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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汁原味刻画潮汕家庭
生活图景的方言电影《带你去
见我妈》，1月5日晚在广州举
行首映礼。当天，影片导演蓝
鸿春携主演郑润奇、钟少贤、
郑 鹏 生 以 及 影 片 音 乐 总 监
——玩具船长乐队主唱李奕
瀚等，与观众分享影片台前幕
后的故事。影片将于今天在
全国上映。

《带你去见我妈》讲述了
一个潮汕妈妈从反对儿子跟

“外省女孩”相恋到最后为爱
改变自己的故事。影片 80%
在潮汕本土实地取景拍摄，
70%的对白为潮汕方言，细腻
地刻画了一个执着又柔软的
潮汕母亲，也展现了一个极
具 生 活 质 感 的 现 代 潮 汕 乡
村。

《带你去见我妈》是导演
蓝鸿春继潮汕方言电影《爸，
我一定行的》之后沉淀三年的
续作，主演郑润奇也两次参与
编剧并出演两部片中的“儿
子”。在《带你去见我妈》广州
首映礼上，不少观众赞美影片

“接地气”，导演蓝鸿春对此表
示：“我们是一个素人电影。

你们说的‘接地气’，可能跟我
们找了这群非常契合的演员
有关系——他们确实是用他
们的生命经验在表达。我们
这些演员身上都有很‘土’的
味道，因为我们就是在最‘土’
的地方找的他们，然后我们也
用了最‘土’的拍摄方法。”

他举例，片中的“爸爸”
“妈妈”经常会在拍戏间隙“唠
叨”出一些绝妙的段子，他们
听到了就会立刻改到剧本里，

“虽然总是改剧本会让整个制
片组很痛苦，但我们真的很珍
惜这些普通素人给我们的细
节，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真实
反映，我觉得比我们笔上写出
来的东西更珍贵”。

郑润奇也透露，片中饰演
自己女朋友的专业演员卢珊，

“给她几秒钟就可以哭出来，
但我不行”。他坦承，跟“爸
爸”“妈妈”对戏的时候，他会
觉得更轻松，“因为我们都是
很‘土’很‘土’的潮汕人”。

蓝鸿春说：“我们都相信，
只要我们把电影做得‘土’到
极致，它反而有可能就是‘洋
气’了。 ”

在粤剧领域奋斗了52年的著
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当天介
绍了其发起的《粤剧表演艺术大全》
之编纂情况。该编纂工程于2017
年9月正式启动，以图、文、音、像四
位一体的形式，记录粤剧表演艺术
的全貌。经过四年多努力，目前已
成功出版《做打卷》和《唱念卷》，其
中《做打卷》在2019年中国艺术研
究院举办的首届张庚戏曲学术提名
活动中以高票获奖。即将问世的
《音乐卷》则分“器乐篇”“锣鼓篇”
“曲牌篇”，融合了对无数珍贵资料
的挖掘和大量艺术家的努力，对已
失传上百年的官话大调等进行了演
唱示范。倪惠英表示，这些追根溯
源的工作，是对传统文化的“活化”，
也将夯实粤剧艺术的根本。

此外，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苏

春梅和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吴非
凡，当天也分享了各自的实践心
得。苏春梅近年参与创作了戏曲
音乐剧《一代天骄》《冼夫人》《妈
祖》。她强调，粤剧发展要“敢于
创新”，在保留粤剧传统韵味和表
演特色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推动粤
剧发展的方式和途径。致力推动

“粤剧进校园，学生进剧场”的吴
非凡则建议，要推动粤剧传承发
展，一要培养年轻观众，让更多孩
子心中生长粤剧艺术的“种子”；
二要加强粤剧课本剧的耕耘，打造
少儿原创粤剧作品。

