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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海市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专
题片》要拍的第一个项目
是“绵拳”，拍摄地选定“上
海兰桂坊绵拳武术俱乐
部”。作为该系列主题片
唯一的导演，张蒙舟已拍
了近60部作品。
张蒙舟的故事，有关

他个人，有关这座城市，有
关所有选择不躺平地生活
的人，有关每一个不愿碌
碌无为度日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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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热肠
前一阵，两个外地姑娘骑着自

行车被导航导上了南北高架的小

视频在抖音和很多视频号上火了，

视频里那个开车经过姑娘身边时，

放慢车速，摇下车窗，叮嘱她们小

心，要帮她们带路，保护她们下高

架的热心车主就是张蒙舟。

始终对人对事保持一种热情，

是可以支持一个人走很久的。

“这是个挺了不起的项目，不

是吗？”确实，一个项目，已坚持了十

四年，还在继续中，在这个快节奏

之下，不断翻篇的时代，殊为不易。

作为上海市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记录工程的重要组成项目，

这一系列专题片由上海市文化和

旅游局、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出

品。2009年，距离《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还有两

年，非遗热尚未兴起，当时的制片

人王小龙带上张蒙舟，带着任务去

嘉定考察。王小龙挺看好张蒙舟，

在他眼里，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

小伙子很会“自来卷”。还在大三

时，靠着一部自己用手持DV拍摄

的纪录片《法国人在上海》，张蒙舟

拿了好几个国内国际的纪录片类

奖项。“想要拍电影”是他很早就在

心中燃起的一束火苗。

非遗承载着城市的历史，维系

着文化的认同。所有的非遗串联

起来，能否拼凑出一个上海的文化

地图？怎么展现非遗的过去和现

在那些前辈和传承人所经历过的

种种？张蒙舟“不想简单地作为一

个交办的任务去完成”。他不愿意

只是简单地堆叠一些资料镜头，老

套地设计一些与匠人的问答，辅以

文字音乐，完成一个影视化的作

业。接到任务，他几乎有些兴奋，

觉得是一个机会，可以放手去“创

作”一把。他迅速调集起内外部的

各种资源，召集编剧、摄影、灯光、

服化道等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

“简称‘一大’。”

石氏伤科，是国内一大中医骨

伤科流派，殊不知创始人是从服务

镖局，治习武之人的跌打伤痛开始

的。在张蒙舟的拍摄计划中，不但

设置了故事情节，还要尊重历史，

还原清末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社会环境。采访时，黄浦区中心医

院的几位医生一下子被张蒙舟的

拍摄方案吸引，自告奋勇在片子中

出演角色。拍摄场地借在车墩影

视基地，为了还原不同时代的药

房，事先道具组粉刷墙面、挑选家

具、准备挂在墙上的招牌、字画。

服装、假发，所有细节都不含糊。

从镖局的戏开始，一直拍到现在，

当中还安排了黄豆豆的戏份。为

了节约成本，节省时间，不算路上

的时间，从凌晨五点一直拍到了第

二天上午十点，全程参与的医生们

禁不住对张蒙舟“吐槽”起来：“没

想到你们这么认真，‘上当’了呀。”

