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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

本报讯 8 月 12 日，第十二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电影

《哥，你好》的导演张栾、监制王韦

程，以及主演马丽、常远、黄允桐受

邀来到开幕式红毯现场。当天，主

演马丽身穿蓝色蛋糕裙别致惊艳，

导演张栾、监制王韦程及主演常远

则分别身穿黑色西装绅士亮相，主

演黄允桐一袭白色礼服同样吸人目

光。在采访环节，当被问到影片中

马丽与常远所饰演的角色关系时，

马丽表示：“我觉得这部戏特别好

笑，同时也特别感人，因为它讲述了

一个母爱的故事。”

《哥，你好》讲述了主人公小伍

（常远 饰）意外获得了穿越时空的

力量，并决定一举回到 80 年代去撮

合自己的妈妈大六（马丽 饰）跟爸

爸老伍（魏翔 饰）谈恋爱。在这个

过程中，父母年轻时的相遇相知因

他的到来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各种

花样百出的乌龙戏码也随着他的一

次次“读档重来”而上演！不仅亲生

爸妈突然开口叫自己“哥”，他还成

功变身为了父母的“爱情保安”，超

多“笑料爆表”的故事跟难以预料的

情节轮番出现，奇幻的喜剧设定令

人捧腹不止。

该片将于 2022 年内上映。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陈国星、拉华加执

导的新片《回西藏》于北京国际电影节

举行首映礼。据悉，《回西藏》入围北

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将参与九

大奖项的角逐。

首映礼现场，观众反响热烈，观

众纷纷表示该电影让观众沉浸式感

受西藏人民的生活。影片制片人纪

焕学、导演陈国星、拉华加，主演宋

洋、金巴，摄影师郭达明等主创嘉宾

来到首映现场并与北影节观众进行

映后交流。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表

示，《回西藏》这次作为中国的四部参

赛片之一，进入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第一次到西藏工作的老孔与

一个“见过世面”的藏人久美，从隔阂

到沟通，从工作搭档到生死之交，既有

两个人的友谊，更有两种文化环境、两

种生活方式、两种信念体系的和而不

同。没有通常的居高临下的救世奇

迹，也没有常见的所谓远地牧歌的猎

奇想象，生活流中是文化流、人性流、

友谊流的慢慢流淌。

“藏区外的‘现代先性’与藏区的

‘本地性’通过两个人物以及他们的经

历，完成了对话与信任，其实也是陈国

星导演与合作导演拉华加之间的艺术

交融。”尹鸿表示，这部影片既是少数

民族题材的突破，也是主旋律题材的

突破，不到最后，观众似乎很难意识到

这位“老孔”就是当年陈国星拍摄的那

位“孔繁森”。

据悉，《回西藏》根据真实人物改

编。第一次来到西藏工作的老孔，急

需一个翻译，机缘巧合下，找到了在内

地读过书的久美。两个人从互相矛盾

到彼此理解，最终成为了一生的朋

友。该片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山东

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北京爱奇艺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阿里巴巴影业文化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花花）

本报讯8 月 14 日下午，第 12 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宣传推广大使郭富城

以“全息影像”的方式，与在“中间影

院”展映的《麦路人》现场观众直接对

话，场面气氛非常热烈。《麦路人》是

本届北影节特别放映——光影浪潮，

香港电影新动力的影片之一。

《麦路人》取材自真实事件，讲述

了一群在生活中遇到困境的香港底

层民众在 24 小时快餐店相遇相知、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故事。郭富城

所饰演的角色阿博原是金融才俊，后

因投资失利使生活遭受重创，变成无

家可归的流浪汉。他告诉观众，自己

在片中体会到人生的高高低低、起起

伏伏。

负 责 此 次 直 播 的 工 作 人 员 介

绍道，此次郭富城的“全息影像”采

用一比一真人的方式。郭富城坐

在 一 张 凳 子 上 ，就 像 是 真 人 在 说

话，“就连声音都像是从全息影像

中发出来的。”

