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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一部导演处女作背后，多少人在为理想护航
“上海出品”《第一次的离别》以三项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引发业界关注

第 32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揭晓在

即，一部“上海出品”引发了业界关注。

电影《第一次的离别》虽然是导演王

丽娜的处女作，但导演“资质”尚浅并不

影响作品拿下本届电影节国产新片展推

荐表彰奖， 更是早早揽得三项金鸡奖提

名：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导演处

女作。

该片第一次在厦门亮相，但稚嫩的

它早已在业界有了美誉，从柏林国际电

影节新生代单元、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

未来单元到上海国际电影节 “一带一

路”电影周，该片已在三个国际 A 类电

影节上获得奖项嘉许；同时，德国、阿联

酋、摩洛哥等海外电影节也纷纷授予其

各类“最佳”称号。

在业界看来，无论《第一次的离别》

最终能在金鸡奖收获几何，这部导演处

女作都值得被当成典型案例进行剖析。

它的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关乎创作者、

团队、机制对于创作理想的合力护航。

借孩子的眼睛，呈现一部
朴实无华又诗意无限的稀罕
电影

在近年中国电影作品谱系里 ，《第

一次的离别》是稀罕的———它是新疆少

数民族题材儿童电影。

影片对准了中国南疆 ， 拥有世界

上最大胡杨林的地方 ， 几个孩子生活

在此。 小男孩艾萨是家里第二个孩子，

除了上学， 还要帮着照顾生病的母亲。

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医生 ， 治愈

妈妈 ， 但越长大越烦恼 。 小女孩凯丽

是艾萨的玩伴 ， 她是个乐天派 ， 家里

的棉花田是女孩欢愉的小天地 。 凯丽

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秘密 ， 她害怕告别

小伙伴 ， 害怕告别她的小羊羔 。 导演

借孩子的眼睛 ， 重审了 “离别 ” 带来

的无名忧伤。

无论是镜头聚焦的地方，还是完全儿

童视角的讲述，《第一次的离别》都是近年

电影创作中的少数派。因而当大银幕上的

胡杨树缓缓落叶，在荒漠里与落日余晖构

成了一幅金色夕照图， 稀罕的电影之美，

已满足了“好看”的第一重需求。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

学院教授石川说，影片珍贵之处绝不止

于画面， 更在于朴实无华又诗意无限。

它既是儿童的 ，充满了童真童趣 ，也可

以让成人获得额外的感动和启示。 “但

同时，它又极简。 影片几乎没有涉及任

何复杂的社会性话题，仅从孩子们有限

的生活经验出发，把一些让成年人早已

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换个角度呈现在

银幕上。 ”