活动中，李嘉宜、吴非凡、苏春
梅还分别演唱了粤曲《红豆最相
思》《荔枝颂》以及戏曲音乐剧《冼
夫人》“凯旋赞歌”选段，赢得在场
观众的满堂彩。

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
上，著名编剧述平谈创作：

1 月 4 日下午，
2021中国济南吴天
明青年电影高峰会
开幕。这次，著名编
剧述平在展映板块
带来了他的成名作、
张艺谋执导的《有话
好好说》。这二十多
年间，他还与姜文导
演合作了《太阳照常
升起》《让子弹飞》
《一步之遥》等话题
之作，而他编剧的
《赵先生》《无人区》
等作品也是好评不
断。接受羊城晚报
记者独家专访时，他
谈到了《有话好好
说》的创作、对编剧
职业的理解、围绕编
剧圈的争议以及对

影视行业的展
望。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拍电影，

都市喜剧电影《有话好好说》
改编自述平的短篇小说《晚报新
闻》，在张艺谋的导演生涯中，算
得上另类。该片讲述了青年赵小
帅对漂亮姑娘安红的疯狂追求，

“安红，我想你”更成为经典台词。
羊城晚报：通过这次展映活动

回看《有话好好说》，感触如何？
述平：因为参与了作品创作，

我看一些场景时会分心，想起了
很多创作时的东西，然后看着看
着脑海就脱离了剧情。这种一脚
门里、一脚门外的感觉是编剧身
份造成的。

羊城晚报：你印象最深的事是
什么？

述平：那时候，张艺谋刚导完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想要拍一
部城市片。我当时还在写小说，他
挺喜欢我的小说，就让我从长春到
北京，跟他聊故事。之前，我从来
没想过写剧本这事，没有这方面的
理想。这种入行方式并不是我选
择的，是被他生生给拽进来的。他
当时也不知道要拍什么，但买了我
三部小说版权，最后拍了一部。

羊城晚报：当时你是一个编剧
小白，为什么要用你？

述平：张艺谋愿意找作家来
聊事，是知道作家有从头创作作
品的习惯，而且对作品熟悉，知道
导演想深挖的内容是如何来的，
还能拾起一些在小说创作中舍弃

的材料，帮助导演挖掘
可能性。作家本身也

有 写 作 能
力，与导演
互相碰撞，

容易出东西。
羊城晚报：张艺谋是不是把你

“剥削”得挺惨的？
述平：他那不算剥削，算榨

取，翻来覆去地折腾。好几稿加
一起，我给他写了一共 90 多万
字，改了接近一年。他不知道往
哪儿走，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我
听他吆喝，拿我的稿来做实验。
我愿意把小说和剧本当成两个作
品看待，它们成形的时候，各是各
的，完全不一样。电影剧本可能
只用了小说的30%。

羊城晚报：没少吵架？
述平：很少吵架。我还是把

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恰当的，知道
导演是第一位的，自己要帮导演
抬轿。我很清楚，我说：“我不写
了，我要走！不跟你搞对象了！”
导演会马上说：“那你走，别干这
活儿呗！那就分手了呗！”良性合
作显然不能到那一步。

羊城晚报：做了快 30 年编剧，
现在应该轻车熟路了吧？

述平：说实话，我不太愿意改
别人的东西。我的重心是写小
说，现在也没必要写太多剧本，几
年写一部，对得起自己就行。如
果为了挣钱去当编剧的话，啥时
候是个头啊？我还是追求一种自
我满足，愿意编让我乐在其中的
故事，符合审美，干得舒服。我去
年写了一
个改编自
黑 泽 明
《战 国 英
豪》版 权
的 故 事 ，
应该今年
会上映。

更靠谱
“二度创作”比
“从零开始始””

述平与姜文合作的《太阳照常
升起》已成经典，他表示，这类作品
放到现在不一定会票房大卖，但足
以载入史册，毕竟，任何时代都需要
好内容。

羊城晚报：现在我们为什么很难
看到像《太阳照常升起》这类电影？

述平：资本逐利，更关注票房，
行业弥漫着商业味，这是电影产业
必然经历的阶段。但行业发展到一
定阶段，片方便不能用烂片糊弄观
众，往更高处走后，产业会慢慢形成
良性循环。现在行业已经开始转变
了，因为观众不傻，遇到不好的片就
会直接骂。

