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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小镇
寻影岭南
2024山海计划作品正式开机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8月底，2024“向山海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以下简称
山海计划）入选项目陆续开机。青年导演们带领剧组奔赴粤港澳
各地，经过层层选拔而来的小镇故事即将逐一显影。

山海计划是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于2023年发起并主办，对海
内外优秀华人青年导演进行挖掘、孵化、选拔和培养的大型人才扶
持活动。2024山海计划以“回到小镇”为创作主题，希冀青年电影
人以中国小镇作为全新影像地标进行创作，让华语电影面向世界
的表达拥有更加多元和在地的呈现。

澳门、广州、深圳、佛山、清远、江门、湛江、揭阳、汕头……
2024山海计划的青年导演们早早就选好了各自的心水取景地。
透过他们的镜头，遍及粤港澳的更多新鲜宝藏地将得以发掘和展
示。岭南地区独有的人文和自然风光也将随着山海计划短片的问
世和放映，进入更广阔的观看视野。

2002 年的潮汕沿
海小镇，少年川川与小夏

每天有大把时间挥霍，他们
渴望得到真正的关注与尊重，

于是买了去往深圳的汽车票。长
日将尽，少年们漫无目的地消磨
着留在小镇的漫长的最后一天时
光……

陈嘉祥执导的《长日留痕》源于
导演在揭阳惠来县神泉镇的海边看
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少年，他们骑
着摩托沙滩飞驰或在岸边打闹，身
上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陈嘉祥对
他们的状态深深着迷。

之所以选择在神泉镇拍摄，是
因为这片土地不仅承载着导演个
人深厚的情感记忆，更是故事灵
魂得以完美呈现的绝佳舞台。这
里的海滩，见证了少年们无忧无
虑的欢笑与梦想；镇上的老街小
巷，每一处都散发着浓厚的生活
气息，让人仿佛穿越回那个纯真
无邪的年代。在这个充满浓郁潮
汕风情与独特海洋韵味的沿海小
镇，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
貌为影片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富
有诗意的背景。

《3门》讲述了一个关于足
球的故事：周立峰从小热爱足
球，却从未有机会在绿茵场一
展英姿。即将迈入 40 岁的他
遭遇中年危机，一次出差却让
他意外得到了一个圆儿时足
球梦的机会。

3 门，一般指足球队出场
顺位第三的守门员。通常情
况下，3 门这个角色几乎意味
着没有任何出场机会。但在
《3 门》这部短片中，一个中年
人将从看似没有任何机会的
处境中找到那个意外的机会。

导演胡峤说，从故事构思
一开始，他便决定将题材立足
于草根足球文化。自萌芽阶
段开始便是产业工人展示球
技舞台的佛山“西甲”联赛，成
为 胡 峤 重 要 的 创 作 灵 感 来
源。为此，《3 门》将在佛山三
水“西甲”的主场——云秀山
体育场和三水区当地的足球
训练场取景。

《鹈鹕出走之后》
的主要取景地是汕头市
的陈店镇。这里被誉为“中
国内衣名镇”，是中国最大的内
衣生产基地，拥有内衣生产的全产
业链条。曾有人这样描述：“拿着棉
花，就能在陈店做出一件内衣。”

《鹈鹕出走之后》的故事便在这
个独一无二的小镇发生。在片中的
陈店镇，一只从动物园意外出走的
鹈鹕成了小镇居民追踪的热点；与
此同时，在小镇的一家制衣厂里，一
首意外泄露的情诗成了全厂纷纷议
论的笑柄……

导演步京委透露，他曾通过网上
一篇文章认识了陈店镇。在他看来，
这个全国闻名的内衣小镇见证着潮
汕人的勤奋拼搏，也凝聚着潮汕本土
文化中关于家、责任和传承的智慧。
他惊叹，在陈店镇，工业化进程与传
统民俗景观如此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共同流淌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合力
构建起小镇的骨骼和脉络。

除了展现陈店镇的内衣产业
名片外，《鹈鹕出走之后》还将呈现
当地的“下山虎”民居、赛龙井、潮
汕工夫茶、潮汕美食，岭南特色建
筑与现代产业的在地性结合更将
成为片中一景。

《鹈鹕出走之后》
走进“中国内衣名镇”

导演：步京委
开机：8 月 26 日
地点：汕头陈店镇

《落水天，沉落去》
在广东寻找记忆中的河

导演：闭善益
开机：9 月 5 日
地点：广州花都区、佛山三水区

炎炎夏日，高考失利
的 阿 邓 在 六 叔 公 的 安 排
下，即将与“落榜同盟”乐队
在同学升学宴上演出。本想借
机展示失意者风采，排练却被
各种打断，失落烦躁的少年们
索性跑到河边消暑。

河流是《落水天，沉落去》
的重要意象，导演闭善益选择
在广佛交界寻找他脑海中的那
条河。他说：“我是在一个河边
的小村子出生长大的，河流对
我们小孩子来讲就是一个巨大
的游乐场。故乡、河流，夕阳下
的那一个个画面可能会变形，
也可能会被美化，但在我脑中
永远挥之不去。”

片中升学宴的演出舞台，
则将融入广州花都塱头古村的
建筑文化，摇滚乐队将为传统
的岭南祠堂和古戏台注入年轻
活力。此外，古村中的河边送
灯祈福等民俗也将在片中展
现。