该片能一路收获海内外诸多电影

节青睐，真谛就是它开启了新的创作观

察角度，为习见之事赋予了新的意义。

给毕业生“做助理”，一个
团队布局艺术电影产业链的
决心初现

少数民族题材 ，难 ；儿童电影 ，难 。

想要挑战难上加难的，还是个零经验的

年轻人。 甚至，该片的出发点，不过是大

学生的准毕业作品。 影片出品方、上海

易腾影视的媒介负责人肖副球为记者

复盘该片的诞生。

时间拨回 2016 年， 导演秦晓宇向

社会招聘助理。 那会儿，他已凭纪录片

《我的诗篇》小有名气。 应聘者众，还在

中国传媒大学念书的王丽娜也在其中。

面试时，从小在南疆长大的年轻人提到

了自己用半年时间积累素材想要献给

家乡一部电影的想法。 秦晓宇捕捉到闪

烁其中的亮点，当晚就带着年轻人飞往

上海，与搭档吴飞跃商讨扶持事宜。

原想找助理的秦晓宇，拉上一个团

队为年轻导演“当助理”，故事也从一部

影片的创作，进展到了对一个年轻电影

理想的呵护。 这就难怪，初出茅庐的王

丽娜能邀来豪华制作班底：为该片掌镜

的李勇曾获得圣彼得堡电影节最高艺

术成就奖； 剪辑师是来自法国的马修，

与贾樟柯多次合作 ；配乐师文子 、调色

师洪文凯 、 声音设计师李丹枫也都有

“来头”，履历表上不乏 《白日焰火 》《刺

客聂隐娘》《嘉年华》等佳片。

配置完摄制组，易腾还投入一支成

熟的运营团队 ，为该片申报 “放映许可

证”，投报各类电影节，设计一条以小范

围点映打开受众局面的面世之路。 在金

鸡奖尘埃落定之前 ，出品方已为 《第一

次的离别》 制定了 2020 年全国院线公

映的计划 。 不仅 “扶上马 ”，更是 “陪到

底”；不仅走易腾熟悉的众筹点映路线，

更有志将影片推到商业院线，该公司布

局艺术电影产业链的决心，由此初现。

敢于做大艺术电影的“蛋
糕”，机制优势恰是最大底牌

对于许多忠实影迷，“易腾”的名号

不如“大象”那般响亮。 实际上，两者是

一家公司的一体多面。

影迷最熟悉的一面是近年来声名

鹊起的国内首家在影院点播电影的观

影社交平台 “大象点映”， 该平台 2016

年底上线，三年来依靠互联网“链接”了

超过 3000 位发起人，为约 30 万人次的

观众找到好电影。 《我只认识你》《村戏》

《冥王星时刻》 等一系列原本无望进入

院线的电影，经由大象点映的众筹点映

模式，陆续和观众在影院见面。

“易腾 ”的第二面是电影出品和制

作，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奖纪录片 《我的

诗篇》， 今年拿到金爵创投奖项的中国

巴基斯坦合拍片《囚子归来》，填补市场

空白的临终关怀题材纪录片 《321》等 ，

都是该公司的手笔。

最新的一面于 2019 年初开启 ，该

公司以 “大象 ”品牌推出了自己的培育

计划“大象空间站”，专门面向新生代纪

录片、艺术片导演的扶持。 短短三年时

间，从创投、孵化 、制作 、版权运营到宣

发，为什么一家民营企业能在上海推开

电影新业态的大门、敢于做大文艺片的

市场的“蛋糕”？

该公司联合 CEO 蔡庆增用 “天时

地利人和”来回答。 天时，在于中国分众

电影市场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时代

风口 ； 地利在于上海是中国电影发祥

地，多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举办都为

这座城市涵育了爱影之人，在这里更容

易推动文艺片 “从创作到发行 ”全产业

链的进程。

更重要的底牌在于人和，亦即机制层

面。2014年，《关于促进上海电影产业发展

的若干政策》 发布；2017 年底，“文创 50

条”出台；2018年初，全力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又详细部署了三年行动计划。一系列

政策引领创作导向、优化分配机制、发挥

杠杆作用。 尤其“文创 50条”提出建设全

球影视创制中心，给本土电影市场注入了

极大信心，持续引来更多资源和人才。

■本报记者 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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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本土演出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如何发挥

