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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文娱

文体社会

让真实说话
《破晓东方》所展现的很多历史事件是人

们再熟悉不过的，如何将人人都知道的事拍

出新意？戏剧化处理和细节还原的真实至关

重要。

解放军进上海，头一夜睡马路，为避免将

这一史实展现得太过单薄，高希希设计了两

个细节——一个铅笔厂的上海女孩，早上从

家里出来，只见大街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士

兵。镜头跟随她匆忙的脚步，穿过弄堂、路过

铺面，依旧是那条熟悉的路，却仿佛走进了一

个崭新的世界。这是老百姓眼中，和解放军

的初次见面。另一个细节聚焦红色资本家荣

毅仁，解放军进城前一日他还怀着沮丧的心

情准备放弃一切带着家小出走，第二天早上

当他心烦意乱地骑着自行车游荡在街头，却

发现前一晚的战火轰鸣不知何时已变作早晨

的静谧，马路上躺满了解放军。这坚定了他

留下的信心，他相信这样的队伍、这样的政党

一定能带来一个新世界。

记得拍摄这两场戏的时候正值春寒料

峭，在横店的细雨蒙蒙中，800多名扮演解放

军战士的群众演员就穿着单衣躺在马路上，

湿冷湿冷的石板地，他们从早上6时开机，一

躺就是一天，直到晚上11时。这也让高希希

感动：“我们坚持真实和虚构的比例为7:3，是

因为相信真实的力量。艺术化的手法和戏剧

处理当然能够起到烘托和渲

染的作用，但真实本身会说话，这些史实无论

过多久，依旧能带来最深的感动。”

交最难答卷
上海解放初期面临的问题方方面面，比

如普通民众要吃饭、要工作，你要考虑如何恢

复生产，也要考虑如何让那么多老百姓吃饱

饭，甚至要安排垃圾清扫和处理。而百废待

兴之时，还要抗台风、抓敌特，和黑心资本家

斗智斗勇，如何把这座城市管理好，需要共产

党人的智慧和勇气。银元战、棉粮战、打击投

机分子……一次次不见硝烟却又艰险无比的

战斗，是一道道考题检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决

心。高希希说：“这一切历经艰辛都是为一座

城市的复苏、一个国家的新生，也为实践那份

承诺——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摧毁一个旧世

界，也有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

《破晓东方》对那段上海历史的展示，不

仅仅是上海的故事，也必然会引发全国人民

的共情。“我们从来都是全国一盘棋。上海解

放初期，全国各地给予了充分的支持，而新中

国成立后，上海逐渐复苏，它对各地经济建设

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高希希说：“无论是过去

还是现在，上海都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它既

是一扇展示中国的窗口，也是一座携手向前

的桥梁。” 本报记者 朱渊

“明年是谢晋导演一百周年

诞辰。电影是他的终生事业。

我们希望大家从看到这个空间

的第一眼，就可以遇见以谢晋导

演的生命印记所雕刻的电影元

素。”浙江、绍兴、上虞、谢塘、晋

生，距离上海180公里，是谢晋

故里，也是簇新的“晋生星片场”

所在地，一条实景铁轨在曾经的

虞北中心粮库延伸开去。谢塘

镇党委书记倪水乔向记者介绍

说，1895年12月28日，是世界

电影的诞生日，“经过与上海电

影博物馆一年半的合力打造，占

地15亩、由12幢建筑组成的‘晋

生星片场’今天起开启试运营。”

很谢塘，很活力
“谢晋故里”是谢塘的一张

金名片，如何让这一独具特色的

文化元素为乡村振兴带来生机

是重要课题。在“晋生星片场”

