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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出发》在今年暑期与
观众见面了。这部影片讲述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夕，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毛泽东
与学长萧子升徒步千里、深入
民间，探访世间万象与民生百
态的故事。他们从起始“把河
滩当床，蓝天当帐幔，月亮当
灯笼”的激情浪漫，到感受百
姓遭遇的困苦后变得迷茫，以
往的认知逐渐被颠覆，深受触
动的青年毛泽东开始在中国大
地上探寻救国救民的“大本大
源”之道。

我们的创作团队用 3 年时
间精心打磨剧本，4 次深入实
地采风调研。我们追溯毛泽东
当年的脚步，一个村子一个村
子地走，观察、体验、研究、
分析，然后想象、写作，力求
塑造一个真实、生动的青年毛
泽东形象，呈现一部具有中国
美学特征的电影。

很多人说 《出发》 像创新
的中国公路片。公路片是“二
战”后的美国因其发达的公路
系统从传统西部片中衍生而成
的电影类型片。但在浙江师范
大学的路演中，一位教师称

《出发》 是“山路片”，我们觉
得更加贴切。《出发》 没有公
路的画面，青年毛泽东和萧子
升用双脚行走在被儒家文化和
农耕社会习俗包裹的旧时代，
行走在山水之间，让心灵得到
洗礼，并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
深入思考。

观众认知一部电影的地域
属性，更多的是从方言、饮
食、服装、建筑等方面切入，
而不仅限于拍摄地点的景观展
示。这就要求电影主创团队在
拍摄地要有长期的本地化生活
经验。我们进入湖南的山区、
平原，沿着毛泽东当年的路
线，徒步走过那些狭窄而历史
悠长的古道，涉过深深浅浅的
溪流，想象当年毛泽东如何在
这里停驻、从这里经过，如何
与当地人交流。通过这些考
察，我们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
料，为剧本创作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
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环境，去展
现当时青年人的风貌，探寻伟
人的成长之路。我们根据历史
事实、题材的特点以及人物的
特性，构建了影片独特的视听
表达。

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毛
泽东的外貌形象大致有 3 种：
夹着油纸伞、穿着长衫的青年
人，身穿军装、头戴八角帽的
中年人和穿中山装或者大衣的
老年人。1917 年，毛泽东只有
24岁，这个年龄段的形象不太
经常在影视作品中出现。他年
轻时是什么样子？我们希望表
现即将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毕业的毛泽东，穿着更大众
化一些，更贴近观众对那个时
代普通人的认识和想象。基于
照片资料和社会调查，我们通
过海选的形式，经过各方论证
并达成共识，在 100 多位演员
中确定由罗泽楷饰演毛泽东，
他也是 2020年电影频道“青年
演员优选计划”候选演员。

在叙事上，我们基于历史
事实，没有过分戏剧化，力求
不失去真实感。我们不希望通
过虚构来增强戏剧性，将主人
公神化。影片的群演大部分不
是职业演员，而是在拍摄地现
找的。他们既是演员，也是影
片的二度创作者。他们长期生
活在当地，操着当地的方言，
遵从当地的习俗，对本地革命
先辈的理解更加深切、纯粹。
而主要演员自然真实的表演，
也使观众相信这群演员就是

“本地人”，进而更相信这个革
命历史故事。

这部影片用“水”的意象
贯穿全片，讲述了一段朴素的

“行走”，呈现了一部蕴含中国
哲学思想、具有中国美学特征
的诗意电影。

影片创作团队成员不少是
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师生，
中国美术学院倡导的山水“望
境”艺术理念，以及绘画的散
点视角对影片影像风格产生了
深刻影响。创作影片时，我们
往往会倾向于从造型、美学的
角度出发。创作过程中，我们
更多地采用中国山水画卷的方
式和长镜头语言来讲故事。影
片的取景地湖南长沙至益阳一
带多丘陵和平原，也有一部分

山地，丰沛的水汽与茂密的植
被使这里光线的变化十分丰
富，拍摄的影像多姿多彩。影
片展现了这种独特的地理和生
态学特征，而且色调是变化
的：起初饱和度较高，随着故
事的发展，饱和度逐渐降低，
最终转变为黑白，营造出类似
版画的效果。有些场面的大群
像，又具有强烈的雕塑感。