传统文化的特长和优势， 让演出成为启发深入理解的契机，

进而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携《海上生民乐》音乐会，上海民族乐团刚刚结束在俄罗

斯圣彼得堡、莫斯科、喀山的巡演，正在赶赴下一站泰国清迈。

不同国家的民族乐团间如何跨文化深度合作， 上海民族乐团

尝试给出一种答案———在用音乐沟通民族感情的同时，音乐

厅内布置的“魅力上海”图片展，也从更多维度展现中国城市

的人文魅力。 艺术跨越了语言，让观众和当地艺术家纷纷为

海派文化的深邃底蕴、当代美感折服，期待着与上海再一次

相遇。

从陌生到投入 ，几首乐曲之后 ，音乐厅
内的气氛近乎沸腾

艺术为媒，往往能以最直击心灵的方式传递感情。《海上

生民乐》作为上海民族乐团的“王牌节目”之一，曾登临巴黎

爱乐音乐厅、英国巴比肯艺术中心、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易

北爱乐音乐厅等国际顶尖舞台，刮起“最炫中国风”。 而相较

于去年欧洲巡演版本， 乐团此次巡演又对品牌内容进行了更

新。 深具江南风韵的《湖光》、充满武侠精神的《卧虎藏龙》和流

转着东方诗意哲思的《风与鸟的密语》三首作品作为新元素亮

相，以生生不息的创作活力，展现了海派民乐多元创新的包容

一面。

许多观众走进音乐厅前还对中国民族乐器、音乐语言感

到陌生，几首乐曲之后，音乐厅内的气氛就近乎沸腾。在圣彼

得堡历史最悠久的国立模范卡贝拉音乐厅，演出提前迎来了

加演的场面：几乎每曲结束后，观众都整齐地击打节拍，独奏

员们不得不多次谢幕。 在莫斯科格涅辛模范音乐厅剧院，除

了热烈有节奏的掌声，此起彼伏、中气十足的喝彩声，强烈地

表达着俄罗斯观众对海派民乐的欢迎与热忱。当喀山爱乐音

乐厅的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久久不愿离去，守候在音乐厅

门口，等待与上海艺术家合影留念。

“上海民族乐团是我们合作过的最好、最专业的乐团之

一。 无论是声音还是表演风格，它的音乐总是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安德烈耶夫国立模范民族乐团团长娜塔莉娅·米蒂

娜评价。 2018 年与上海民族乐团在原创音乐会《共同家园》

中邂逅，海派民乐演绎的俄罗斯民间乐曲，让俄罗斯艺术家

们耳目一新。 今年，双团在圣彼得堡组成联合乐队，携手当地

40余人的合唱团，由俄罗斯指挥家迪米特里·霍赫洛夫执棒演

绎了中国作曲家赵季平的作品《和平颂》，更让俄罗斯演奏家

感到其民族器乐被赋予了新的气质。 上海民族乐团与俄罗斯

奥西波夫模范民族乐团、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民族乐团分别合奏的《卡林卡》让艺术家

们灵感迸发、激动不已。现在，舞台转移到清迈，中泰音乐文化的交流碰撞正在继续，上

海民族乐团的低音声部还将与清迈交响乐团携手登台、并肩演出。

从音乐到展览，让更多人听见中国山水，感受上海魅力

此次巡演中，上海民族乐团分别亮相第八届圣彼得堡国际文化论坛、第四届清

迈吉纳斯特拉国际音乐节。不少观众和当地艺术家纷纷表示，艺术是沟通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最好的桥梁。 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出不仅让他们享受了一场视听盛宴，更让

他们感受到和中国的文化相亲。

“我们有很多文化上相通的地方。 ”喀山爱乐音乐厅经理发现，中文中“你好”的

发音和鞑靼语十分相似，音乐会让他倍感亲切，当乐团演奏《我爱你中国》时，他甚至

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我最喜欢的是通过民乐团的演奏听到了很多中国的印象：中国的山、中国的

水、中国的人，还有造化自然和鸟鸣天地之间，非常感动！ ”一位俄罗斯观众说。 而在

将《和平颂》“翻译”成俄罗斯民族乐器曲谱时，俄罗斯青年指挥家亚历山大则感慨，

民乐如此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气质，令人不由心生好感。

一路上，海派民乐也化身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为文旅产业在海外开疆拓土。上海

民族乐团在沿途多个演出场所布置了“魅力上海”图片展：豫园、广富林、南京路、朱家

角等旅游风景名胜通过一幅幅生动的摄影作品，别致地展现了上海味道。欣赏来自“亚

洲演艺之都”的高水准演出后，上海城市风采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流连。

“虽然很多观众不懂中文、没去过中国，但那一刻大家的激动和感受是相通的。”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表示，通过国际文化论坛、国际音乐节等平台，民乐与海外