“出现”在现场的郭富城也非常

兴奋，一口气跟观众聊起将近一个小

时。他透露，演出《麦路人》期间，自

己几乎没有吃饭，就是为了保持饥饿

的状态，符合片中角色的需要。聊起

选择角色的条件，他说，“不重复角

色，就是我演戏的宗旨。”

现场互动环节，有观众向郭富城

提问，将来若成为导演会塑造何种角

色。郭富城“隔空”回答说，目前更享

受在幕前的演出，还会继续修炼自

己，他透露，自己会在 60 岁之前当一

次导演，“剧本都已经写好了，我当导

演，影片一定要有浓浓的感情，要感

动人，要有对人性的展示。”

目前，郭富城已经有《风再起

时》、《断网》、《扫毒 3》等 6 部新片等

着上映，其中《扫毒 3》中，他首次扮

演一个卧底的缉毒警察。

今年是香港回归 25 周年，第十二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邀请香港国

际电影节形象大使郭富城，担任本届

电影节宣传推广大使，他也因此成为

年度两个电影节的双大使。

（姬政鹏）

由朱凤娴执导，惠英红、吴岱融、

吴千语主演的最新作品《我的非凡父

母》近日亮相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

《我的非凡父母》聚焦于一个由视

障父母和他们视力健全的女儿所组成

的特殊家庭。随着女儿长大到青春

期，父母有一天成为了她生活和实现

绘画梦想的羁绊，然而羁绊的背后是

父母无法割舍的爱。

影片主演吴岱融是来自新加坡的

男演员，80 年代赴香港发展，曾与在

《绝代双骄》中饰演花无缺，近年在多

部电影中有精彩演出。《我的非凡父

母》中，吴岱融饰演盲人父亲朱国强一

角。他坦言，对很多演员来说，出演视

障人士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能使

用眼神交流，需要靠听觉、靠感受来

出演。

谈及角色，吴岱融表示，朱国强自

小失明，很多日常都需要依靠女儿，女

儿就是他的眼睛。但过度的依赖，造

成了女儿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空间，无

法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样的家庭纠纷

很普遍，很多人都希望从家人那里得

到更多东西，这会让家人喘不过气。

希望这部电影上映后，能带给观众一

些思考。”

饰演女儿朱芷欣的吴千语是新生

代香港女演员，17 岁便被黄百鸣选中

出演贺岁电影《开心魔法》，获得香港

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后续出演

多部叫好叫座的影片。

《我的非凡父母》改编自导演的真

实生活经历，吴千语饰演的角色，就是

导演本人。影片开拍前，吴千语与导

演进行了深入沟通，并以朱芷欣的身

份写了三个星期的日记，希望能够进

入角色的内心世界。

“朱芷欣是一个‘小叛逆’的孩子，

习惯了父母对她的依赖，但大部分时

间还是完成了父母的任务。”吴千语表

示，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视障父

母在雨夜中寻找朱芷欣。“当时没有我

的戏份，看到惠英红、吴岱融两位老师

的表演，我也感动到流泪。那一刻，我

认为不论是多叛逆的孩子，都可以和

父母和解了。”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影片，《我的非

凡父母》极富温度，对视障群体的关怀

体现了影片的社会责任感。

吴岱融表示，社会上一些人会

“排斥”视障人士，这是不对的。“拍

戏时，我们接触了很多真实的视障

人士，他们非常乐观、善良，对生活

充满了热情。当然，他们的生活中

会有很多不便，我们应当给予他们

更多的关怀。”