真实的山水教会了我们如
何创作。我们用摄影机寻找新
的角度，展现中国美学。在电
影的开头和结尾，故事像中国
山水画卷一样展开，从远景到
近景，逐渐揭示人物和事件。
影片没有使用很多特效，大部
分都是实拍镜头，这需要我们
脚踏实地，不时爬山、下水。
我们的摄影也会寻找动物视
角，例如蛇、青蛙等，它们既
是当地的物种，又是环境或者
说天地对人类活动的见证。这
样的摄影方式，让我们创作了
许多长镜头画面，以此展现场
景的全貌以及人物在其中的运
动和情感变化，这种手法与中
国山水画卷中的“游观”概念
相呼应，都是一种对空间和时
间连续性的探索。我们希望通
过这种独特的处理方式，让观
众感受到超越时空的中国美学
意蕴。

电影 《出发》 的结尾，是
一个以国画大师蒋兆和上世纪
40年代创作的 《流民图》 为灵
感的长镜头。青年毛泽东通过
这次游学接触到最贫苦的人
们，感受到他们承受的苦难。
影片最后，随着“出发”字幕
的 出 现 ， 毛 泽 东 说 ：“ 天 下
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
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
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
干 ， 谁 干 ？” 作 为 一 个 革 命
者，他正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
和信念。我们相信，通过影片
的叙述，观众感受到青年毛泽
东的一段心路历程，他对社会
和人生的深刻思考也带给观众
深深的启迪。

（作者系电影《出发》导演、
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教授）

“打开艺术之门——2024暑期
艺术节”目前正在北京中山公园音
乐堂举办。从7月5日到8月31日
的艺术节期间，60 多场演出、11
类艺术夏令营和 15 场主题互动公
益活动将让大朋友、小朋友感受
艺术的魅力。

今年是“打开艺术之门”连续
举办的第 31 年。北京保利紫禁城
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坚
说：“希望‘打开艺术之门’在孩子
们心中播撒下艺术的种子，慢慢生
根、发芽，开出鲜艳芬芳的艺术之
花，滋养孩子们的心灵世界。”

图为今年艺术节举办的丰富
活动。

今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共分五大
主题单元：

“中国精神 光影赓续”单元呈
现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中国精神、
厚植家国情怀的时代力作。其中，

《解密》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讲述
数学天才容金珍在隐蔽战线奋战一
生的故事；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出
发》 带领观众跟随青年毛泽东的游
学脚步行程千里，与百年前热血沸
腾的新青年展开一场跨时空对话；
舞剧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 将舞
剧表演场景、电影棚拍摄场景以及
现实城市景观等巧妙结合，以李白
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讲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事迹。

“中国故事 光影抒写”单元主
要是反映观众身边人、身边事的现
实题材作品。其中，《逆行人生》源
自真实采访，关注“外卖小哥”群
体，讲述主人公高志垒被公司辞
退，面对生活困境，选择成为一名
外卖员，最终走出人生低谷的故
事；《云边有个小卖部》以故乡为主
题，用温暖的故事赞颂亲情、爱情
与友情；《来福大酒店》围绕一家提
供陪看病、替取药、帮问诊等服务
的“病友之家”展开，体现普通人
的守望相助；《欢迎来到我身边》用
奇幻的方式展现友情和爱情的美好。

“中国美学 光影绘就”单元均
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创
新发展中国美学的“国潮”作品。
其中，动画电影 《白蛇：浮生》 是

《白蛇》系列第三部，延续前两部的
画风，让脍炙人口的“白蛇传”故
事再度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红
楼梦之金玉良缘》 用现代电影技术
精心打磨古典名著，带领观众重温
大观园里的悲欢离合；粤剧电影

《谯国夫人》 讲述“巾帼英雄第一
人”冼英维护国家统一的故事，用
光影艺术创新传承粤剧文化；动画
电影 《落凡尘》 与 《伞少女》 将中
国传统艺术元素融入唯美画面，展
现广阔的想象空间。