羊城晚报：但是对于一些文学性
较高的电影，观众还是不太买账？

述平：对。创作方和观影方，某
种程度上在玩一场游戏，在此过程中
慢慢磨合。一些影片如果想被更多人
看到，就会在“成长”中改变“样貌”，从

而跟观众达成某种契合。电影还是得
拍出来让观众看，如果是自说自话的
纯个人化电影，当然没人会看。

羊城晚报：《太阳照常升起》这种
片子放到现在，票房应该也不会高吧？

述平：肯定的。不过，一部好作
品不会因为票房而影响口碑。对创
作者而言，需要的不是票房回馈，而
是创作乐趣的回馈，口碑是获得成
就感的最重要指标。观众的讨论和
喜欢，会给我带来极大的满足感，我
能感觉被理解了，和观众打通了。

羊城晚报：现在电影人获得机会
是更难还是更容易？

述平：至少对于编剧而言，是越
来越简单。这年头，没有怀才不遇
的事。你在网络发剧本，只要是好
故事，就不怕人看不见、找不着。但
光有壮志和决心，光喊“我想拍电
影，想成名”没用。虽然影视圈是名
利场，但最终要看实力。

《南越宫词》喜
擒“金鸡”后，广州粤
剧界共商发展

传承粤剧，
既要溯源，也需创新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图/杨溥舜

在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广州参与出
品的4部电影获6项提名、3项大奖，创下历
史佳绩。其中，粤剧电影《南越宫词》喜提
“最佳戏曲片”大奖，体现了广州近年来推动
粤剧这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中华优秀
传统戏曲艺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的成效。

1月 6日，广州粤剧代表与电影行业精
英齐聚广州国际媒体港，共商如何更好地融
合粤剧与电影，讲好广州品牌故事，传承传
统文化。

近年来，广州深耕粤剧电影
领域，通过艺术与科技的融合，让
戏剧之美在大银幕上绽放。从
《传奇状元伦文叙》《白蛇传·情》
《刑场上的婚礼》到《南越宫词》，
粤剧电影连续四年在中国电影金
鸡奖获得“最佳戏曲片”提名，最
终凭《南越宫词》将该奖项收归囊
中。

粤剧电影《南越宫词》制片
人、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总监徐斌当天在发言时表示：“我
们最初拍粤剧电影没想过获奖，
而是为了让粤剧这一岭南文化的

瑰宝得到更好的传承。但粤剧电
影连续四年在金鸡奖获得提名，
这证明了粤剧文化的深度和广
度，以及‘广州出品’的品质。”

徐斌介绍，《南越宫词》在
2019年6月19日开机，“因为有欧
凯明这样早有电影表演经验的

‘老戏骨’带领，所以拍摄非常顺
利”。但影片在后期制作时却碰
到疫情，制作停滞了好久方才重
启，可谓“好事多磨”。

《南越宫词》的导演马崇杰和
男主角欧凯明通过视频表达了喜
悦之情。影片女主角李嘉宜则在

现场分享了自己首次“触电”的感
受：“戏曲是舞台的艺术，电影则
是镜头的艺术。在舞台上的演
绎，我会更注重程式化和舞台张
力的呈现；电影拍摄我则更注重
把握镜头分寸感，刻画人物的内
心。”她还表示，将以各位粤剧前
辈为榜样，“用情、用力讲好中国
故事，做德艺双馨的戏曲艺术
家”。

当天徐斌还介绍，由广州市
广播电视台和广州粤剧院等合作
的《睿王与庄妃》《范蠡献西施》等
粤剧电影也在后期制作中。

揭秘潮汕方言片
《带你去见我妈》：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B拍电影应该是“二度创作”

在影视作品创作过程
中，编剧的核心职能是创作
故事、安排情节，随着行业发
展，越来越多人跨界加入编
剧行列……他们真的适合
吗？述平担任多年编剧，从
未想过当导演，他还是相信，
专业的人该干专业的事。

