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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在

手的刁亦男、在导演、表演、编
剧、监制等各个工种上均有多

部代表作的徐峥、中国电影导
演协会会长李少红、捧走过金

爵奖杯又带着监制的新片《风
平浪静》杀入本届金爵奖官方

入选片单的黄渤⋯⋯台上最年

轻的吕星辰也在九年前就早早
获得过金爵奖“最佳女演员奖”

的殊荣。这些业已成名的资深
电影人，昨天下午齐聚“青年电

影沙龙”，只为了跟青年导演，
也跟这个蓬勃发展中的行业，

说说心里话。

好监制 很重要
刁亦男、徐峥、李少红、黄

渤一字排开，他们是上海国际

电影节电影创投项目、亚洲新
人奖等活动的常客，近年也都

担任过新人导演作品的监制。
刚一落座，李少红就亮明观点，

她说找到一个好监制是电影质

量和创作效益的保证。徐峥对
此非常认同，他觉得拍电影的

过程总会碰到很多问题，“刚入
行的导演很需要监制的辅助。

一部电影从前期开发到后期发
行，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长的

链条。对年轻导演来说，他非常

需要一个懂得制片流程同时又
理解他艺术追求的监制。”演

员、导演黄渤近年也当起了电
影监制，他发起的“HB+U”新导

演助力计划，就是希望为优秀
青年导演提供优质的平台和资

源。谈起为何要扶植年轻导演，

黄渤说：“因为扶植一个年轻导
演，就是等于扶植了一帮年轻电

影人。比如当年的宁浩，他们都
会慢慢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

监制好 不容易
与他们相比，刁亦男导演

说自己是吃吃饭喝喝酒提提剧

本意见，就“稀里糊涂”地给《平
原上的摩西》当了监制。“既然

做了监制，就要对剧本提一些

建设性的意见，但也不能以你

的角度来替代导演，还是要看

他是什么路数。”刁亦男其实几
乎跟完了这部电影近半的现场

拍摄，这期间这位新监制还得
出了不少经验，“又要照顾导演

的感受和自尊心，又要把有问
题的地方尽快指出来，这个分

寸不好拿捏。”经验丰富又“狡

黠”的徐峥说：“我觉得电影本
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产

品，一个真正的好监制，得知道
怎么跟每一个不同的年轻导演

去工作。我会准备一张表，你希
望监制帮你做哪些事情可以打

钩选择。”

听内心 不要急
“青年导演大部分都在经

历焦灼和失意的状态，毕竟获

奖的只有那几个人，我也经常
经历这样的时刻。”作为本届上

影节创投单元的评委会主席，
刁亦男恳切地鼓励那些怀揣梦

想却暂时失落彷徨的年轻人，

“来到创投寻求投资以外，更重
要的是，在这里有个思想交流

的平台和空间。”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新人导

演流露出急功近利来。徐峥直
言不讳地表示，当下很多年轻

人并不具备做导演的资格，“经
常会遇到一些年轻人，写了几

部剧本就想要当导演。但作为
导演来说，他在现场的时间根

本没待够，怎么协调工作都根

本不知道。”

首席记者 孙佳音

2020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 特别报道

记录不平常之中的日常
上影节金爵电影论坛听抗疫前线纪录片人说说心里话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人们在遭遇突
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之时，迎来了一个最不
平凡的新年。大年三十晚上，跟随着各地援

鄂医疗队奔赴前线的，还有一群扛着摄像
机的纪录片人。后来，他们或与医护人员在
救治一线共同经历生死搏斗；或记录下武
汉普通市民在不平常之中的日常。

昨天，这些纪录片人一同走进上海国
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分享他们在抗疫
前线的所见所感。