拍摄《我的非凡父母》是吴千语第

一次接触视障人士，她坦言，视障人士

非常愿意和大家聊天，也不希望大家

用异样的目光去看待他们。“希望这部

电影可以为视障人士发声，可以让社

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吴千语说。

本报讯 8 月 14 日下午，第十二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

元入围影片《追月》举办放映活动。

影片出品人胡智锋、导演乔梁和主演

何赛飞、娄宇健等主创亲临现场与到

场观众一同观影，并进行映后交流。

影片正式放映前，胡智锋与乔梁

向所有到场观众表示了欢迎，并期待

与各位观众在放映结束后围绕影片

展开交流。随后，灯光暗下，银幕亮

起，剧组主创，与观众一同踏上“人生

如戏，戏如人生”的情感之旅。

映后交流开始，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主创向观众分享了台前幕后的动

人故事。面对观众的深情表白，演员

何赛飞等主创更是难掩激动之情。

胡智锋表示最先打动他的是影

片中所展现困境——理想与现实的

纠葛。影片中的母亲是一位真挚的

艺术家，一位真正的戏痴，她将内心

所有的情感和理想聚焦在事业上，却

忽略了家庭和爱情。他认为《追月》

的巧妙之处，在于影片化解了理想与

现实的深刻纠葛。“这是新时代难得

的剧情，用‘中与和’的中国智慧完美

化解现实困境。”

乔梁提到在《追月》剧本的创作

过程中，他就意识到回忆对于本片的

重要性。“我思考过很多的处理方式，

最终选择用舞台的形式进行呈现。

这样的表现手法能够保证表演的准

确和叙事的连续、真实。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是他希望呈现的感觉”。他

表示因为小时候也是在后台长大，一

直梦想能够拍摄关于后台的电影，也

是因此一开始就被小说吸引。他第

一次和胡智锋聊到影片女主角的人

选时，两个人不谋而合，一致认为何

赛飞是戚老师的不二人选。

何赛飞则在回答问题前，表示自

己作为一个观众就非常喜欢这部影

片，在观影过程中更是数次落泪。她

认为导演的叙述方式、画面结构具有

鲜明的特点和风格，使影片能传达出

准确的情感。“事业和家庭是人生的

永恒命题，电影中所有人都没错，也

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这也是《追月》

打动我的地方。”面对观众的盛赞，何

赛飞更是以屈膝礼微笑回应，一来一

回，对于一部电影而言这是最真挚、

最动人也是最高的评价。

面对舞台表演和影视表演的区

别这一问题，同样在影视与越剧都有

优秀表现的娄宇健认为虽然两者是

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都需要演员去

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舞台因为表

现形式的原因，需要外化夸张的程式

的表演，而银幕则需要更内在真实的

表演，才能将中国人含蓄的情感更好

地传达出来，使观众共情。”

（姬政鹏）

“天坛奖”入围影片《回西藏》在京首映

舞台春秋演绎戏梦人生
“天坛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追月》举办观影活动

吴岱融、吴千语出演“非凡父女”

