报讯“第十届中国影协杯暨第

一届中国聿影计划推介之夜”日前

在广州举行。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

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广州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朱小燚，中国文联电

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勤，广

州市增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广

新力，资深电影人丁荫楠、张思涛、

芦苇、许还山、陶泽如等参加了推介

之夜。当晚，共有 10 部优秀的电影

编剧和 5 位优秀青年电影编剧获得

推介。

闫少非在致辞中表示：“编剧是

电影创作的第一生产力，电影文学

是增强中国电影文化原创力的支

柱。如今，电影从关注票房到更注

重内容生产，对创作主体的培养和

职业典范的树立，编剧成为电影产

业发展的关键。”

为提升编剧地位，提高剧本质

量，将电影文学的学术探讨和推选

活动经常化、制度化，中国电影家协

会从 2009 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

“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本评选活

动。十年来，“中国影协杯”共推选

出优秀电影剧作 82 部，推介电影编

剧 100 余人，对于弘扬新时期电影文

学创作的成绩和经验，建设一支优

秀的专业电影编剧队伍，进一步提

升电影创作水平，促进我国从电影

大国迈向电影强国，起到了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中国电影家协

会乃至中国文联的品牌活动之一。

中国青年电影编剧扶持计划 (简
称聿影计划)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创

办、财政部专项文化资金扶持、中国

文联重点支持的电影活动，旨在联

合业内主流制片机构，共同发掘、扶

持 45 岁以下有潜力的青年编剧。在

短短一个月内，首届聿影计划收集

到 300 余位青年编剧的报名，入围剧

本类型丰富，题材多样。经过组委

会初选有 40 名学员进入为期 5 天的

特训营，黄丹、周建东、陈国星、梅峰

等 8 位老师进行授课。

经过刘杰导演、中国电影编剧研

究院副院长孟中、暨南大学艺术学

院院长李学武、《电影艺术》执行主

编谭政等复审选委的评选，10 名学

员获得终审路演的机会。最终，由

芦苇、黄丹、陆川、梅峰、束焕五位知

名编剧导师和博纳影业集团高级副

总裁蒋德富、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电

影创作部主任唐科、腾讯影业副总

裁陈洪伟、阿里影业片方战略合作

负责人李路组成的终审选委选出五

佳青年电影编剧。这五佳青年编剧

将获得芦苇、黄丹、陆川、梅峰、束焕

等知名编剧一对一指导剧本创作的

机会，其项目将获得后期制作和器

材租赁的支持，符合要求的将与电

影投资制作机构签订创作协议。另

外 5 名入围聿影计划十强编剧是：宋

月、邵然、杨梦媛、张关关、李淑萍。

“第十届中国影协杯暨第一届聿

影计划推介之夜”由中国电影家协

会、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广州市

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

中心、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

会、中共广州市增城区委宣传部、北

京朗天中盛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活动致力于推介电影编剧，为

中国电影产业输送编剧人才。

另悉，第十届中国影协杯暨第一

届聿影计划推介之夜在广州举行，

将助力花城广州建设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心地，

打造“电影之都”。广州增城区抢抓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积极探索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充分

利用区位交通、生态人文、产业基础

等优势，以影视产业作为突破口，以

增城 1978 电影小镇为依托，努力打

造湾区级影视文旅特色小镇和影视

产业孵化基地，力争成为城市文化

综合实力出新出彩的重要承载地。

（木夕）

本报讯 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主

办，编剧帮和铜牛电影产业园协办

的 2019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年会日前

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余

名 新 老 会 员 欢 聚 一 堂 ，回 顾 学 会

2019 年工作，并就大家关心的行业

问题展开了讨论。

会上，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

艾克拜尔·米吉提作了年度工作报

告，重点汇报了 2019 年学会取得的

各项成果和财务报告。据介绍，近

年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不断加强行

业管理，服务会员，实施秘书处管

理，增补魏术学、王伊两位副秘书

长，积极维护编剧权益，加强剧作交

流和培训工作。

厉震林副会长宣读了为纪念新

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评选的 70 部电影

中的经典文学形象及编剧名单。谭

仲池副会长回忆了创作电影《袁隆

平》时编剧、导演、演员之间真挚的

情意。“只要我们懂得艺术是所有艺

术家共同努力结果的时候，对编剧

也好、导演也好，都应该尊重的。”