羊城晚报：所以，《有话
好好说》的磨练，让你逐渐从
小说作者转变成了职业编剧？

述平：职业编剧要服从
于一个大目标，在局部范围
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太多
发挥空间。我不建议电影从
零开始创作。从零开始太厉
害了，要求你像伍迪·艾伦、
昆汀·塔伦蒂诺这样的导演，
本身就是擅长说故事的作
家。

羊城晚报：但伍迪·艾
伦、昆汀·塔伦蒂诺这种作家
型导演少之又少。

述平：我们采用的是导

演中心制。一些导演会觉得
他是第一位的，要参与创作
故事，改剧本甚至写剧本。
但不是所有导演都具备写好
剧本的能力。在我看来，导
演应该像一名组织者，找编
剧、摄像等，最后作好判断。
但没必要自己写剧本，那不
是他们的长项。所以，我希
望电影是“二度创作”。

羊城晚报：什么是“二度
创作”？

述平：主创拿到剧本时
已经有 50 分的内容了，题
材、人物关系、情节走向有
了，大的框架都在了。主创
在此基础上寻找真正需要的
内容，再生发一个新内容。
这比你从零开始，不知往哪
儿走要好。很多心气比较高
的导演，一上来就想创作一
个惊天动地、前无古人的故
事，这往往干不成事。

羊城晚报：这个时候就

需 要 一 位 编 剧 站 在 导 演 旁
边？

述平：导演要建立他的
电影世界，得从编剧那里拿
东西。但并非好导演、好编
剧都能合作。两个人最起码
要三观一致，跟谈恋爱一样，
契合度很重要。两个人要往
一个方向走，有呼吸感，不至
于谈一场戏，谈着谈着就谈
不动了。

羊城晚报：现在有很多
IP 作者参与到编剧环节，你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述平：IP 原本指版权内
容，但如今被一些人特指为
玄幻、穿越等网文小说，有些
版权甚至能卖到几千万元，
那是很多严肃文学 IP 望尘
莫及的。一个探险类的大IP
找过我，我回绝了。这些故
事离我的文学审美很远。我
没法深入到它们的世界，引
起共鸣。

得奖证明了粤剧的广度与深度

夯实粤剧根本，培养年轻观众

近年，编剧维权事件频
发：编剧和导演的署名权之
争，编剧和作家的原著改编
权、编审权之争等话题，屡屡
引发舆论关注。

羊城晚报：不少作品被
改编之后，原著党会对还原
度感到不满，你怎么看？

述平：这不是创作问题，
而是工业化生产的问题。编
剧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出资
方说了算，还原度的问题其
实怪不到编剧头上。当然，
编剧和资本关联不大，主要
还得跟导演聊。

羊城晚报：看了
烂片烂剧，很多网友

会骂现在编剧的入门门槛太
低，是不是真的很低？

述平：这可能是多人参
与影视工业流程的结果。即
便编剧写出来的东西有问题，
但也有自己的话语逻辑。如
果主创都参与修改作品，即便
所有人给的都是好意见，但放
在一起也很容易成为“四不
像”。妥协出来的结果，有时
不如编剧写的原版。

羊城晚报：现在不少编
剧会提出一些诉求，比如宣传
排位、版权争议等问题，有些
问题呼吁了很多年，有用吗？

述平：一方面，项目不在
你手上，你说了就不算。好

莱坞也是这样，资方买的是
编剧的创意。像 J.K. 罗琳这
样有足够大的名气的作家编
剧，才能拥有足够的话语
权。另一方面，也得看题
材。面对经典作品，资方也
不敢让编剧乱改；但对于一
些文学性较差的网文，编剧
肯定会改动较大。

羊城晚报：在你看来，这
几年编剧行业的整体素质是
整体提升了，还是下降了？

述平：整体提升了。近
年好多好剧、好电影都出自
年轻人之手。编剧素质整体
在滚动式地向前发展，这是
必然的。

土土到极致自然
洋洋

左起左起：：葛优葛优、、述平述平、、姜文姜文、、周润发周润发（（资料图资料图））

分享会嘉宾合影

《南越宫词》女主角李嘉宜粤剧表演艺术家苏春梅

素人剧组

述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