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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封神
三部曲》导演乌尔
善执导、改编自“巅
峰国漫”《一人之
下》的奇幻动作巨
制《异人之下》发布

“争夺炁体源流”版
预告和阵营版海
报。影片全片采用
IMAX 特制拍摄，
在IMAX影院将呈
现多出26%的更完
整画面内容，带给
观众更具冲击的视
听与沉浸的观影体
验。该片将于7月
26日全国上映。

电影《异人之

下》曝光预告片

在电影《异人
之下》的世界里，阵
营间的一切争端都
从被称为“术之尽
头”的“炁体源流”
开始。相传异人界
曾爆发过一场“异
人之乱”，八大神秘
功法“八奇技”的威
名自那之后响彻整
个异人界。张楚岚的爷爷张锡林便是当时唯一掌握“八奇技”之一“炁体源
流”之人，自那场动乱之后便同家人隐姓埋名。直至大二这年，爷爷张锡林的
尸体被盗，张楚岚“炁体源流”继承人的身份被公之于众，十多年的平静生活
被一朝打破……

预告中，在调查刨坟的“盗墓贼”时，张楚岚首次遇到冯宝宝。为了试探
张楚岚，冯宝宝“上铁锹”“引傀儡”，穷追猛打引张楚岚“施展一下”。为保全
性命、隐藏身份，张楚岚堪称能屈能伸的典范，实力演绎“打得过就打，打不过
就逃”，膝盖一软丝滑“认主”。除了冯宝宝，四大阵营其他异人也纷纷找上张
楚岚，示好、拉拢、欺骗、挑衅……十几年无人问津的“小透明”成了炙手可热、
被各方争抢的对象。面对敌友莫辨的各路异人，四面楚歌的张楚岚“插科打
诨张口就来”，“挨打认怂”毫不吝啬，被冯宝宝“赏铁锹”、被风莎燕“揍穿墙”、
被沈冲（冯绍峰 饰）“打飞”、被张灵玉“雷劈”都不在话下。此前曝光的画面
中，胡先煦“面对强敌”鞠躬哈腰、双手作揖，楚楚可怜的眼神写满了“求饶”，
将“岚式窝囊”表演得入木三分，网友纷纷调侃“仿佛看到张楚岚本岚”。

精心打磨 还原漫画名场面

预告中，诸多原著中被津津乐道的名场面依次呈现，“宝岚”墓地初照面、高
燃激战的阴阳五雷对决、惊险刺激的废弃工厂大战等场面纷纷打破次元壁而
来。然而，将这样的场景搬上大银幕却并非易事。为了让观众能够沉浸在这个
独特的国风异能世界，导演乌尔善花四年时间精心打磨，还原漫画名场面。

张楚岚与冯宝宝在墓地不同寻常的初见令人印象深刻，一草一木都与漫
画画风如出一辙，而这一场景的背后是美术组两个月的精心搭建。乌尔善表
示，由于是夜景戏份，为了完整控制各种所需的视觉元素和光影气氛，剧组选
择在摄影棚拍摄，并按照漫画1比1搭建起占地几百平方米的墓地、树林、山
路等场景。从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到坟坑里老树枝丫横生，从坟旁生长的苔
藓到被踩进土里的做旧纸钱，每一个漫画中的细节都被逼真地还原出来。胡
先煦直言，“从没见过这样宏大的搭景，感觉自己像在雨林，完全是模拟真实
的生态环境，太震撼了。”为了还原漫画中的张楚岚“雷劈傀儡”脱身的场景，
剧组更是制作出了雷劈过后地面的焦化灼烧质感，将漫画场面真实、可信地
呈现给大银幕观众。

大银幕上呈现漫画的无尽想象

为了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漫画中异能世界的光怪陆离，不仅是静态场景
制作精益求精，动态的异人对打也是还原漫画的拳拳到肉，直击爽点。预告
中，冯宝宝与夏禾（娜然 饰）的凌空过招令网友大呼“看得过瘾”，腾空而起后
在空中360°倒翻一圈，外加腿法进攻一气呵成。而为了呈现这些连贯飒爽
的对招，演员常常是“威亚不离身，一吊一整天”。据动作导演伍刚介绍，“反
重力”凌空对战的威亚戏难度极高，需要保持规定动作在空中旋转很多圈，其
中还有不少以头朝下的姿势旋转。

为了呈现冯宝宝夏禾大战的名场面，李宛妲、娜然两人都经过了半年时
间的全方位体能、武术与威亚训练。在实拍时，演员动作戏与摄影、灯光、机
械等多部门紧密配合，完成这一超现实画面的高难拍摄。李宛妲坦言，即便
训练了很久，这样的旋转打戏自己仍然“转吐了”，但吐过之后她依然咬牙坚
持了下来。不仅是她们，从制作到表演，《异人之下》在各个维度上克服难题，
将漫画中的无尽想象搬上大银幕。 来源：北京青年报