宋方金副会长表示，在宣传自己

的新作《热爱》期间，对“流量”的正

面作用产生了新的认识。不管是

“剧作中心制”也好，还是“编剧中心

制”也好，都需要编剧自己去努力争

取。要努力通过提升自身影响力来

捍卫编剧群体的整体利益。

余飞副会长围绕“视频革命链矢

反应中的编剧定位”作了主题演讲，

他认为 2019 年是行业发生变化的一

年，短视频等新兴平台大量占用观

众时间，编剧应注意到全新的播出

形式并主动参与良性竞争，不要被

时代淘汰。

著名导演江平动情呼吁同行们

践行“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中

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导演

黄军现场表示，“电影应该向戏剧看

齐，回归本体，要加强作品本身的文

学性。”

中宣部电影频道创作部主任唐

科在年会上向各位编剧们抛出了橄

榄枝，只要不违背基本法规原则，只

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时

欢迎大家把剧本递来合作。

会员代表编剧张冀分享了《中国

女排》的创作经验。谈及现实主义

的创作方法论上，他通过自己从二

传身上找寻创作灵感的例子，告诉

大家要善于从生活中“就地取材”。

另一位会员代表青年编剧、导演张

忠华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一名编剧的

导演之路，他的儿童题材电影《树上

有个好地方》恰好入围了今年的金

鸡奖。

会长王兴东提出，编剧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创作优

秀电影剧本为首要环节。要把深入

生活当作信仰，精品背后是精神，鼓

励大家以林杉、于敏、梁信、李凖、

张天民等老一辈剧作家为榜样，扎

根生活，深入实践，选好题材，讲好

故事，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除了给

出创作方面的建议，王兴东重点强

调了剧本版权的重要性，针对当下

存在的乱改剧本、宣传弱化编剧，海

报侵害编剧署名权等现象，提出了

批评。王兴东会长还表示，“剧本版

权是电影的命根子”，呼吁尊重编剧

权益。 （木夕）

2019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年会召开

关注行业热点 维护编剧权益

为儿子奔波学区的“叶师傅”

