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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一下，我率电影主创团队，迅速两次

前往敦煌勘察、定景。我们几乎走遍了莫高

窟大大小小的场所，登上了莫高窟四周方圆

几十里的一个个山头；我们似乎搭到了一位

位飞天的脉搏，听到了一尊尊塑像的心音。

我们更直接接触、体察到了几代敦煌人的坚

忍意志、人性光亮、科学态度、赤子情怀。

当然，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专业、规模

化的电影摄制投入和小成本经费之间的矛盾

等常常困扰着我们。但是，我们以“死磕”到

底的精神不言放弃，对剧情视野旷达又细节

考证的电影化研究、沪剧声腔表达的情景交

融、人物在现实环境中跌宕起伏的行为设定、

动线运维以及降本增效等等，都反复推演，力

求准确、到位。这样的努力，历经春夏，并在

全国文代会期间的京西宾馆顶楼茶室、敦煌

研究院的大小会议室、万米高空的东航班机

上，都留下了我们长时间讨论电影剧本、深化

创作方案的身影。我认定：“自找苦吃，方能

屹立；吃得苦中苦，方能出作品”。

就具体拍摄而言，整体的叙事开合、冲突

张弛和大量的心理细节刻画、情绪收放都是

导演必须掌控、拿捏的专业职能。我在整部

电影的分镜头创作前，结合剧本，又反复阅读

了关于樊锦诗先生的大量重要报道、书籍，多

次近距离观察她在敦煌的学术工作，并直接

对樊锦诗先生进行了两小时的录像专访，对

樊锦诗先生矢志不渝的信仰、洞穿高远的见

地、儒雅厚实的学术、守护国宝的坚毅和她多

次强调是常书鸿、段文杰等几代敦煌人前赴

后继、共同奋斗成果的表述，都有了刻骨铭

心、又如沐春风般的感受；我也再一次集中时

间详研了敦煌莫高窟的许多文字和厚厚的图

册，将它的前世今生作了梳理。从天老地荒、

浩如烟海的线索、事件中，对最新沪剧实景电

影的摄制要求“热运转、冷思考”，既防止水土

不服，也严防一些套路的“助攻”，确定了“虚

实范式自洽融绕，沪剧 · 电影双向奔赴”的总

体思路，并形成了“两次白发年华独白吟唱；

两程大漠旷野马车行旅；两场切骨情感泪流

满面；两段不同诱惑坚毅抗争；两轮大家小家

去留抉择；两项学术使命凛然担当”为重点镜

头刻画的“导演阐述”。

2020年9月20日，《敦煌女儿》在莫高窟

9层塔前正式开机。摄制组全体成员

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

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

神为镜，在整个拍摄期

间，以沙漠戈壁、莫高

窟为主场

景，与干裂、风沙、强烈温差为伴，在旷达、飞

沙走石和细微、凝练的多重不同空间运镜中，

用认真、虔诚之心，专业对专业，艰难抗艰难，

确保了沪剧风格在实景拍摄中更加闪亮，相

得益彰。

领衔主演茅善玉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体

力、精力消耗是最大的，常常天不亮就要起床

化妆、造型；连续拍摄超负荷病倒了，吞颗感

冒药后，又出现在了大漠深处的拍摄现场，一

直拍到天黑收镜结束。有一场当年爬上十余

米高、单支点“蜈蚣梯”进洞窟工作的戏，这对

有恐高症和体力较弱的茅善玉而言，形成了

没有退路的考验。为了内容的需要，她“倔

强”无比，竭力克服着体力和心理的压力，一

遍遍爬上爬下，咬牙坚持，出色完镜。她的整

体表演，有大开大合的情绪驾驭，又有细腻微

表情的层次感，其喜怒哀乐的跌宕张力与唱、

演声情并茂的穿透力，颇为传神。

全体参演的上海沪剧院同仁们，犹如一

支训练有素的“特种兵”部队，钱思剑、凌月

刚、吴争光等主演和其他演员们按照剧情要

求倾情沉浸“走心磨戏”，不演“行当”演人物，

力求将“演什么像什么”上升为“演什么是什

么”，彼此精诚团结，兢兢业业，满宫满调地投

身在《敦煌女儿》拍摄的每一个场景中。

我们摄制组调动了4K、8K、无人机、长短

多型号摇臂、微型和超大型照明装置，又有后

期前置内嵌全过程等系列最新电影科技、摄

制理念加持，也为影片注入了更强有力的心

跳。沪剧与电影的彼此相长，既饱满了现实，

又拓展、升华了意境，努力奉献出当代沪剧电

影新品相的美学醇香。

2022年国庆期间，《敦煌女儿》在上海享

有盛名的大光明电影院成功举行了全国首映

礼，赢得好评。一个月后，又获得了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戏曲电影”奖。在此次颁奖盛典

直播现场，金鸡奖评委会给出的获奖评语是：

“沪剧电影《敦煌女儿》以沪剧舞台剧和敦煌

实景为蓝本，在两个交错的叙事结构中，讲述

了樊锦诗先生坚守和保护敦煌文化五十余载

的风雨历程。影片用电影语言彰显戏曲的审

美优势，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的戏曲电影呈

现出了历史与美学的新境界，特授予最佳戏

曲电影奖”。这既是肯定，更是鞭策，我们必

须蹄疾步稳，继续前行。

而今，这部影片将于3月8日全国公映

了，期待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聆听这

穿越千年、来自大漠的深情召唤……

到大漠戈壁去，
到主人公历经半个多
世纪艰辛工作的洞、
窟、滩、崖现场去，实
现一次对沪剧，对电
影，对敦煌文化传承
的新塑……

敦煌的召唤
滕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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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善玉饰演的樊锦诗 刘海发摄