观众的相遇不仅碰撞灿烂的艺术火花，也期待能为上海这座魅力之城广交益友。

■本报记者 吴钰

佟丽娅用舞蹈诉说对故乡、对家人的眷恋。 图为佟丽娅身着演出服照。

▲ 《第一次的离别》充满了童真童趣，也可以让成人获得额外的感动和启示。图为该片海报。

荩 图为影片在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海报。

舞者佟丽娅：致乡愁、致当下、致梦想
15年后重回舞台，在上海创排的舞蹈剧场《在远方，在这里》近日献演国家大剧院

“这是写给家乡的一封情书。 ”出生

于新疆的锡伯族姑娘佟丽娅反复念叨着

这句话。近日，这位当红影视演员以全新

形象亮相舞台， 由她策划并主演的舞蹈

剧场《在远方，在这里》经过在上海的数

月创排，日前献演国家大剧院。

暌违专业舞台 15 年， 毅然回归演

艺道路的起点，这一刻佟丽娅已经酝酿

了两年。 今年 8 月 8 日生日那天，她在

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组舞蹈剧场的海

报，留言感叹对舞蹈的热爱与执念在心

里疯长，要把这台演出作为最好的生日

礼物送给自己。 为此，她离开北京的生

活圈子，与上海编导、新疆舞者一起埋

头创作。《在远方，在这里》首演前，记者

在上戏舞蹈学院的排练厅见到佟丽娅，

她正身着练功服翩翩起舞。 “舞蹈一直

长在我的心里，没有离开。音乐一响起，

身体就会想跳舞。 ”佟丽娅说。

初心

回到成长的地方，找
到曾经的梦想

持续数月的创排过程，是从无到有、

瓜熟蒂落的“分娩”。 创作者有兴奋与惊

喜，也有忐忑和紧张。被种种复杂情感包

裹的佟丽娅，一步步褪去浮华，回归舞蹈

演员的初心。“初心就是回到你曾经成长

的地方，找到你曾经想要的梦想，去完成

它。 ”她说，“舞蹈是我梦开始的起点，舞

台是让我闪耀发光、 建立信心的神圣之

地。 ”佟丽娅出生于艺术家庭，6 岁开始

接受舞蹈训练，曾在新疆艺术学院习舞，

毕业后在中国歌舞团当职业舞者。 之后

她考入中戏，逐渐走红银幕，至今离开专

业舞蹈团已经 15年。

“我差不多 10 年没练过功，这几年

在晚会上跳舞， 表演的都是短小片段，

而且大多是面对电视镜头起舞，与真正

的专业舞台已经有了距离。 ”佟丽娅告

诉记者，作为舞蹈剧场的主演，自己必

须跳满全场近两个小时，面临技术与体

力的双重考验， 压力一度令她十分焦

虑，常于睡梦中惊醒。排练时，她甚至跟

导演开玩笑，要把高难度技术动作交给

年轻人，自己只要跳出“感情”就好。“但

导演对我非常严格，因为我才是站在舞

台中央的那一个，观众为了‘佟丽娅’来

买票，我不能让大家失望。 ”

