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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你是我的春天》是一部

由中国影协指导拍摄，陈道明、黄

渤监制，张宏担任总制片人，饶晓

志、田羽生、董越、周楠、张弛执

导，周冬雨、王景春、黄晓明、潘斌

龙、宋佳等主演的抗疫题材影片，

讲述了疫情期间百姓群众相濡以

沫、报团取暖的感人故事。为更

好总结影片创作成就、分析影片

艺术特色，有关单位就策划要举

办影片《你是我的春天》创作研讨

会 ，最 终 确 定 的 时 间 是 6 月 24

日。不管从哪个方面说，笔者都

应该在北京中国电影家协会参加

《你是我的春天》观摩研讨会。但

因为离开北京去了成都，所以就

无 法 参 加 ，心 里 生 出 无 限 的 歉

意。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

好在峨眉电影集团调研期间，了

解到了《你是我的春天》拍摄中的

一些故事，有助于更多的人了解

电影拍摄中诸多貌似是“电影外

的故事”，但其实与电影息息相

关，甚至直接决定着影片拍摄的

顺利乃至生死存亡，因此有必要

分享给大家。

电影《你是我的春天》在武汉

和乐山两地取景拍摄，其中饶晓

志导演组于 2021 年 4 月在乐山取

景拍摄小朋友乐乐视角的绝大部

分镜头。

峨眉电影集团作为出品方之

一及拍摄所在地单位积极协调各

方拍摄工作。韩梅董事长亲赴乐

山拜访市政府、市委宣传部主要

领导，引起乐山高度重视，多次专

门组织市中区人民政府、市经信

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交通

局、市水文局、市商务局等部门负

责人召开电影拍摄工作协调会，

根 据 拍 摄 剧 组 需 求 进 行 专 题 研

究，明确相关协拍任务。

此次拍摄主要面临两个难点：

一是乐山大佛青衣江岷江大渡河

三江会流处前面的大坝取景（勘

景时为枯水季节，拍摄时已是春

江水暖，水位上涨一米余高），必

须控水，露出滩涂；二是乐山闹市

区叮咚街区、顺城街区和一号桥

封 桥 封 路 封 店 恢 复 2020 年 春 节

街景。

经多方努力，市经信局专程向

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争取支持，根

据沿线江河的流量、流速等水文

特征，精心测算，统筹相关水电站

的发电调度指令，并得到了国家

能源集团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瀑布沟水力发电总厂、中

国水电建设集团圣达水电有限公

司、四川圣达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等的配合支持，确保了三江大坝

在取景当日的水流量符合剧组拍

摄需求。取景当日，市委宣传部、

市经信局、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市水文局、市港航中心等安排专

人 密 切 关 注 三 江 会 流 处 水 位 情

况，安排救生船，与峨影制片组、

摄制组保持密切联系。

乐山市中区人民政府、乐山市

公安局、乐山市交通局、乐山市城

管局、乐山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等

提前告知群众闹市区封桥封路封

店协拍事宜，取景当日安排专人

全程协助，确保了取景拍摄的圆

满成功。

乐山电视台友情提供乐山疫

情防控相关视频资料；乐山市中

医医院提供疫情防控工作服；乐

山市教育局安排市实验小学的同

学出镜配合参演。取景当天，乐

山主流媒体主动宣传报道，在乐

山取景拍电影成为当地群众热议

的话题，大家都热切期盼电影能

早日与观众见面，能在电影上看

看家乡的美，讲讲医护工作者的

温情故事。

众所周知，很多影片在拍摄的

过程当中也会拍摄一个纪录片，

详细记录了影片拍摄的所有过程

及其细节。这些纪录片很多也都

可以转化为文字，通过记者采访、

创作人员自述以及专家访谈等方

式引发大众对于电影的关注，对

于电影的创作、生产和传播也是

大有裨益的。笔者特别想要强调

的是，电影是注意力经济，需要在

单位时间里吸引最大数量的观众

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关于影片拍

摄过程趣闻轶事尤其是“关键性

节点”的披露和分享，既有助于电

影项目的有效传播，引起广泛的

关注，同时让更多的人了解电影

拍摄的过程，进一步感知和认识

电影，从而进一步提高电影的欣