是个好爸爸

《中国电影报》：基于前三部的口

碑赞誉以及《叶问》系列作为十多年来

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最成功的功夫片品

牌之一，请问在《叶问4》中，您是如何

选择和取舍故事的？

叶伟信：《叶问 3》中，叶问的妻子

去世，从情感线的处理，我在《叶问 4》
延展出一个男人如何与青春期的儿子

相处的故事。尽管故事发生在 60 年

代，但我是希望拍出当下观众也有共

识的故事。为孩子找学区，是家长都

很重视的事。在我成长的时期，很多

家庭把小孩送到国外读书，尤其是处

于青春期叛逆、顽皮的孩子，家人希望

他们在国外能够得到锻炼和独立起

来，李小龙也是这样的。

“叶问去到美国会发生什么？”是

我们电影里虚构出来的情节，但我要

找到可能性去做出来，换个环境最重

要的是制造人物冲突，给出“打”的理

由——种族歧视和民族偏见。

《中国电影报》：《叶问》系列的核

心人物叶问，从第一部就定调为一个

新好男人形象。贯穿于叶问生命时间

的轴线，我们看到了他作为师傅、师

父、丈夫、父亲的阶段演绎。《叶问 4》

里，您拍叶问最后生命那段，是不是会

格外珍惜？因为不会再拍……

叶伟信：我觉得，不应为拍而拍。

如果不是让叶问离世，我也肯定会想

到点子继续拍下去（笑）。对于观众而

言，叶问的铁汉柔情是动容之处。对

现实的观照，是我们作为人能共情共

鸣的基础。这个项目，毕竟也走过十

二年，很感恩投资人对我的信任和团

队对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喜欢《叶

问》的观众，这一路来的陪伴，让我在

完结篇的准备上也很充分。

《中国电影报》：父亲对孩子爱的

表达，在这部戏中做得很饱满。两位

父亲最终都支持了孩子的喜好和选

择。请问，您认为的好父亲是怎样的？

叶伟信：没有标准的答案。父亲，

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挺身而出去保

护家人。孩子喜欢的父亲，就是好的

父亲吧。在《叶问4》里，父子情和父女

情的设计，是一组互文的关系——万

师傅的女儿认为叶问是个好爸爸，叶

问也从万若男身上更多理解了儿子。

《中国电影报》：李小龙,可以被视

为华语甚至世界功夫片的一个大IP,对

于这个人物出现在《叶问》系列电影

里，尤其是在《叶问4》里叶问为李小龙

的正名，是您的一种致敬吗？

叶伟信：我小时候看李小龙的电

影，感受最深的就是华人在海外遭遇

的歧视。历史上李小龙在美国参加

空手道比赛的真实经历是 1967年，我

把这部电影开篇设置在 1964年，是我

出生的年份，其实是将自己成长的感

受放在里面。最主要是李小龙的历

史影响力非常了得，改变了外国人怎

样看待中国人。我认为，他不仅仅是

个电影明星，他通过电影这个媒介把

我们的中国功夫和人文精神传播出

去了。

文艺的导演要给出“打”的理由

《中国电影报》：《叶问4》中，在叶

问和万宗华的咏春对战太极中加入

“地震”，让动作逻辑转换为人物逻辑，

似乎不符合传统功夫片的类型模式，

这样看似文艺的处理，是为什么？

叶伟信：在我自己的电影里，每场

“打”，除去套路、门派的表演张力，我

在处理的就是“为什么要打”。这场戏

“打”得其实还不够充分，既然需要找

理由让它停下来，那就没必要分胜负

了。

《中国电影报》：在剧本发展过程

中，有没有考虑李小龙和叶问同时联

手上阵的戏？或者有试想过平行蒙太

奇做他们两人的打戏？

叶伟信：从来没想过。也许有些

观众有这样的心理期待，但因为我自

己是有喜欢叶问、李小龙的角度，在我

的电影里，“跟谁为什么打”，才是我负

责的重点。

《中国电影报》：四部《叶问》，洪金

宝、袁和平分别担纲动作指导，跟他们

的合作，有什么异同？

叶伟信：咏春，也是《叶问》系列的

主角嘛。灵活迅猛的连拳，在四部不

同的情境场景中，需要“打”得过瘾漂

亮。这是大部分观众关注和期待《叶

问》系列的地方，而我从故事的构建、

剧本的发展上要给到动作指导需要处

理的理由。大哥（洪金宝）和八爷（袁

和平），是行尊级的人物，很开心和兴

奋能够有机会跟他们合作。八爷的风

格犀利，在动作完成上要求冲击力；大

哥既是演员，又是导演，他赋予动作演

员更多的表演张力和感染力。

《中国电影报》：中国功夫的辉煌，

似乎更多留存于历史的记录中。作为

十多年间拍了《叶问》系列功夫片的导

演，您自己有没有关注咏春的现状？

叶伟信：没有专门去关注这个问

题。我自己拍动作片，重点还是在故

事逻辑和细节处理。比如《叶问4》里，

