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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青 年 影 人 合 作 充 滿 好 奇

王紅衛是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秘書長、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教授，

被譽為「青年導演的幕後推手」，曾參與《流浪地球》等多部電影

的創作，扶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導演。王雪茵是曉年青總裁，也

是業內著名製片人，作品有《萬里歸途》《流浪地球2》等，曾多

次和青年導演合作，幫助他們完成首部長片作品。這一次他

們都作為製作人或監製帶着新人導演的首部作品來到香

港國際電影節的「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項

目，王紅衛帶着《好喝酒館》《夜晚的母親》《觀

落陰》，王雪茵帶着《長夜將盡》，他們如何看

待與新人導演的合作，他們在與新人合作時更

關注什麼？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到他們，聽

他們講述自己與新人導演合作的幕後故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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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
影導演協會秘
書長、北京電
影學院導演系
教授王紅衛

●內地著
名製片人
王雪茵

●王雪茵（右一）與《長夜將盡》的主
創團隊合照。

●《好喝酒館》劇照

●《長夜將盡》劇照
●《好喝酒館》的主創團隊與王紅衛
（右二）合照。

近年來王紅衛一直
在與青年導演合

作，扶持更多青年導演開
始自己電影生涯中第一個長
片項目，他表示自己最大的動
力源自於兩個詞語，「一個是
好奇心，另一個則是喜新厭
舊。」他笑稱自己只有不斷接觸新
的導演、不斷經手新的項目才能不
斷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他永遠會對新
的導演好奇，對自己已經做過的類型或
者比較熟悉的導演在某種程度上就「懶
得」繼續了。

新人電影藝術審美視野匱乏

內地的青年電影人非常多，王紅衛如何
選擇想要合作的對象，並投入資源和時間
來幫助對方？王紅衛回答說︰「我最關注
三點，第一點是新人導演是否具有『電影
意識』，電影意識就是說對方的意識是否
是電影的，這是一種很抽象的概念，三言
兩語很難解釋清楚。電影不同於電視劇或
者其他的載體，我們有時候說一部電影很
有『電影感』，這就呈現為導演的電影意
識的強烈與否；第二點是項目『新』的程
度，導演一定想要講述的是在華語電影或
者內地電影範圍內的一種全新的電影或者
全新的故事，因為想要做世界電影範圍內
沒有做的故事是非常難的，但海外華語片
和內地電影還存在很大的處女地、存在新
的電影呈現方式的可能性；第三點就是創
作者願意為此做比較長期的努力，如果滿
足這三點條件的話，我就對該導演和電影
會有比較強烈的興趣。」
王紅衛作為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他是
否會在教學時有意識地引領青年創作者更
加了解產業實踐？王紅衛則回覆說：「本
科生入學時，我就會對學生說『我強烈地
不建議你們在本科階段去看任何內地的院
線電影』，我們班的學生想看只能偷偷去
看。因為我不希望他們在本科期間就開始
理解和進入中國的電影產業，院線電影充
斥着大量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的作品，不
利於初學電影的年輕人培養審美；但是對
於研究生，我會帶着他們做一些我正在進
行的項目。」
王紅衛表示：「北電的學生已經是同
齡人之中相對對電影有些了解的，但我
們在教學時依然痛苦於他們藝術審美視
野的匱乏，過早接觸行業內的導演們為
了票房而做的電影並沒有好處。」王紅
衛又說︰「在上課時會根據課堂需要給
學生們推薦片單，而這些片單是符合我
們對於好電影認知的標準，我自己上課
用的電影基本不用近年的中國電影，因為還沒有真正地被時間
考驗過。」
青年導演在拍攝電影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王紅衛表示，
第一是投資。「近年來中國內地的電影投資市場，新人導演在尋
找投資上出現一種不好的趨勢，即對於某些新人導演已經極低成
本的項目，投資方依然要求有明星加盟。」他通常會幫忙尋找願
意參與這些電影的知名演員，但由於這些演員在該項目中無法獲
得和其他項目同等的片酬，經紀公司有時也並不願意配合。