《长日留痕》
潮汕海边的漫长一日

导演：陈嘉祥
开机：9 月 7 日
地点：揭阳惠来县神泉镇

《骤雨》是一个从女性感受
出发而创作的故事：23 岁的背
包客阿欣在汕头旅游时突遇暴
雨，无处可避的她被本地三轮
车夫阿德带回他老城区破旧的
家中避雨。阿欣对突如其来的
善意心存疑虑，在狭窄昏暗的
屋中，阿欣试图用手势和简单
的词汇与阿德交流，但沟通的
障碍让她愈发焦虑。导演陈志
霖说，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展现
人们在迷茫期的矛盾感和错位
感，以及依然坚定地寻找自我
的精神。

揭阳砲台镇是《骤雨》的主
要取景地。在陈志霖看来，砲
台镇的京北渡口朝西南方向，
晴天傍晚时分的天空会呈现美
丽的金黄色，这里正是女主人
公阿欣在旅行中经过的地方。
阿欣跟那些喜欢“打卡”的游客
不同，喜欢自己探索和寻找真
正在地的景观，因此镜头会随
着她慢慢走入汕头的老城区，
这也是她遇见三轮车夫阿德的
契机。

《骤雨》
发生在古镇渡口的

旅行故事

导演：陈志霖
开机：9 月 1 日
地点：揭阳砲台镇

《3门》
草根足球场作为人生舞台

导演：胡峤
开机：8 月 29 日
地点：佛山三水区

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男孩
吴子言和他的阿嬷在澳门相依
为命。因为平凡腼腆，他交不到
朋友，还被同学欺负。一天，他
收到一封远方寄来的情书，情书
中还附有美丽女孩马莉莉的照
片。很快，吴子言有个“女友”的
消息不胫而走……

在《你好，马莉莉》里，曾是
一座孤岛的男孩吴子言最终会
明白，大江大海都是连接在一起
的。这也是导演张迪的真实人
生体验，她的幼年时期在迁徙中
度过，渴望连接和害怕失去一度
是她人生中最大的矛盾。但最
终她明白，爱是一种永恒的存
在。

在影像上，张迪想要追求一
种朦胧的、青涩的质感。她将在
澳门和深圳取景，展现这里的街
道和海湾。深圳的盐田港将是
片中的重要意象，它象征着港
湾，也象征着窗口。

在导演张艺川
的理解里，小镇从来不
是城市的对立面，而是

“现代性的另一重变奏”。
在他的短片《炉底糍就是华夫
饼》中，故事的发生地——侨乡台
山便是这样一种存在。

故事中，女白领Linda回到阔
别十几年的家乡台山，本希望邂逅
故人，迎来的却是一场错位的相
逢。她与新识的小镇青年阿祖都
困在时间的泥潭里，两人一同踏上
这掺杂着食物气味的回忆之旅时，
路的尽头既是结束亦是新生……

当地的两种美食——炉底糍
和黄鳝饭，成为片中的重要元
素。炉底糍其实就是当年被华侨
带回的华夫饼，被加入了更多的
本地材料；而黄鳝饭则相反，它从
台山出发，最后远在美国落地生
根。两种食物都在流变中产生了
变化，而背后则体现了台山人对
人与空间关系的理解。

张艺川构建了一个只可能发
生在台山的故事，并将之称为“写
给台山的一封情书”。除了食物，
片中还将融入多个台山元素，如
骑楼、碉楼、侨建学校旧址等。

《你好，马莉莉》
南方海湾连接两岸深情

导演：张迪
开机：9 月 6 日
地点：澳门、深圳盐田区

《炉底糍就是华夫饼》
给侨乡台山写一封情书

导演：张艺川
开机：8 月 28 日
地点：江门台山

《雀尾》
在雨后的粤北茶园疗伤

导演：戴晓璐、牧明
开机：9 月 1 日
地点：清远

《雀尾》是一个关于分离
与生长的故事：雨季后的广东
茶园小镇，来了一位补习学校
的新义工小路。刚经历了一
场情感挫折的她，将在山里和
孩子们度过一个悲喜交加的
中秋节。

故事源于导演戴晓璐的
真实经历——曾经的她在结
束一段感情后，带着伤痛去山
里义教。她想为《雀尾》选择
一个拥有山区茶园的小镇，这
里自然分明，气象万千。女主
人公内心隐藏的伤痛，将通过
与外界的交流、连接与探索而
得到纾缓，这就是小镇所能给
予的力量 。

联合导演戴晓璐和牧明
在清远找到了这个地方。他
们透露，将在影片中展示当地
独特的人文和地理风貌。

《我看见了一只人鱼》（原
片名《鱼美人》）从海与人的故
事切入，围绕着亦真亦假的问
题展开一段寻访。影像自由
穿梭在陆地与海洋之间、村镇
与人群之间，以及历史和当下
的缝隙里。

你见过人鱼吗？导演王
鹏为与金添将影片设计为不
定性的实验影像和活动叙事，
在南海之滨的湛江全境展开
游走拍摄。创作者们将从沿
海到内陆，流动在城市街景、
码头鱼市、人文古村，全方位
重新侧写岭南古老与现代的
奇特风貌，呈现当地真实而亲
切、神秘而生动的风土人文、
民俗异闻。

从赤坎老街的古青石板
到徐闻古港的千帆之下，面具
石狗间流传的吟唱、抑或深水
潜游的海中魅影，都将在短片
影像中得以呈现。

《我看见了一只人鱼》
追访南海之滨的奇幻传说

导演：王鹏为、金添
开机：9 月 5 日
地点：湛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