赏能力，激发走进电影院观看电

影的欲望和冲动。

电影创作和生产，必须以多层

次的表达方式最大限度去贴近社

会现实、贴近人民群众、贴近时代

步伐，将艺术创造向人民群众、向

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描绘

当下中国人民的奋斗之志、创造

之力、发展之果，努力实现源于人

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人民至

上的创作理念，全方位展现新时

代的精神气象，书写生生不息的

人民史诗，在更高的层面上生成

“人民美学”。《你是我的春天》就

是一部“人民美学”的影片，理应

得到观众和市场的追捧。

你是我的春天，我们都有人生

的春天！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电影《锦绣河山》是山西电影制

片厂（有限公司）秉持着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和厚重的故土情怀，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握时代

脉搏、聆听时代声音，聚焦“环境治

理”这一时代命题的最新力作。它

以“中北市”的转型发展与生态建设

为叙事起点，以个体发展与全局意

识的相互冲突与交流促进为情感助

力，用斑驳的光影和真挚的情怀建

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共

同体美学。该片既有现实主义风格

的恢宏大气和波澜壮阔，也有浪漫

主义美学的艺术细腻和情感书写，

在情节铺陈、形象塑造和影像传达

等方面都彰显了独特的审美范式。

小切口彰显大情怀

“文以载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自古以来秉持的文人情怀，而“电

影教化社会”是中国电影人始终坚

守的赤子之心。电影是映射社会的

镜子、展现民生的窗口；是时代步伐

的记录者，更是中国精神的弘扬者。

影片摒弃传统主旋律电影的政

治性叙事，而是打开治理“卧龙山”

的恶劣生态环境的小切口，寓宏大

的主流叙事内涵于微观的日常生活

美学，有感情、有节奏、有力量地展

现个体价值和社会责任。徐俊山和

侯大道都热爱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

土地，他们之间的对抗不是纯粹的

利益对峙，而是上升到理念层面的

观念冲突。在经历过现实考验后，

两人终于握手言和，国家利益和集

体利益成为唯一的行为法则，让原

本平凡的两人焕发出动人的英雄

光辉。

徐俊山多次提到“情怀”，这是

他个人的行动准则，也是影片着意

彰显的情感内涵。他迎难而上，一

心一意引水上山，以山养山；侯大道

突破认知局限，大局为重，与徐俊山

携手共建绿色家园；父辈们曾经“战

天斗地造梯田”，子辈们赓续精神

“绣河山”，影片中，“家”与“国”早已

密不可分，每个人“绣”的是美丽中

国，更是美好家园。

曾经的工业发展使城市经济实

现质的飞跃，随之而来的却是过度

开采导致的绿色植被破坏、矿产资

源枯竭等“副作用”。“中北市”是工

业生产的受益者，却也面临着生态

治理的大难题、产业转型的新挑

战。如何有效应对、凯歌而还？“新

时代的愚公，绣河山的勇士”们给出

了明确的答案，党员干部、企业家、

普通村民等用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党

中央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治理荒山、

引水上山、改善环境，齐心协力打造

富有地域特色的绿色生态屏障。

徐俊山等人用“耐心、严谨和一

丝不苟”的“绣花精神”来展现企业

家的社会责任感，把人生追求同国

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

合起来，顺应时代发展，勇于拼搏进

取，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写下

企业家精神的华彩篇章。周济川书

记、李副区长等党员干部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与企业家保持亲清政商

关系，为人民解忧，为企业家释惑，

主动提升服务意识和发展意识，永

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朝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