乌尔善新片改编自“巅峰国漫”
《一人之下》《异人之下》
把漫画名场面搬上大银幕

一部《玫瑰的故事》，不仅让亦舒作品改编成了热门题材方向，而且与
北京文旅跨界联动，更是成为京产影视与北京文旅的“活名片”。日前，围
绕该剧成功的创作经验，京产剧《玫瑰的故事》创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剧集话题火爆带动文旅消费

《玫瑰的故事》是2024“北京大视听”重点文艺精品项目，是北京市
广电局与朝阳区联合启动“拍摄服务朝阳先行计划”以来在京拍摄的
首部电视剧，在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播出后，多次位居中国视听大数
据CVB 同时段排名全频道第一，酷云直播收视率峰值超越《繁花》。

“北京文旅告诉你北京到底有谁在”等超过500个相关话题登上微博
热搜，主话题“玫瑰的故事”在微博累计阅读量达38.2亿，在抖音累计
视频播放量达381.9亿次，与40余个品牌实现商业合作，实现了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据介绍，剧中“北京到底有谁在”的台词被北京高校、各区文旅、高
科技企业等多个官方账号剪辑转发，国外一些城市也借此机会宣传文
旅。该剧在北京取景覆盖13个区112个点位，剧中出现的地标性点位
成为热门打卡地，剧中同款及联名的服装、饰品、咖啡、花卉、美妆等商
品更是被抢购一空。目前，《玫瑰的故事》被翻译成7种语言，将在全
球十余家平台播出。

主创投入真情实感塑造人物

《玫瑰的故事》制播方和主创代表在现场分享了作品创作的幕后
故事。编剧李潇表示，剧版创作都是先立人物后有故事，为此她翻阅
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希望按照人格发展的丰满和健全程度塑
造不同的人物”，并期望通过这部剧表达一个很朴素的想法，那就是

“人要勇敢地去付出爱、接受爱，要积极生活，不能惧怕受伤害，最重要
的是受过伤之后还可以再爱”。

该剧主角黄亦玫的饰演者刘亦菲认为，玫瑰之所以是玫瑰，很重
要的一点在于她的“刺”，“作为创作者我把这个‘刺’理解为她的变化
和不变。她的痛、她的坚持和叛逆，甚至可以说有疯狂的那一面。总
之，灵魂深处那些难以言表的东西都是她的‘刺’。既然这个‘刺’是从
她自己身体里长出来的，我觉得就是有说服力、有力量的。”她通过靠
近角色、学习人物来完成对黄亦玫的塑造，“我一直问自己，人物为什
么要这样生活而不是别样？我也一直对她的生活进行学习，她怎么去
拿笔、怎么拥抱爱人、怎么绝望、怎么坚强，我希望让这些人物的气息
和情绪流淌出来，因为我认为真情实感是最有力量的。”她直言自己在
看剧的时候也和普通观众一样，被人物鼓舞和激励着，“她不是一个平
面的完美的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在一段段感情和人生选
择中照见自己。如果说一本出色的小说是用文字描绘出世界和读者
交流，那演员就是用自己作为容器和载体，用感情的线和情绪的线和
观众交流，这很神奇。”

该剧制片人郑中莉透露，剧组之所以选择北京为《玫瑰的故事》主
要拍摄地，“主要是因为北京有一线大都市的现代气息，又有古都的浪
漫气质。为了呈现剧中爱情的桥段，我们结合剧情选择了多处北京地
标建筑，如后海、中国大饭店、北京钟鼓楼、鸟巢、798园区、首都机场
等，营造年代意境和氛围质感。”

实现京产影视精品突破创新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认为，《玫瑰的故事》是“北京
大视听”品牌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它表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城市，
有能力为世界奉献出有北京精气神的作品。该剧具有浓郁的北京情
调，是具备“京情文艺”鲜明特色的作品，具有当前社会变迁的认识价
值。在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卢蓉看来，该剧在“感情充沛
的背后有思想性的探索，表达了主创对当代女性人生价值和情感内涵
的一些主张，触及到当代女性深层次的情感空间”。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杰群认为，这是一部有立意
高度、有内容深度、有情感温度、有话题热度的优秀作品，不仅成功实
现了京产影视精品的突破创新，还成功做到了以文化促消费，值得后
续作品学习借鉴。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将着力为精品涌现营造良好的
生态，讲好新时代奋斗史；挖掘“影视+”深度价值，发挥剧作多重效益；
以首善凝聚温度，激发澎湃创作动能。 来源：北京日报

台词“出圈”引发文旅联动，
《玫瑰的故事》座谈会
研讨创作成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