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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布变身“华丽戏服”

“把剧本里抽象的文字变成视觉画
面，把导演脑子里‘千奇百怪’的场
景、道具、人物造型一一还原到现实。”
文念中说，这就是电影美术和造型指导
的使命与责任。

无论是林青霞在 《笑傲江湖》 中的
一袭红衣，还是张曼玉在 《花样年华》
中曼妙多姿的旗袍，或是电影 《梅艳
芳》 中一个角色 90 多套戏服……经典港
产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少不
了幕后造型指导的悉心打造。

文念中回忆起 10 余年前在拍摄电影
《黄金时代》时担任造型指导的往事。

电影里，萧红在地摊上买了衣料、金线
和铜扣子，自己做了一身衣服。她说道：“这
么一凑合不是成了一件上等衣服了吗？”

文念中说，起初设计萧红在戏中的
服装时，他很纳闷：置身动荡漂泊的大
时代，文人衣衫何以秀雅而讲究？

但在参读大量文献资料后，他才发
现，在那个年代，流离的文人“大多都
穿西装、打领带，或是手持风衣，很有

型，并不是想象中落魄的样子”。
在一家裁缝店里，面对五颜六色的崭

新布料，文念中一眼相中一块店家用来遮
盖东西的旧布。“布料的图案虽简单却不失
年代感，深沉的颜色又平添了几分质感。”

文念中坚持要裁缝手工缝制，“不能
有缝纫机半条车线”。一个月后，裁缝一
针一线缝出整件长衫，并以半月型金线
绣边，再配上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

“淘”到的旧金属纽扣。“真的有变成上
等衣服的感觉！”他说。

“一部电影各有分工，虽是幕后，但
当我们用心把幕前角色塑造鲜活了，内
心也能获得极大满足。”文念中说。

做生活的观察者

作为 20 世纪华语电影的先驱者，香
港电影的流金岁月成绩斐然，为广大影
迷津津乐道。这些成功的背后，除了那
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外，“默默无闻”的幕
后工作者也不可或缺。

“你说美术指导是一个常常被观众忽
略的角色，我反而觉得这是件好事。”在
文念中看来，观众看电影时，不应该一
下子就注意到电影中的服装、场景，而
应回归电影本身。

《花样年华》中的欲说还休、明暗氤氲，
《甜蜜蜜》中的温馨细腻、唯美优雅……经
典港产片往往有着让人过目不忘的美学风
格。电影美术指导负责的，便是电影带
来的这种视觉感受。

当被问到电影美术指导创作灵感从
何而来时，文念中脱口而出：“做生活的
观察者，现实就是最好的脚本。”

数年前，为了塑造电影里一个太太的
角色，文念中一连数日顶着烈日在尖沙咀
广东道寻觅灵感。在对几百张照片逐一分
析后，文念中总结出这个群体的特征：时
尚、显眼，名牌背包和款式独特的墨镜。

“于是我就从这几个角度去设计这个
角色的造型，让剧本中轻描淡写的角色
立体起来。”文念中说。

对此，香港资深服装造型设计师张
西美深有同感。“我经常会在搭港铁的时
候打量行人的穿着，并思考：他是谁？
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张西美说，有时看到路人的T恤两肩
处还有衣钩的痕迹，她便会猜测，这个
人应该是把洗好的T恤在衣架上晾干，才
穿上出门；看到路人衣服卷边了，她会
想：真好！又积累一个衣服做旧的素材。

“很多电影都是生活的另一种反映，
许多场景往往源自生活的碎片和细小的
观察，做这行最重要的就是用心感受生
活。”张西美说。

在祖国秀丽风光中吸取灵感

“记得当初制作完《花样年华》后，很
多人来问我墙纸在哪里买，旗袍在哪里
做……”文念中说，电影里苏丽珍身上不断
变化的旗袍，不仅起到烘托电影剧情和氛围
的作用，更展现了中国女性服饰文化之美。