■演员攀高完成拍摄

■本文作者（右二）在指导拍摄中 刘海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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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个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

据东汉应劭注《汉书》记载：敦，大也；煌，盛

也。斗转星移，满载着中华文明的敦煌，用耸立

千年的博大精深，留下了流传百世的皇皇纪

录。她让前赴后继的考古学家们甘愿倾尽毕生

心血，寻觅着已逝去久远的蛛丝马迹；她也让历

代艺术家们在一次次流连忘返中，获得不竭的

滋养和创作灵感；她为天地立范式，为往圣继绝

学，是一个构成遥远，又穿越当代，连接着回望

和前行的归心之处。

为了这样的崇敬和向往，经过三年多的专

业努力，也克服了反反复复疫情起伏带来的各

种困难，最新拍摄的沪剧实景电影《敦煌女儿》

问世了。

曾记得，还在沪剧电影《敦煌女儿》酝酿阶

段，我手拿刚递到的电影剧本初稿，又浏览了一

本本、一册册敦煌莫高窟的史料、画集，对未来

意向中的大电影构成，做过一番彻夜的长考：

“宗旨不变，依然是‘戏曲为本，电影为用’。但

是，由于剧种不同、剧目不同、主体人物不同、表

演程式不同，因此，电影导演的叙事风格、空间

美学、场景构成、运镜方式须有所不同、有所

变。而就电影创作的本质而言，最大的不变也

许就是变。”

沪剧是隶属于上海、伴随着上海开埠、发

展一路走来的唯一本土剧种，有着鲜明的城市

节律和烟火气息。它的表演体系既有属于沪

剧特有的范式，但又不过度刻板、厚重，其叙

事性、歌唱性的声、情、字、味、表、养、象，审美

价值很高，韵味隽永。从某个角度而言，与当

下流行的音乐剧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谓之

为“上海音乐剧”。

紧紧抓住沪剧的这些现代特征，紧紧抓住

《敦煌女儿》剧本饱含鲜活的理想信仰和炙热的

现实主义表现力，深耕此剧种、此剧目的时代意

义，人物、事件的当下美学品质，必然引发我电

影创作的若干新考量，因为，未来要呈现的媒

介，毕竟是一部致敬当代精神奋斗史的大银幕

作品，须体现出既动人、精妙，又通透、大气的视

听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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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剧《敦煌女儿》是上海沪剧院“十年磨

一剑”的最新舞台成功之作。她讲述了今年

85岁的著名考古学家、杰出的共产党员、时代

楷模樊锦诗先生为研究、保护、弘扬中华文明

的瑰宝敦煌艺术，献了青春献终身，迄今依然

辛勤工作在敦煌第一线的真实、感人故事。

此剧起步阶段，上海沪剧院茅善玉院长

就率一行几十人奔赴数千公里外大漠戈壁的

敦煌“下生活”。演员们脚踏实地学做敦煌

人，情贴敦煌心，在浩如烟海的煌煌文化中

“吸氧”，在莫高窟变迁中近距离感悟主人公

于长期缺水没电、交通不便、生存条件十分艰

难的境遇下潜心学术研究，将“敦煌学”回归

中国的重大成果，以及面对商业大潮冲击，全

力顶住压力，完好保护敦煌瑰宝不受伤害、侵

蚀，并超前原创、建设高水准“数字敦煌”，将

敦煌文物“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无数令人

深深感佩的浩然举措。演职员们的足迹踏遍

旧日遗址、三危山陵园、九层塔前前后后的大

漠戈壁，还真正遇上了劈头盖脸、强烈袭来的

沙尘暴。后来，为了修改、提高剧作，上海沪

剧院的编剧、舞美、服化道和相关参演者又先

后7次去敦煌体验生活，并送戏到莫高窟一

线听取意见。这样的虔诚创作态度，难能可

贵，体现了上海沪剧院向敦煌精神致敬，一定

要创排、演好这部现实主义题材新作的决绝

之心。

当上海沪剧院和敦煌研究院慎重商议，

将此剧拍成大电影，并正式邀请我当导演时，

接受此任的我，在曾经长考的基础上，创作理

念再次秒回到“将电影的逻辑和运镜穿行在

沪剧的‘河流’中，把中华文明归结点，或曰重

启站的敦煌文化以及守护者们深埋于茫茫沙

漠中的信仰境界、行为举止、学术能量在真实

时空中绽放”的执念。

对此缘由的推助，首先来自以著名表演

艺术家丁是娥先生为代表的沪剧艺术源远流

长的现实主义创作特性，其鲜明的风格和成

功案例给了我电影拍摄走出舞台的底气；同

时，历经风霜、精神矍铄的女主人公樊锦诗先

生近60年人生经历、奉献精神给了我用电影

镜头真实刻画的渴望；而1600年历史的世界

文化珍宝敦煌也直接在我的眼前巍峨着，无

法不打动我：“努力避开常见的视觉样式，从

沪剧电影《敦煌女儿》拍摄的守正创新出发，

做一次新的突破，全方位到大漠戈壁去，到敦

煌去，到主人公历经半个多世纪艰辛工作的

洞、窟、滩、崖现场去拍摄，在不寻常、又生动

合理的当代沪剧电影、戏曲电影现实主义题

材、风格视听再造中，实现一次新塑”。

我的这一沪剧电影《敦煌女儿》创作理

念，得到了上海沪剧院、敦煌研究院、上海广

播电视台和上海新文化影视公司四家出品方

的高度赞同，并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的鼎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