到风暴中心去
面对突发的疫情，新闻调查

记者出身的范士广，最本能的反

应就是“我要去新闻的中心，我
要去告诉大家那边到底发生了

什么样的事”。此前，由他任总
导演的纪录片《人间世》曾引发

过广泛的社会关注。在武汉近

一个月的时间里，包括导演范
士广在内共 13 人的摄制组采

访了上海援鄂医疗队的近百位
医务人员，记录着重症病房里

的生离死别。范士广说，那是一
段纯粹又珍贵的时光，“我们看

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守望

相助，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怀

念。”最终他们将逾三万分钟的
素材，剪辑成四集 160分钟的纪

录片《人间世·抗击疫情特别节
目》。今年 5月播出后，引起了热

烈反响，豆瓣评分高达9.4分。

沉入社区取材
作为获得过荷兰阿姆斯特

丹纪录片电影节大奖的资深纪

录片导演，范俭有过拍摄重大事
件纪录片的经验。不过，与 2008

年深入地震创伤第一现场不
同，这次 3月去武汉，范俭有意

选择“往后退一步”。“在疫情之

下，武汉人的生活日常是怎样
的？人的关系又如何被影响？我

选择去社区，这反而给了我更
大的空间。”

百步亭社区的三户人家最
终成为《被遗忘的春天》的主角：

蔡大姐迎回了新冠痊愈的老伴，
女儿为她补过生日，也庆祝父亲

出院；黄冲患肾癌已经三年，遇
到疫情去医院治疗变得困难重

重，他想好好活着；社区副书记
陈琦临危受命成为负责人，她没

日没夜地为社区服务，但遇到了
很多不理解，偶尔情绪失控朝儿

子发火⋯⋯人物细腻的情感、家

庭浓厚的关系以及疫情下的武

汉日常徐徐道来，镜头节制，却
叫人百感交集。

人人都在书写
与范俭和范士广的专业出

身不同，武汉小伙林晨用手机和

无人机拍摄创作的系列短视频
《武汉日记》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

纪录片，没有完整的故事线，还有
一些非常主观的自我介入，但他

在武汉“封城”后的第一个星期

里，为我们真实呈现了当时武汉
的超市、商圈、道路交通、医院等

情况。视频上传后，很快被人民日
报等大量转发，引来热议和追捧。

导演秦晓宇正在制作中的
全景式纪录片《余生一日》像一

束聚光灯，照耀出每个人的喜怒
哀乐。今年 2月 9日，在大象纪

录的号召下，许多人拿起手机、
相机或是摄像机，拍摄了自己独

处，或与家人、恋人、同事在一起
的生活片段，来共同完成这部影

像日记。最终，导演秦晓宇等主
创共收到了 3000多份投稿。“大

家突然觉得，原来我记录的生
活是有意义的，它就是历史本

身，原来我就是一个历史的书
写者。”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昨天的金爵论坛现场，有一

个人，有些特别。

导演竹内亮是地道的日本

人，他曾经为 NHK和东京电视
台拍过不少纪录片， 尽管这个

“中国女婿”2013年随妻子从日
本移居中国南京，但他带来的纪

录片《好久不见，武汉》预设观众

不仅有中国观众，还有日本乃至
全世界的观众，这使他在自己的

影片里总是不断在中文和日语

间切换表达。 竹内亮曾在微博写
下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我的

日本朋友对武汉有很多偏见。 我
作为住在中国的外国人， 作为纪

录片的导演，特别想去拍武汉，想
给全世界介绍真实的武汉。 ”

他与中国纪录片导演也有

相当默契的地方。竹内亮在微博
发起招募， 然后从一百多个报

名者选出了十个人和十个故

事。 中外导演面对这场至今肆
虐全球的疫情， 抛弃了跌宕起

伏的情节， 更多关注平凡个体
的真实感受。

感谢他们，用一个又一个或
无奈、或哀伤、或疼痛、或温暖的

生命故事，为我们拼出一个完整

的、立体的、真实的武汉，从凛冽
的冬天，一直到蓬勃的春天。

全民记录 □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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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峥
在
“青
年
电
影
沙
龙
”

电
影
﹃
老
人
﹄
来
﹃
青
年
沙
龙
﹄
干
什
么

手记记 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