“优秀的文化总是能打动观众。”在
他看来，电影是一种效果很好的文化输
出方式。经典港产片好看，不仅在于精
彩的故事情节，也有赖于其中蕴含的浓
厚中华文化元素。

除了旗袍，港产片中的中国风元素
不胜枚举：落地纱幔的书法屏风、空灵
高远的古琴雅乐、柔情侠骨的抚琴人、
翩若惊鸿的水袖舞、柔中带刚的太极

图、精妙绝伦的中国功夫……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文念

中说，自己积累中华文化灵感的最好方
式就是在幅员辽阔、风物各异的祖国大
地上“行万里路”。

数年前，在云南边陲小山村拍戏的
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高山深林
中，密云朵朵，远处可见耸立的山尖；
家鸡和火鸡沿着土路“漫步”，当地农民
沿路赶着大水牛，手里摇着铃，铃铛响
起低沉的嗡嗡声；当地居民很多是拉祜
族，说普通话时会带点方言腔……

“眼界大开，非常美、非常难忘。”
文念中说，相信这些经历未来都会化为
乍现的创作灵感。

多年前因拍摄电影 《滚滚红尘》，张
西美第一次去东北。“香港人没有经历过
那种寒冷天气，亲身体验过，我才知道
下雪天衣服应该怎么穿才暖和，才能给
角色设计出符合常理的服装。”

“内地资源真的很丰富。”张西美感
叹。她说，每一次领略祖国大好山河
时，她内心都能感受到极强的震撼，而
这些风光秀丽的景色也为擅长古装设计
的她提供了无限灵感。

近年来，随着香港与内地电影产业
不断融合，香港电影人获得了更大格局
和更广阔视野。

相信不断追求进步的香港电影人，
在融入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空间也
将越来越大——这是文念中与张西美共
同的期许。

（据新华社香港电）

“一路上，两岸同学心连心、手牵
手，用脚步丈量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用
镜头记录万里长城的壮阔风光，我们在长
城上收获友谊。”临别前，台湾世新大学
学生邵筱钧向大陆同学发出邀请，“期待
大家尽快来宝岛台湾参观交流。”

近日，“冀台同心·共赴未来”第五
届两岸未来媒体人河北长城文化采风暨
微视频大赛新闻交流活动在河北唐山圆
满落幕。为期一周的活动中，来自河北师
范大学、河北传媒学院、台湾世新大学等
两岸高校的40余名新闻影视专业师生共赴
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等地，感受
万里长城的无限风光，感悟长城文化的丰
厚内涵。

在位于唐山迁安的白羊峪长城，长城
守护员向两岸学生细致讲解了该段长城的
独特之处。“大家看，远处山峰上这座建
筑叫‘谎城’，它比一般的敌楼更大，但
实际驻守的兵力并不多，在整个防御体系
中起到了惑敌缓兵的作用，是现实版的

‘空城计’。”
“原来长城不仅仅是‘城墙’，还有这

么多的分类和作用”“老祖宗的智慧实在
是令人钦佩”“这里的每一块砖，都承载
着人们的家国情怀，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长
城上”……站在白羊峪长城顶峰，两岸学
生连连感叹。

作为本次活动的亮点，两岸学生还充
分发挥新闻影视方面的专长，组成 7 个

“跨海峡”拍摄制作团队，通过精巧的情
节设计，以微视频的形式传递出两岸青年
对长城文化的理解，展现两岸同胞割不断
的血脉情缘。

“来到大陆后我才发现，两岸之间竟
然这么相似”“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
人”……在微视频 《眼中的河北》 中，3
位台湾同学结合此行的所见所闻，讲述了
他们眼中的河北。参与视频创作的台湾世
新大学学生尹湘涵表示，视频以长城文化
为主线，展现了河北各地的风土人情，期

待能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这片土地。
台湾世新大学学生谢礎在微视频作品

《海水与海冰》中出演“男一号”，以第一
人称的叙事方式表达了对大陆的爱意与向
往。“大陆与台湾就像海水与海冰，海冰
源于海水，海水承载着海冰，并不断推动
海冰向前。”他说。

“我们的微视频作品 《湾耍日冀》 以
Vlog的形式，记录了两岸同学沿着长城游
历河北的点点滴滴。”河北师范大学学生
杜雨霏告诉记者，自己不仅在活动中精进
了拍摄、剪辑等专业技能，更收获了一份
跨越海峡的珍贵友谊。“期待着日后能一
起去台湾交流，在宝岛拍摄视频续集。”