青年導演缺乏新的電影形態

「第二個困難則是，青年導演缺乏對新的電影類型和新的電影
形態的發現能力，並不是青年導演就一定是新的，並不是『年
輕』人就一定有更年輕的故事、語言和審美，我希望青年導演能
帶來新的內容，但很多青年導演做的依然是老一代的故事。新人
導演是否真的能成為一名足夠新的『新人』？他到底是『新人』
還是只是一個『年輕』的『舊人』？」王紅衛解釋，這個「新」
很難定義，如果從影迷的角度進行理解，就是影迷在觀影時會覺
得以前在中國電影或者華語電影沒有看過的內容。「新」包括電
影的形態、類型、風格、題材、語言、敘述方式等多個維度，從
任何一個維度有新的東西都在此列。
王紅衛表示，在和青年導演合作的時候，他通常會參與到電影

製作的各個環節，從劇本融資選角到後期，根據每個項目裏每個
導演不同的需要提供更加具體的幫助，但主要還是集中在內容層

面。「我不擅長找投資或者
市場，對我來說創作方面
樂趣更大，我會在創作
層面幫助他們規避並解

決一些問題。但這不是某些人以為的藝術之路上非常宏偉的困
難，而是非常具體的，比如一個劇本寫不下去的時候怎麼幫助他
們寫下去，或者這個劇本裏面有些東西很難過審，怎麼改變它以
適合中國內地的電影政策。」
「有的故事已經非常完整，但是沒有主題要表達，就要為這個

故事尋找一個主題；但有的故事光是想表達的內容，導演就能滔
滔不絕講10多分鐘，但是這個故事很刻板無聊缺乏意義和價
值。」王紅衛說︰「其實任何一部電影都不可能講人類從來沒有
講過的主題或者道理，因為那並非電影天然的優勢。電影是別人
已經用其他語言或者載體說過的故事，要尋找電影的語言進行敘
述，讓觀眾在看電影時再次感受到這個故事並受到觸動。」
王紅衛類比道，幫助一個新人導演完成首作，其實和幫助小孩

學會騎自行車，以及師傅教徒弟炒菜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在劇本
遇到困難時，就要尋找方法一步步地解決這些問題，就和工匠、
廚師和建築師一樣，是工科的工作，而非理科的工作。

藝術表達和商業市場平衡

另外，王紅衛還提出一點，新人導演不要試圖尋找藝術表達和
商業市場的平衡。「藝術表達就是藝術表達，商業圖謀就是商業
圖謀，『既要又要』會害了一個項目，要藝術表達就要尋找屬於
自己的觀眾，要商業圖謀就要『聽人勸吃飽飯』，知道什麼是商
業的和大眾的。如果說這是作者元素的商業電影或者說類型潛質
的文藝片，都是特別無聊的廢話。所謂藝術和商業的平衡不存
在，要達到藝術和商業的平衡其實就已經建立了一個前提，即藝
術和商業是對立的，很多好的藝術電影之所以能賣是因為它作為
藝術電影一樣能找到受眾。藝術和商業中尋找平衡，就好像黑白
之間尋找中間色。所以不要尋找這個平衡，就忠實地做自己想做

的影片就可以了。」最後，王紅衛介紹起
此次監製的作品，《好喝酒館》是一部即
使不了解新疆文化的觀眾也能看懂的電
影，而《觀落陰》則是以香港為背景的嚴
肅恐怖片，《夜晚的母親》是華語電影中

從來沒有過此類設定的科
幻驚慄片。
王雪茵表示，與新人導演

的合作並非單方面的「扶
植」，這些新人導演同時也會
帶給她和她的製片公司很多機
會，大家共同走完這段旅程。
選擇新人導演進行合作時，她會

更關注哪些方面？王雪茵說：「對
於新人導演，有的我們能看到完整作
品、有的只能看到劇本，很多時候是沒
辦法看到更全面的內容的，所以在選擇
合作對象時，我最關注的第一點是『選
題』，是他們如何用自己獨特的體驗詮
釋這個時代及他們想要着重表達的內
容；關注的第二點則是『劇本』，劇本的
完成度、呈現風格以及內涵。」她解釋，
導演技巧的熟練掌握是一個需要長期實
踐和積累的專業技能，她並不期待一個新
人導演在最開始就能各方面都做到完美，
「所以我們更注重的是創作者的想法，
以及在雙方合作過程中我們作為製片方能
為這個故事補充什麼。我們公司的創始人
饒曉志，他經常告訴我們，在選擇合作
對象時並非要選擇什麼都能做成的導
演，而是要關注在我們雙方合力的過程
中能夠創作出什麼新的火花。」