策划之初，倪水乔就对该项目寄

予厚望：“让文旅与农村生活、农

业发展产生实实在在的联系，让

老百姓真正享受到未来乡村的

幸福感与获得感。”为此，上海电

影博物馆的“移动博物馆”团队

紧紧围绕“谢晋故里”的品牌IP，

打造年轻化、时尚化、卡通化的

“谢晋”元素和电影元素，探索电

影文化与农业、旅游、商业等跨

界融合发展的新可能。

“移动博物馆”此次为“晋生

星片场”量身定制了8个功能各

不相同的电影主题空间，每一个

空间尽可能保留了建筑的历史

气息，又突出上虞当地的文化特

质。穿过火车“站台”，走进“谢

晋片场”，一边是谢塘五香干等

20余个来自谢塘、上虞的老字

号店招牌；一边是明黄色的“大

小李运动场”，整个空间趣味十

足，极易打卡。转身来到“1923

摄影棚”，沉浸式体验“东山迷

雾”谍报场景；而充满古韵的“楼台

会”场景，是基于上虞作为越剧之乡，

是梁祝爱情故事的发生地。

很谢晋，很电影
本次“移动博物馆”打造了

超过2200平米的展陈面积，是

“移动博物馆”实施五年多来，展

陈规模较大、主题较丰富的项

目。尤其可贵的是，整个空间以

谢晋作品为核心，又延伸至整个

电影艺术。

作为谢晋故里，“谢晋元素”

自然是整个空间的核心和灵

魂。“谢晋电影艺术馆”是谢晋电

影人生的展览展示空间；“谢晋

片场”是以模拟谢晋片场的概念

打造的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

“晋生书屋”将谢晋书柜装置作

为人文心脏，上海电影博物馆馆

长助理、策展总监王腾飞介绍

说：“谢晋10岁生日时，祖父从

上海给他买回来一套包含书柜

和书籍的‘小学生文库’，这些

书成为谢晋的启蒙读物，滋养着

他的艺术之梦。所以，当我们策

划‘晋生书屋’时，首先找到了这

个具有传承意味的书柜作为书

屋的灵魂。”

同时本次项目共展示了道

具类物品共计约7000件，内容

涵盖整个电影艺术。“在拍摄现

场摄影机是如何工作呢？这里

我们打造了迷你型的真实拍摄

现场，在拍摄场景外，摄影机、

监视器、场记板等现场工作所

需的拍摄工具，一一陈列。”在

“电影工场”，跟随现场讲解员

的指引，观众会发现自己“一不

小心”已经走进了摄影机的画

面里。

最吸引人的，要数“声临其

境”。不足10平米的小房间里

摆着六七件看似毫无关系的道

具，却能模拟出我们身边环境中

不同的声音。“比如这块薄薄的

铁板，轻轻摇一摇，大家听听是

什么声音？是雷声。还有这两

个圆筒，转一转，又是什么声

音？是的，一个哗啦哗啦是雨

声，一个刷刷的是风声。”年轻的

讲解员带着村民一起摆弄起桌上的

小道具，电影里鸟飞动翅膀的声音和

马蹄声让人忍不住一试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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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破晓东方》正在央视一套热播。荧屏上，
陈毅市长思考的是如何让上海540万老百姓吃饱饭？怎样在“战上
海”的同时，让这座城市歌照唱、舞照跳？荧屏外，导演高希希则需要
用细腻动人的艺术语言串起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以平凡人视角深
入街巷里弄还原上海解放初期的场景。
昨日，高希希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虽然很多真实事件了然于胸，

但在拍摄过程中还是会让他频频泪目。其中，让他最猝不及防的一
次流泪，是拍摄上海解放的那个清晨，当镜头追随着一个上海女孩奔
走在街巷里弄，看着疲惫不堪的战士睡在马路上，“百万雄师”就这样
悄然进城，“我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这，目룟떼퇝샡쒿

五年来，上海电影博物馆的移动博物馆，攀上过上海中心，走到了上

海爱乐乐团、徐家汇地铁文化长廊、上海美罗城艺 · SPACE、世博源、新场

古镇，也输出至山东省东营市、新疆哈密市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它始

终是因地制宜的、跨界融合的、有趣好玩的。上海电影博物馆执行馆长范

奕蓉表示：“自从提出‘电影博物 ·看世界的可能’这句品牌方向，上海电影

博物馆近年来角直在加大力度探索‘博物馆+’的创新形态，力求使电影

文化突破传统博物馆时、空、域的局限，让电影与更多的城市和小镇乡村

相遇，践行我们为百姓‘创造美好生活’的承诺。”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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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쿾뚫랽》照헕

■“星生星

场场”角뷇

步ퟅ짏몣얮몢뗄뷅늽，
看“师췲탛쪦”海짏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