活动结束前，两岸学生共同制作的
《归途》《北界跫音》《中华文化下的友谊
牵绊》 等 7部微视频作品还进行了现场展
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拍摄
长城的美景，更是在与长城进行对话，探
寻长城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河

北传媒学院学生吴霞表示，两岸青年有义
务弘扬长城文化，把蕴含其中的民族精
神、奋斗精神发扬光大。

据了解，两岸未来媒体人河北长城文
化采风新闻交流活动由河北省台办、河北
省教育厅共同主办。相关活动已成功举办
五届，是冀台两地新闻领域合作及青年互
动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活动期间，两岸
青年还到访大境门长城、金山岭长城和青
山关长城，并来到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
公园、承德避暑山庄、张家口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雪如意”等地参访，从历史、文
化、生态等多方面感受河北的发展与变迁。

作为本次活动的指导老师，河北师范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刘立洋十分乐见两
岸学生收获成长与友谊。“学校一直与台
湾教育界保持着密切交流与合作，期待两
岸青年媒体人发挥专业优势，携手弘扬我
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为两岸融合发展
贡献更大力量。”她说。

近日，2023粤港美育交流展演在广东省广州市蓓蕾剧院举行。来
自广州市乐贤坊小学、香港灵粮堂秀德小学、广东省廉江市和寮镇中
心小学 3所小学的师生一起交流才艺，通过弦乐、芭蕾、合唱、语言
艺术等艺术形式，展示美育成果，共享快乐暑假。

▲ 参演学生在进行芭蕾舞表演。
▼ 参演学生在进行弦乐表演。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本报北京电 “跃动京台 青出于
‘篮’”京台青年篮球友谊赛近日在国家
体育总局举重篮球馆举行。来自台湾
和北京的高校学生、青年篮球队队员
约110人参加比赛。

在2天赛程中，台湾师范大学、政
治大学、虎尾科技大学与首钢青年篮
球队、北控青年篮球队、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篮球队、在京台湾青年队和东
城区青年篮球队 8 支球队共进行了 12
场比赛，其中3支台湾球队的队员多是
首次来北京交流。

来自在京台湾青年篮球队的古馥
诚表示，很高兴可以在北京代表台湾
同胞参加比赛。“大陆朋友的技术很
好，我们会展现台湾球队小快灵的比
赛方式，与大陆朋友多多交流。”

北控青年篮球队队员、大陆青年
詹理为说，能够与台湾的传统篮球强
校队切磋交流，对队伍的成长很有帮
助。通过比赛，两岸青年从陌生到互
相了解，真正做到了“以球会友”。

此次京台青年篮球友谊赛活动由
北京市东城区台办、东城区体育局、
共青团东城区委共同主办，旨在以篮
球为媒，搭建北京和台湾高校学生体
育运动交流平台。中国篮球协会副主
席徐济成、北京首钢俱乐部篮球队队
长翟晓川等到现场为京台青年球员助
阵加油。翟晓川表示，京台青年篮球
友谊赛可以让两岸青年更好、更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希望大家赛出风格，
为各自的球队贡献力量。

赛事结束后，台湾青年学生还参
加了北京文化科技体验交流活动等。

▼ 篮球比赛现场。 主办方供图

香港电影“筑梦人”的幕后世界
黄茜恬

“常常听到有人问：电影美术师究竟是一群什么人？”香港电影美
术学会会长文念中说着，脸上露出笑容。

走进香港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馆，以“无中生有”为题的首个全
面阐述香港电影美术及服装造型的展览，将大众视线转至电影幕后。

“制作一部电影，正如盖一座房子——导演和编剧是描绘蓝图的设计
师，演员是宏伟气派的门面，庞大的美术和造型团队则是一砖一瓦将房子
垒砌成形的‘筑梦人’。”面对镜头，作为策展人之一的文念中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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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电影美术及服装造型展展出的
服饰。 香港特区政府旅游发展局供图

▲ 香港电影美术及服装造型展展出的
服饰。 香港特区政府旅游发展局供图

两岸青年在河北交流采风——

“我们在长城上收获友谊”
本报记者 金 晨 文/图

▲ 两岸青年在位于唐山市迁西县的青山关长城景区合影。▲ 两岸青年在位于唐山市迁西县的青山关长城景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