叶问的出拳，需要符合人物暮年的身

心状态，比如“捏拳活动手关节”的细

节处理。

《中国电影报》：《叶问4》里，情感

把控丰富内敛、人物塑造到位精准。

您曾说“把《叶问》当成文艺片来拍”，

请问这部完结篇是您最满意的表达

吗？

叶伟信：我对每一部电影都有自

己喜欢的处理方法，但那仅仅是我当

时的想法。我一直是从过去的经验中

去修改、调整并搭建起与下一次的可

能性，不停去思考讲述故事、设计人物

以及人物行为的“理由”。如果这次的

效果还不错，对我以及未来的创作而

言，就是又多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而已。

《叶问》系列

不是叶伟信电影的唯一品牌

《中国电影报》：随着电影新市场

环境的变化，科幻、悬疑、动画等爆款

的登场，使得动作片的投拍风险和难

度更大了，请问您是如何坚守动作片

拍摄并取得成功的？《杀破狼》系列在

城市动作片方面，您做得也不错。

叶伟信：对我而言，我观看和拍动

作片的感受并没有变。相比较于动作

片的鼎盛时期，我也并不觉得以后就

不会有好看的动作片了。好比一道

菜，十年后还存在，主要看由谁在做这

道菜而已。观众和制作者肯定是有区

别的，也许我认为不好看的动作片，观

众觉得很好看。

好的动作片，需要好的动作演员，

甄子丹和电影里的叶问，是彼此成

就。遇到甄子丹，是我的幸运。我和

他也合作过《杀破狼》。

《中国电影报》：《叶问》、《窃听风

云》、《战狼》、《唐人街探案》、《绣春刀》

等系列品牌之作的成功，对中国电影

的类型化发展助力不小。在电影品牌

的维护、延续和创新方面，您自己有面

对市场和观众的压力吗？

叶伟信：《叶问4》时隔三年后才出

来，期间不是我不想拍。事实上，《叶

问4》的投资不比《叶问3》小，我没有刻

意想过有什么保障因素去做所谓的品

牌维护，老板愿意投资，我就拍。而

且，动作片的完成，需要一招一式、一

拳一脚，什么叫“创新”呢？我一直就

是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戏能否拍以及怎

样去拍。当然也会想是否会低于观众

的期待。

《中国电影报》：近年来，《流浪地

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片的热映，

引发了对“新主流大片”的热议。讲好

中国故事，已经不是刻意地去灌输爱

国主义情怀，民族英雄是更饱满的血

肉之躯。叶问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银

幕形象。请问对于“人类命运共同

体”，您在《叶问4:完结篇》中有什么思

考？

叶伟信：《叶问 4》里，海外华人面

对的种族歧视和欺凌，是历史上真实

存在的。“我们练武之人遇到不公义

的事就要站出来”，是《叶问》系列一

直延续的命题。你可以说它是历史

人物传记、或是“老友记”，其中细节

的考证或是虚构，我都尽力做到在故

事的逻辑上讲得通，人物的出现都立

得住，包括对对手的处理。对于叶

问，我没有把他处理为一个民族英

雄。当个体被赋予使命感，他在独特

环境和际遇中走出来，并能为社会和

他人承担责任，我觉得就是适合电影

的表达。

由叶伟信执导的《叶问》系列最后一部——《叶问4：完结篇》贺岁上映，首周

末票房超越3亿元，且取得较好的观众口碑。作为一个较为成功的国产电影系列

品牌，叶伟信是如何去延续叶问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如何去处理继承和创新，以

及平衡艺术表达和市场需求的？本报日前专访了导演叶伟信。

▶ 第十届中国影协杯年度十佳剧作：
韩家女，钟伟，文牧野：《我不是药神》

松太加，扎西达娃：《阿拉姜色》

冯骥，陈珠珠，林明杰：《红海行动》

李保罗，吴斌，贾大山：《村戏》

闻燕，莫争，徐加欣：《荒城纪》

郝国忱：《毡匠和他的女儿》

黄渤，张冀，郭俊立，查慕春，崔斯韦，邢爱娜，黄湛中：《一出好戏》

焦华静：《狗十三》

袁媛，何昕明，潘彧，安巍，刘若英：《后来的我们》

苏伦：《超时空同居》

▶ 第一届中国青年电影编剧扶持计划五佳编剧：
成姚《煤球是白的》

张琦《为虎作伥》

储金炜《孤墙》

荆丛嘉《黄雀》

陈丽羽《我们的秘密》

导演叶伟信（右）与主演甄子丹

张琦（中）、成姚（右二）领取荣誉

陈丽羽（左三）、荆丛嘉（左四）、储金炜（右三）领取荣誉

第十届中国影协杯
暨首届聿影计划推介广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