10 月初， 佟丽娅干脆离开北京的

家， 一头扎进上戏舞蹈学院的排练房。

整整一个多月，她几乎就跟排练厅的地

板铆上了———从早到晚 12 个小时，除

去吃饭时间，几乎都在练舞。 除了日常

排练，佟丽娅还趁着排练空隙下腰劈叉

压筋、加练体能，逐渐找回当年的状态。

“《在远方，在这里》是一次认真的决定，

并非心血来潮，更不是玩票。”在这部舞

蹈作品里，她想让观众看到的不是“演

员佟丽娅”，而是“舞者佟丽娅”。

回家

用舞蹈诉说对故乡、

对家人的眷恋

在《在远方，在这里》中，佟丽娅不

仅是舞者，还扮演着策划和制作人的角

色。她的搭档是上戏舞蹈学院青年编导

董杰，一位新疆“老乡”，也是她在新疆

艺术学院的师哥。

“我们深深爱着新疆这片土地，《在

远方，在这里》就是写给故乡的情书，是

对新疆宝贵文化遗产的回望。 ”总导演

董杰表示，很多人认为新疆舞就是简单

的“动脖子和扭腰”，实际上新疆的舞蹈

还有很多丰富的元素。这台舞蹈剧场便

取材于新疆民族风情， 把维吾尔族、锡

伯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新疆近 10

个少数民族歌舞艺术融入 6 个篇章，将

“遇见 、致父亲 、致母亲 、致爱情 、致远

方、致这里”的主线展现给观众。

为了寻找各民族的舞蹈素材， 主

创团队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充分

了解各民族历史、 文化、 习俗等特点，

将舞蹈元素与剧场情境一一契合。 在

“致父亲” 里， 锡伯族西迁的历史给了

编创者灵感， 这一篇章以男性视角赞

颂了父亲的伟大 ； 在 “致母亲 ” 里 ，

塔吉克族的舞蹈元素被运用得淋漓尽

致； 一首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和哈萨

克族舞蹈则把人们带入 “致爱情” 的情

境……如同散文诗一般， 《在远方， 在

这里》 充盈着舞者对故乡、 对家人的眷

恋。 第三场演出中， 佟丽娅特意带着

3 岁的儿子朵朵一同登台 ， 让他把象

征男孩的小弓箭挂上 “喜利妈妈 ”

（锡伯族用来记事祈福的 “绳索”）， 完

成了 “致父亲” 里最具仪式感的段落。

成长

带领家乡年轻人走
出来，点燃孩子们的梦想

今年是佟丽娅来北京的第 20 年，

往事历历在目。1999 年，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的国庆阅兵，她站在新疆方阵的彩

车上翩翩起舞。“我边跳舞边看着北京，

看到了最大的舞台，那一刻真的离梦想

很近很近。”第一次北京之行，为佟丽娅

打开了全新的生活图景。 “今天我已经

在这里了， 北京有我的事业和家庭，但

我想让新疆更多的年轻人走出来，看看

外面的世界，点燃他们的梦想。 ”

带着这样的心愿，佟丽娅和董杰来

到新疆艺术学院，从学生中选拔优秀的

舞蹈演员。 “通过这台舞蹈剧场让更多

人看到新疆， 看到我们新疆的孩子，才

是我真正最想做的事情。”炎炎夏日，他

们带着挑选出来的 50 个新疆孩子，在

新疆艺术学院的新校区苦练。 四面环

山，没有空调，每一天所有人都练到汗

如雨下，虚脱累倒。

“这台舞蹈剧场含有多种舞蹈元

素， 而新疆的孩子们只练过民族舞，要

一下子学会其他舞蹈的跳法有不小的

难度。”董杰告诉记者，所有舞者每天要

加练三小时的现代舞基础训练课，之后

才是正式的演出排练。 10 月，当剧组进

驻上戏舞蹈学院的排练厅，这套训练体

系也一并移植过来。 “我们的演出团队

中有新疆的本科生和专科生，也有上戏

舞院大三的学生。除了正式舞段的排练

外，新疆孩子们还跟着上海孩子一起练

基训， 上海孩子向新疆孩子学民族舞，

取长补短，进步飞快。 ”

成长的不仅是孩子们， 还有佟丽

娅。 那是一段“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

她管着剧组几十号人，从舞蹈创排到吃

喝拉撒都得关心。 “我从影视演员又变

回舞者，还承担了制作人的工作，使得

我变得更强大、更果断。 ”

下一步会制作自己的影视作品吗？

“或许吧。”佟丽娅说，“不努力往前走那一

步的时候，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