现实题材电影《我的非凡父母》亮相北影节

《哥，你好》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

郭富城“全息影像”现身与观众互动交流

《麦路人》北影节展映

本报讯 为更好地了解电影节与电

影人的共生关系，探索电影节如何完

成在电影市场的大众化转变等问题，8
月 15 日，以“从电影节走出的电影人

们”为主题的新浪潮论坛在第十二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本次论坛

由新浪娱乐和北京国际电影节联合主

办。在论坛上，电影《隐入尘烟》导演

李睿珺、电影《妈妈！》导演杨荔钠、电

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导演孔大山分别

结合自身的创作和实践经历讲述了他

们与电影节的故事。

李睿珺对鹿特丹电影节印象深

刻。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洪秀贤、

蔡明亮等众多知名电影人，每天在电

影院看各种电影。他说，“鹿特丹是一

个没有红毯的电影节。”它把第一次来

参加电影节的年轻导演全都安排在离

电影宫最近最好的酒店，以此来鼓励

年轻导演。

杨荔钠讲述了带着自己第二部作

品出现在莱比锡电影节的经历。她

说，“我第一次看到我的作品在大银幕

上被放大，看到我的作品被讨论，甚至

是被批评。”这让她真切体会到所做的

工作多么有意义。

对于孔大山来说，电影节为他提

供了很多奇妙的缘分。他在第一届平

遥电影展认识了现在的搭档——《宇

宙探索编辑部》的编剧和主演王一通、

摄影指导老马等人。今年带着这部电

影再回到第五届平遥电影展，让他感

慨良多。

电影创作需要面向市场，需要与

大众和市场达到某个平衡。杨荔钠认

为，电影创作要有团队，要有非常信任

的制片人、宣发公司、投资公司，依靠

他们的经验帮助电影进入市场，“在做

影片的时候，当你知道这不是一个很

任性可以做的艺术电影的时候，要站

在观众的角度去衡量，去考量怎么能

做好这部作品。”从另一种角度来说，

这也是一种产品思维。

孔大山则是一个专注自身创作的

导演。他的《宇宙探索编辑部》选择了

“软科幻”、伪纪录片这种市场稀缺的

题材，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注入“产品

思维”，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要赚大钱

的项目，完全就是抱着做公益，做慈善

的想法”顺势而为。剧本创作过程中，

郭帆导演给了他最大的自由，在一稿

二稿之前完全按照他的兴趣和喜好去

推进，后面给出的一些细化意见“也不

是针对市场，而是为了让作品更完整

和完善”。在忠于创作、打磨作品的过

程中，主创团队自发地、衷心地希望给

观众来带更好作品的初心，本身也是

产品思维的体现，这也让作品获得了

很好的反响。

李睿珺选择海清出演《隐入尘

烟》，并不是出于对票房或市场考量，

而是忠于创作本身，“如果要是行业的

考虑，其实就不拍《隐入尘烟》这样的

电影了，你让谁来演这样的电影，都不

是一个商业题材。”李睿珺导演提到，

海清曾在他的爱人生病时主动给予过

帮助，他一直想报答这个人情。彼时

海清在 FIRST 青年电影展上提到中年

女演员的困境，李睿珺导演刚刚完成

《隐入尘烟》的剧本，认为海清合适这

个角色，有足够的阅历，“我当时就尝

试问问海清老师，如果她同意就是她，

如果她不同意就全部用非职业演员”。

从电影节回到国内大众市场，从

小圈层的影评人、媒体到大众之间的

接受度，必然存在着差异化。三位导

演分享了他们对这些差异和转化的

看法。

李睿珺认为，做艺术电影，是一个

对话和交流的机制，创作者跟观众之

间是平等的交流。但纯粹的商业电

影，更多的是服务机制，要了解你的观

众是谁，要有产品思维、用户思维。他

呼吁市场上应该有更多不一样的文化

产品出现。

杨荔钠表示：“哪一种观众都是好

观众，因为他们够好，因为他们够挑

剔，或者他们更有期待，所以我觉得对

于电影人的标准，我们自己也要对自

己要求高一点。”

关于如何实现作者的表达和市场

偏好之间的平衡，孔大山导演认为，创

作的时候，保持作者的风格和大众的

接受度并不矛盾，因为所有创作和技

法都是为内容而服务的。

论坛上，三位导演还为电影行业

的新生力量给出了建议。

李睿珺介绍了初闯电影节的经

历，他认为，“对新人导演来说，创投是

一个好的方式，是帮你去检验作品的

方式。还有一个是拍短片，可以借助

发达的网络平台。”

杨荔钠也认为创投是给年轻创作

者的礼物。“现在创投平台非常多，尤

其是疫情之后，大环境更加艰难，所以

我认为年轻人完全可以投送所有的创

投。持续保持创作力还是会被看到

的。”

论坛最后，导演们作为从电影节

当中走出来的电影人肯定了电影节对

各自的重要意义。

李睿珺导演表示，文艺片在国内

的市场和观众群体是有局限性的，如

果电影有机会能去一个更好的电影

节，能帮片方拓展海外市场，就是帮他

多获得一些渠道。要尽力去开拓另外

一个可能性。孔大山导演也认为“电

影节对小体量的片子意义重大”。

（姬政鹏）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新浪潮论坛举行

聚焦“从电影节走出的电影人们”

左起：王韦程、马丽、张栾、黄允桐、常远

导演陈国星（右二）与观众交流

出品人胡智锋（右二）与观众互动

左起：李睿珺、杨荔钠、孔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