前进。

这部影片记录了“中北市”在进

行生态治理进程中的勠力同心，是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艺术化彰显，

是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发展道路的影像化呈现。它唤起观

众对过去岁月的集体记忆，那是开

采过度后的沟壑纵横；也唤起观众

对当下生活的美好希冀，那是生态

治理后的碧水蓝天。片中不同层面

的人物形象都值得精神礼赞，他们

敢于直视困境，勇于化解矛盾，深沉

地爱着这片热土，不是逃离而是守

护，不是放弃而是坚守，他们都是平

凡生活中的真正英雄。

多重身份闪现人物弧光

人物形象是故事情节的主体，

是真挚情感的载体，更是多重身份

与多面性格的复合体。真正深入

人心的人物刻画一定不是扁平的

“单面人”，而是充盈着人性魅力与

戏剧张力的“多面人”，是超越传统

认知的全新呈现，并伴随着成长阵

痛与自我蜕变。只有生动的人物

形象才能描绘出真实感人的人情

世界，才能谱写出动人心弦的情感

乐章，在故事讲述中润物无声地实

现故事与情感、个体与时代的完美

融合，构建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的人类命运发展史。

徐俊山是一名企业家，退伍后

经营企业，全心全意保障丽园小区

居民的冬季供热，兢兢业业、恪尽

职守，是优秀企业家的楷模；他是

一名军人，秉持“做企业虽然利益

第一，但也应该有担当”的信念，顶

着巨大压力承包山头、修复生态，

“军人出身打头阵”的神圣使命感

赋予他果敢坚定的行动力。这种

军人作风和军队化管理是生态治

理的切实保障，也是军人品质的鲜

明注脚；他也是一位丈夫，一位父

亲，将无声的爱化为真实可感的实

际行动，山花烂漫、碧水蓝天是最

温柔的浪漫。他克服重重困难并

兑现自己掷地有声的承诺，让卧龙

山的村民从心里知晓生态治理的

重要性，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立场不

同而引起的观念冲突。他和老厚

叔推心置腹聊家常，自掏腰包修缮

老房子，以“村里人”的身份拉近了

两人的关系，也在闲谈中感受到侯

大道不为人知的柔软的一面。能

力是行动的基础，情怀是成功的保

障，用心是解决问题的大智慧，真

诚是消除嫌隙的不二之法。

作为村支书的侯大道领着乡

亲们开煤窑、开公司，坚守村民公

约，坚持一心为公，得到村民们的

充分认可和拥护。除此之外，在他

身上还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孝”这

一传统美德，为了救病危的老父亲

切了一半的肝，用自己的方式为亲

人提供更优越的生活，尽管嗓门

大、脾气爆，可当褪去粗糙的行为

外衣，看到的却是善良的心地和柔

软的真汉子。这样多重身份和多

样性格让侯大道的人物形象更为

饱满、真实、可敬，成为深入人心、

富有生命力的鲜活的“人”。

矛盾冲突源于人物内心深处

的价值判断、利益取舍，而矛盾化

解则依赖自我成长和人性光芒。

侯大道与徐俊山的冲突不是狭隘

的利益纠葛，是因观念不同而产生

的行为分歧。他们在小区供暖问

题上发生过矛盾冲突，这个“心结”

