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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向纵深推

进，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逐梦大湾区。正在江苏

卫视热播的《我们这十年》之《前海》，正是将镜头

对准了这片生机勃勃的创业热土。近日，《前海》

单元的导演刘雪松接受媒体采访，讲述了他在前

海的所见、所闻、所感。

叶舟的舟，
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舟

提到前海，刘雪松说得最多的便是“希望”。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单元剧，《前海》很难在四集

的体量中，讲述一个年轻人从一无所有到功成名

就的故事，会显得非常仓促。所以，在立项之初，
刘雪松便给《前海》定下了讲故事的基调。

主创团队的这点“小心思”，也反映在两位主
角的名字上。剧中，林一饰演的角色叫叶舟，是
一个怀揣梦想的中国香港青年。

“我对这个名字的解读就是‘轻舟已过万重
山’的舟，他的家庭、朋友不是全都支持他创业，甚
至创业伙伴都中途放弃了，这就像是‘猿声啼不
住’。但他最后坚持了下来，这一点非常可贵。”

“另一个角色项海，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早年
成功过也失败过，但内心的梦想始终没有磨灭，
我觉得他也是心有大海的。”

虽然《前海》只有四集，但全篇用电影化的语
言和剪辑手法，将剧中人物的成长、彷徨、纠结、

艰辛与温暖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在刘雪松看来，这两位主角身上那股向阳生

长的力量，恰恰是《前海》最打动人的地方。
“这个故事最终会结束在充满希望的时候，

而不是在成功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
都不应该沮丧，要永远心怀希望。”

剧本和演员，
都是开机前两天才敲定

如何在不算长的篇幅里，把故事讲深、讲透，
是所有单元剧导演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为此，

《前海》主创团队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据
刘雪松透露，开机之前，编剧初征在前海“梦工
厂”开展了将近四个月的采访与采风工作，整理
了近5万字的文字资料。“采风完了之后，我们决
定把剧本重新调整一下，只截取其中一个小点。
就像《我们这十年》所有单元的戏，都不可能用四
集讲述十年，只能找一个小的切口作为落脚点。”
刘雪松说道。

选题确定之后，下一步便是选角。由于《前
海》聚焦的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一定数量的中国香
港演员。但由于疫情防控需求，演员无法完全到
位。“后来我们知道罗嘉良老师定居北京了，就赶
紧向他发出了邀请。”除了罗嘉良，刘雪松透露，柯
蓝其实也是在最后两天才定下来的。同时，因为
剧情展现1997年的元朗和主角的家，并且同一个
场景要快速翻景到现代，场景还原难度非常大。
刘雪松回忆称，为了按时开机，美术道具组的工作
人员克服了佛山的台风天气，冒雨赶工，原本18天
的工期仅仅耗费11天便抢工完成。他感叹，正是
凭着这股精益求精、不畏挑战的干事精神，才成就
了《前海》这样一部精品力作。

记者 杨文杰 来源：北京青年报

“前海”打动人的不是“成功”而是“希望”

电影《老墙》是近期难得的一部展示当下城
市日常生活的好电影。古老敦实的城墙根儿下，
光影斑驳，收破烂的三轮车铃声穿透人间烟火，
与在空气中弥漫的石榴叫卖声比肩飘过。这声
音拂过护城河也拂过理发匠老林的花白耳鬓，伴
着他一天的热忱周到，回望夜间老城的灯火阑
珊；从声乐班学习归来的小曼从爸爸自行车横梁
上跳下来，像音符一样蹦蹦跳跳来到冷饮摊；城
墙根下的车声渐远，这显得冯家院内皮影戏演出
的宽音大嗓更加铿锵响亮……在电影院体验《老
墙》中日常的声音、景象与三家人过日子的事儿，
仿佛是自己的年华在老西安城墙根儿下斗转星
移地来回穿梭。