起初，张蒙舟并没想到自己会

和一个拍摄项目深度捆绑那么多

年。年复一年，制作团队以平均三

个月一集的速度，细火慢炖，从文

学剧本、专家讨论、拍摄脚本、现场

勘景、制片准备、拍摄、后期剪辑、

专家审核、局台审核到最终播出。

这样一部慢工出细活的大型纪录

片似乎与当下需要追求效益的媒

体平台有点格格不入，然而在相关

领导部门的支持下，《非遗系列片》

倔强地在成本范围内始终坚持着

高标准的质量和审美趣味，在“中

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百家电视

台电视文艺节目创优等评选中，为

上海非遗的传播打开了通路。

一片难求
因为疫情，“绵拳”这一集的

拍摄耽误了一些时间。而令张蒙

舟遗憾的是，万事俱备的时候，突

然传来了第三代传承人孙红喜去

世的消息。这些年，张蒙舟深知

作为承载着精湛技艺的代表性传

承人，每一位鲜活个体都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所在，但很多

传承人年事已高，非遗传承人抢

救性记录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浩

大工程。

结合传承人个人的生命史，用

立体的视角呈现了一个地域、一个

群体独特的文化历史和独特的非

物质创造，但并不是每个项目都有

传奇的故事线，14年，也并非没有

过倦怠，但张蒙舟还是逼迫自己尽

量寻找有意思的角度、有新鲜感的

表现手法来做结构的铺陈，完成镜

头的剪辑。14年，张蒙舟合作过

的摄影师、剪辑、制片换了好几轮，

只有他是铁打的营盘，从头跟到了

底。“孤勇”是一个人的孤单，值得

珍视的是坚持的勇气。

春节里，张蒙舟应一群素昧平

生的爷叔辈之邀，参加了他们的一

场聚会。这些爷叔都是资深的蟋

蟀迷，也是张蒙舟独立纪录片《一

将难求》的粉丝。

拍了那么多非遗项目，自然而

然地，张蒙舟对项目之外的非遗也

多了一份敏感。2014年，斗蟋蟀

入选了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小的一只

秋虫到底有什么魅力，玩蟋蟀的人

到底是谁？正如最早让年轻的张

蒙舟挣下自己的小小声名的纪录

片《法国人在上海》，一个突然失业

的法国人怎样在上海重新找到自

己的生活坐标？张蒙舟有一种敏

感，对城市，对城市人生活状态的

描摹，展现对人、关系、权力、社会

结构的观察。

把自己整个抛入被摄者们的

生活，是纪录片导演最常用的创作

手段。张蒙舟用上了自己所有的

业余时间，如同一种社会学的田

野调查，他自掏腰包，辗转山东、

河南、天津、杭州、上海等地，寻找

线索，花大量时间和蟋蟀迷交朋

友，最终，一个真实广阔的蟋蟀玩

家们的世界，为他打开了神秘的

门。影片从2014年在河南王楼乡

吴秀寨开始拍摄小门小户收蟋蟀

的第一个镜头，到2017年山东漕

河镇齐兵门头封镜，将杭州劳碌

命和天津二哥约定“南北对抗”赛

事的故事主线层层铺开，在镜头

下，人们看到蟋蟀只活三秋，它们

貌似是人类的玩物，但由于人心的

贪婪、失控，却无意间操控了斗蟋

蟀的人的命运。

《一将难求》斩获了英国爱丁

堡纪录片节最佳导演奖、瑞典斯德

哥尔摩独立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入围了美国、荷兰、法国、加拿大多

个独立电影节，更成了蟋蟀圈的

“神片”，似乎是张蒙舟追踪非遗之

外的意外收获。多少年过去了，张

蒙舟心中的那簇火苗依然燃烧着，

心中有火的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内心也会有纠结和矛盾，但更多的

是对开拓疆土的渴望。

“不嫌脏”
《一将难求》不是他业余时间

的唯一成果，在张蒙舟的电脑里，

还存着好几个曾经花了他不少心

思的“烂尾片”。复兴中路上的重

庆公寓曾经是李安拍《色 ·戒》时的

取景地，张蒙舟曾经带着摄像机回

到这栋小时候生活过的老建筑，敲

开过曾经的邻居家的门，但是拍摄

并不顺利，觉得自己像只没头苍

蝇，不知道从哪开始。他还曾单枪

匹马去过西藏，忍耐着巨大的高原

反应，吃住在牧民家，和天真质朴

的藏族小妹妹交朋友，骑着自行车

跟着小哥哥们去转山，结果差点丢

了车、丢了命。当他回到拉萨，终

于住进旅馆时，老板娘迫不及待地

要赶他去洗澡，他才意识到，原来

气味真的是会适应的。

去年，50岁的纪录片导演徐

童拿出了一部他在养老院做了一

年多义工后拍出来的影片。钦佩

前辈之余，张蒙舟翻出了自己二十

几岁时拍过的东海养老院。重新

翻检，电脑里这些当年在张蒙舟看

来“单调”“乏味”的素材，仿佛是一

颗颗海边被砂石蒙蔽的珍珠。当

时的年纪和阅历，不足以支撑他将

这些素材拼接起来，形成有自我观

念影响的“故事”和逻辑。但对于

故事，他从未失去旺盛的好奇心和

想要表达的欲望。

张蒙舟的微信签名是“不嫌

脏”，追逐梦想的路上，不能怕苦，

脏活累活都要干。简单的事情重

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我不知

道，这是不是也算一种非遗精神。”

执著于理想，纯粹于当下，万

物皆有裂痕，但那是光照进来的

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