製片人對電影進行保駕護航

和新人導演合作的過程是否存在風
險？王雪茵則說：「我覺得任何項目都
有風險，成熟導演就沒有風險嗎？我不
這麼認為。我更看重的是到底為什麼要
製作這個電影。最重要的是我們給導演
帶來哪些支持。風險是沒有辦法完全規
避的，要不然就沒有賠錢的電影了。」
在王雪茵眼裏，製片人的核心職責是
對項目的整體的「控制」和「保駕護
航」，「這分為兩個方面，我本身既會
為成熟導演製片，比如《無名之輩2》
《萬里歸途》，也會為新人導演製片，
比如《逃出青春裏》《朱童在三年級丟
失了超能力》，但這兩者的方向是不一
樣的，我的職責也有所不同。」她解
釋︰「如果是為新人導演製片，會更側
重於『挖掘』『選擇』『碼盤』，最開
始就要有清晰的定位，這部電影的定位
是作者電影還是商業電影。」她又進一
步解釋：「如果這是商業片，就涉及到
演員投資宣傳發行等一系列事項。當
然，不管是為成熟導演還是新人導演製
作商業片都要面臨這些問題，但對於這
是新人首作還是成熟導演作品，製片的
細節和方向還會有所不同。」

王雪茵認為，導演和製作人作為搭檔，兩者是「背靠背的關
係」，她所在的公司曉年青的體系中，製片人和導演之間的分工
明確，比如導演負責藝術上的把握，製片人負責商業部分的領
航。問及作為製片人如何應對故事進行把關？王雪茵則有自己的
思考。「觀眾在觀影時可能更重視故事，但『故事』並非電影的
唯一表達，電影是通過『視聽語言』帶給觀眾感受。所以我們在
製片時會把這個劇本仔細拆解，它的『故事』是什麼樣的，『視
覺風格』是什麼樣的，想傳遞的『情緒價值』又是什麼樣的，在
拍攝時進行多方面把握。」
「僅僅從故事角度去理解劇本是不足夠的，有時我們會看到一

些寫得不錯的劇本，但是在呈現為電影時卻沒有辦法讓觀眾感受
到其想要表達的內涵，也沒有慾望想要幫這個電影進行傳播。僅
從故事角度是無法感受到電影全面的魅力的。」另外，她還提到
電影製片之初會做好定位，如果是類型片，就要明確這個電影的
風格、視覺奇觀、情感投射以及賣點，如果是作者電影，則要明
確觀點議題是否新鮮，有什麼切角能表達對時代的觀察。她認為
製片人更類似於「產品經理」的概念。

合作時注重信任和互相配合

王雪茵表示，電影是群像合作的工作，沒有一個人能夠獨立
完成全部工作。「一定是要彼此之間互相配合。」但如果在創
作的時候互相存在分歧，他們也會採取一些方法幫忙解決這些
分歧，第一個方法是「外援」，她說：「拍攝初期可能會通過
詢問AI，或者請策劃和監製等方法，通過第三方的幫助在大家
意見不一樣時進行求同存異。第二點則是『信任』，尤其在拍
攝過程中要相信導演，新導演也是在不斷地『試錯』，沒有人
是不犯錯的，所以要給予對方充足的信任。第三個手段是『調
研』，在意見不一樣時會通過模型等調研方式進行綜合判
斷。」最後，王雪茵介紹自己此次帶來的製片作品，由王通導
演、屈楚蕭和萬茜主演的電影《長夜將盡》，她說：「該電影
探討的第一個話題是老齡化，第二點問題則是如何看待生死，
這兩個話題都是非常當下的。」

歡迎反饋。副刊部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