明德之美。在三家人的故事中，最见编剧和
导演功力的是老林收养憨儿的叙事。老林是城
墙根儿下一位老理发师，沉默寡言、善良自律。
他发现并收养了街坊遗弃的憨儿。憨儿患有自
闭症无法交流，老林将他领回家悉心照料，日子
过得穷苦，但却干净整洁、衣暖饭饱。不久，老林
的儿子林鑫服刑期满回到家，林鑫从不接受憨儿
到接受憨儿的过程，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始
料不及的是，编剧设置了一个场景——林鑫在屋
里质问父亲：“我小时候，你可曾这样照顾过我？”
老林掉头就往外走，然而却倚在门框停住了，泪
流满面沉默无语。此时我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回
味无穷的故事：渡人即为渡己，渡己乃为渡人：收
养憨儿是老林一个自赎的过程；与父亲和解也是
林鑫历经生活挫折之后的成长过程。场面调度

功力在这个场景中也可见一斑，景深镜头完整呈
现了这个破旧整洁的矮屋内景，老林站在内景与
外景交界处，导演恰当利用内外景明暗影调，以
纪实性的电影语言贴切地诠释了凡人生活。

恕人之美。小曼有极好的歌唱天赋，她最大
的幸福来自爸爸数年如一日不遗余力的支持与
培养。为了改善小曼学习声乐的条件，爸爸从事
业单位辞职下海，一个人默默承受生活的压力。
但是，最大的冲突恰恰还是来自于这对“完美父
女”——小曼拒绝了爸爸要求她给远在农村的爷
爷奶奶打电话“送温暖”的提议。这让从乡下步
入城市潮流中的爸爸非常恼火：当年走出“脸朝
黄土背朝天”的扬眉吐气与如今商海沉浮的如履
薄冰、荣光与自卑的促狭使得这团火越烧越大。
不仅父女之间的问题，而且夫妻之间、翁婿之间
多年压在心里的芥蒂也在此刻全面爆发。好在
老西安的夜雨送来清凉，家长里短的事也就点到
为止了，而爸爸骨子里西部农村的淳朴最是宝
贵。他为自己不堪重压的失态诚恳道歉，该扛起
的家庭责任笑闹过后继续扛起。一道清亮的晨
曦铺洒进来，老西安人对儿女的成全之心、老西
安儿女对父母的拳拳之心缓缓道来。

待客之美。老冯是一位传统皮影戏艺人，
他既制作皮影，又能够演皮影戏。在西安一所
大学担任外教的加拿大青年艾瑞克对秦腔怀
有浓厚的学习兴趣。他第一次拜访老冯，表现
出加拿大青年的直率与“横冲直入”，而老冯用
的则是沉稳的谢客方式。当艾瑞克在老冯善

意引导下表现出入乡随俗的尊重，老冯也随即
表现出待客的周到。老冯的孙子冯超正在上
大学，喜欢拉大提琴。老冯有过暗自感慨，但
是他并未左右过孙子对西洋乐器的热爱。同
住一座院儿，一楼大提琴圆润与磁性的声音时
不时也会窜上二层阁楼，与高昂激越的秦腔撞
个正怀。然而“弟子入则孝”的道理小西安懂
得，于是冯超提着大提琴，走过城墙根儿开发
新地盘去了。大提琴从老城墙古砖灰线的纹
理上掠过，这座老西安就像是被年轻人拨动的
琴弦，因年轻人的朝气和面向世界的眼光而古
今兼美。

《老墙》就是这样将日常生活的人情通过电
影化的语言来讲述。游刃有余的长镜头与大量
自然光的采用，有效控制了讲故事的节奏和生
活质感。这样一种既温厚又节制的情感结构，
须得有一定的文化自信与开阔心胸，以及“入乎
其内、出乎其外”的生活体验与艺术传达。在中
小成本的电影创作尝试中，青年导演马诗曼似
乎出手得卢，尤其是在文化的电影化表达方面，
得到了该片艺术指导张阿利等前辈电影人悉心
地传帮带。然而少壮功夫老始成，青年影人需
要更多的创作体验，现实主义电影需要像老一
辈电影人那样持久的社会观照，西部电影需要
更深入地将电影语言与在地文化的肌理融会。
希望更多的中国电影人熔古铸新，创作出反映
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

来源：中国艺术报

温厚的人情与文化的城——谈电影《老墙》的现实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