“中国创新 光影探索”单元汇聚
不懈寻求技术创新、着力打造全新视
听体验、体现中国电影工业化进步的
作品。其中，《传说》 大量运用人工
智能技术，首次“复原”重现成龙
27 岁时的风采；《异人之下》 采用
真人摹片动画结合人工智能的创作
方法，通过不同性格和能力的人物
之间的大战，呈现一个震撼人心的
奇幻世界。

“中国市场 全球共享”单元是
为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不同文化魅力
的国际影片。其中，《神偷奶爸 4》

《死侍与金刚狼》《加菲猫家族》 是
经典 IP 推出的新作；《寂静之地：
入侵日》《绝地战警：生死与共》

《龙卷风》 分别具有科幻、冒险、
动作元素，情节扣人心弦；《排球
少年！！垃圾场决战》《头脑特工队
2》《机器人之梦》 是风格多元的动
画电影。

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陆亮表
示，电影暑期档是电影的盛会。期
待各方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共同
打造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电影夏
天，延续中国电影市场红红火火的
态势。

发布会承办方电影频道有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暑期档，电影频
道“M 观影团”将联动全国 30 余
条院线，打造覆盖全国百座城市
的上万场观影活动。目前，一系
列精彩纷呈的电影首映路演宣传
活动正在全国陆续展开，将把观
影热潮带入千家万户。

近年来，“跟着影视去旅行”成
为新兴的旅游方式。从 《繁花》 让
昔日平静的黄河路变成上海“city
walk”的热门打卡点，到 《我的阿
勒泰》 热播让新疆阿勒泰地区旅游
业迅速火爆，都显示出影视作品正

在成为推动文旅融合、促进文旅消
费的重要力量。日前，《玫瑰的故
事》 中的一句台词“北京到底有谁
在”又成为全民热梗，不少文旅企
业趁机“蹭热度”，为自家做宣传，
剧中出现的一些北京景点也因剧集

的播出进一步走红，印证了影视作
品在旅游推广方面的潜力。

有热心观众为 《玫瑰的故事》
中出现的北京景点做了总结：剧中
有北京地标性建筑鸟巢、首都机
场、中国大饭店、国家大剧院；有
独具北京历史文化特色的鼓楼、明
城墙遗址公园、后海；有体现北京
现代艺术氛围的树美术馆、491 文
创园、798 艺术区，甚至还有坐落
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一个多元立
体的北京形象呈现在海内外观众面
前。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司马红认
为，《玫瑰的故事》 成功展示了北
京作为古都和现代都市的双重魅
力，也增强了城市的文化识别度和
吸引力。

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蕴含着多
元化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精彩的地
方故事、独特的地域文化，不仅让
观众沉浸在精彩的剧情中，还会激
发人们对电视剧同类场景的向往，

形成突破单一视听消费的“电视
剧+”效应。极具地域特色的建筑、
服饰、美食、风土人情为故事的发
生创造了极具想象的展现空间，从
而助力拍摄地的文旅经济发展，实
现影视和文旅的相互成就。

《玫瑰的故事》改编自香港女作
家亦舒的同名长篇小说，原作以香
港为背景，描写黄亦玫跨越 20余年
的成长故事与心路历程。在改编过
程中，故事被赋予了新的地域特
色，与北京的城市风貌和文化氛围
相结合，剧中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和
文化场所成为她情感发展和个人成
长的见证。同时，剧中对人与人之
间情感的细腻描绘和对都市生活的
深刻理解，也让观众感同身受，引
发他们的共鸣。文化和旅游部产业
发展司副司长马力说，这部剧凭借
真实的生活质感和温馨的情感表
达，带火北京取景地，拉动文旅消
费，体现了影视作品服务美好生
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
的新作为。

许多影视剧正通过“电视剧+”
效应，促进观众对剧中所在城市的
了解和兴趣，激发他们探索这座
城、体验当地文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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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解密》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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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
图③：《红楼梦之金玉良

缘》海报。
图④：《传说》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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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宣部电影局
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4
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
京举行。一大批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新片在
暑期档亮相，推动电影市场
火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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