表现出两人不同的行事风格，也为

之后的“争地盘”埋下伏笔。在治

理卧龙山生态环境过程中，侯大道

是徐俊山最大的阻力，从最初的暗

暗较劲上升到正面冲突，煽动村民

破坏、人为制造困难，偏执地认为

卧龙山不能交到“外人”手中。从

最初结下“梁子”、正面冲突，到携

手前行，正是人物情感“进化”的直

观体现。

老厚叔和侯大道父亲虽然在

影片中着墨不多，但恰恰是质朴农

民的典型代表。作为父辈，他们与

大山共生，亲眼见证过那片热土曾

经的辉煌，也目睹了满目疮痍的破

败，自己的生命与卧龙山的发展

“同频共振”。侯大道父亲虽居住

在物质条件富足的城市里，情感上

却不能舍弃朴实恬静的乡村生活，

他不时的“作闹”是对故土的思念，

更是有家难回的痛心，经常在怀里

抱着的、与城市格格不入的大公鸡

就是对当下生活进行的无声抗议。

明事理、通人情，是千千万万

中国人的写照。这些人物用不同

的声音合唱了一首幸福生活进行

曲，他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勾勒出美

好人性的剪影，浮光掠影却又惊鸿

一瞥，有情绪的起伏跌宕，也有自

我意识的发展成长，情感流动自然

真诚、感人至深，这些都成就了依

附于角色的人物弧光。

“中国好故事”的美学韵味

《锦绣河山》不仅传递出生态治

理的核心价值，还通过精湛的镜头

语言重现风景秀丽的壮美河山，浓

郁的艺术气息突破了“主题先行”的

桎梏，也弱化了说教宣传的刻板。

它用现实主义美学讲述平凡人物的

不凡故事，也用浪漫主义美学描绘

情感世界的动人感情。影片用张弛

有度、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讲述政

府支持下的生态治理。

徐俊山拿下最难啃的骨头，是

锦旗更是军令状。他在治理卧龙山

的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却没有一

丝一毫的退却，这些震撼人心的内

在力量外显于他穿梭在施工现场的

每一个特写中。他拥有着强烈的责

任感，在卧龙山的开发建设中，充分

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奉献精神，卸

下成功企业家的身份光环，与工友

们同吃同住，一起挖土、同种树苗。

他坚定而又自信的目光，是几十年

军旅生活的缩影。

影片在形式上还采用大远景、

长镜头、航拍等影像语言来营造真

实感。满脸的尘土、破败的房屋、泥

泞的道路、光秃的山头……这些颓

败之象逼真地回归历史原貌，每一

个镜头都是对过去现实的镜像话语

批判。借由倒叙手法回看过去，回

忆中没有层峦翠柏，只有漫天黄沙

和滚滚浓烟，让这座城市被暗色笼

罩。这几组镜头带来强烈的视觉冲

击，也给观众强烈的心理震撼。当

影片重现蓝天白云、群鸟飞翔，卧龙

山村民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绿色生态

的双向共赢。首尾呼应的闭环式叙

事结构，显示出政府环境治理的成

果，为观众展示生态修复之后的美

好图景。这与现实语境中环境治理

的稳步前行达成一致，绿水青山再

展笑颜，明月清风又入眼帘，经济发

展稳步带动，人民群众充分享受“绿

色”带来的红利。

明艳与灰暗的色调之间充满了

强烈的对比反差，成为影片中极为

重要的视觉语言。纪实性的“灰色”

为观众呈现出极为真实的过去，黄

沙席卷城市，黄土尘埃飞扬，雾霾的

天空显不出一丝蓝色，大面积的荒

山流露着毫无生机的绝望；但附着

浪漫情怀的“绿色”则为观众勾勒出

明媚灿烂的未来，鸟儿在湛蓝天空

飞翔，人们在红色的环形自行车道

上骑行，山上开满了生机盎然的樱

花，明媚的阳光温柔倾泻。正是在

这影像美学的一“扬”一“抑”间展示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电影不仅需要依靠视觉构建多

彩的影像世界，同时也要借助意象

来丰富画面的外延。意象被作者赋

予多重含义，丰富和延伸着电影的

叙事表达。在影片中，“樱花”这一

意象是电影当中浪漫主义美学的集

中体现。徐俊山曾经向母亲解释过

“樱花”的含义，并承诺带母亲去武

汉看最美的樱花，可惜诺言没能实

现，也成为他心中永远的遗憾。“樱”

字承载着徐俊山对女儿深沉的爱，

也是徐俊山对母亲永久的思念，满树

鲜花的物象意义与饱含深情的情感

寄托在影片中交相辉映，真正实现了

情景交融与物我合一。徐俊山把卧

龙山的满树樱花当作女儿出嫁的礼

物，他的父亲身份和社会责任在此得

以融合。“樱花”是祖孙三代的信念和

传承，充满着东方美学的韵味，浪漫

浓郁。中国人对于爱的表达从来不

是激情热烈，而是含蓄温柔，寓情于

景，将最深沉的爱注入到意象中，如

同影片中的“樱花”和“红梅”一样。

这是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文艺作品”，彰显了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用镜像语言

显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卓越成果，树立

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理

念。片中生动鲜活的人物群像、跨越

十年的时空交错、世代延续的精神传

承有力地描绘了一幅高歌前行的时

代画卷，展示了全市上下锲而不舍的

新时代愚公精神，颂扬了党员干部不

忘初心的久久为功，激励新时代的中

国人民更加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向

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勇毅前行。

（郝静静，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

授、编剧；刘玥玥，山西大学文学院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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