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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導演的系列電影「民國三部曲」收官之作
《邪不壓正》自上映以來便備受外界討論，

不少觀眾認為影片內容與原著小說《俠隱》存在較
大出入。面對質疑，姜文巧妙引用魯迅先生的名言
「你是誰，你看誰就什麼樣」來回應。他坦言，自
己在閱讀小說時腦子裏面出現了很多東西，當時就
離原著很遠了。「但創作又離不開小說，所以沒它
不行，完全是它也不行。」

創作是對潛意識的表達
從《太陽照常升起》的魔幻現實，到《讓子彈

飛》的黑色幽默，再到《邪不壓正》的隱喻交織，
「深度隱喻」已然成為姜文電影的鮮明標識。談及

隱喻在創作中的運用，姜文有自己的理解。他認
為，創作者不能總想着要在電影作品中添加隱喻，
而是要把這些東西修煉成一種潛意識，因為創作是
對潛意識的表達。「在讀書時就應該去多想多思
考，這時候是訓練的階段。」
現場人頭攢動，姜文笑着示意觀眾將手機放下，

一起來聊聊天。他分享了自己在拍攝新片《英雄出
少年》期間學習鋼琴的經歷。他說，自己一開始並
不會彈琴，但現在也能彈出貝多芬，而且左右手都
可以。他告訴現場觀眾，很多事只要試一試就肯定
會有驚喜，自己一定比想像中的更優秀。因此他呼
籲大家放下手機，別被手機耽誤了天賦。「手機可
以當腦子的外掛，但不能把腦子拜託給它。」

此外，在活動現場，姜文談及《哪吒2》
導演餃子，他毫不吝嗇對餃子的讚賞，稱
其做出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但他強調，這
並不是最高點，而僅僅是一個起點。「餃
子哪有上一個的，得一盤一盤往上端。」

無幽默不戲劇
回顧姜文的電影作品，儘管題材各異，
但都巧妙地融入了幽默元素。當被問及電
影中的幽默是否刻意為之時，姜文表示，
自己在戲劇學院的老師曾講過，「沒有幽

默什麼都沒有」，沒有態度就沒有幽
默，沒有幽默就沒有戲劇。

「我同意戲劇學院
老師跟我

說的那句話，我覺得電影是不可以離開喜劇的。」
在談及片場管理時，姜文表達了自己獨特的觀
點。他反對一些導演在片場「頤指氣使」地「演導
演」，隨意斥責演員。他認為，演員的情緒狀態對
作品品質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若演員心情不佳，
拍攝出的作品必然難以令人滿意。同時，他也不認
同那種認為演員必須「真受傷、真流血」才能拍出
好作品的觀點。「我覺得這樣沒有必要，讓假的像
真的是本事，斷胳膊斷腿那是舊社會，這樣不
好。」
對於那些懷揣電影夢想、渴望尋找創作靈感的年
輕人，姜文給出了誠懇的建議。他表示，純電影技
術只是一個工具，創作者要說什麼很重要。「如果
你沒有你自己的態度，自己要說的話，你會很受
罪，我覺得你幹起來也會很難受。」創作者不僅要

有想法、有辦法，還得能實現。只有想法，
卻沒有辦法實現，一切都只是空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
芳、安夏）第十五屆北京國際電影

節「鏡中繁花：攝影的技藝與未來」電
影公開課24日舉行，中國香港攝影師、奧

斯卡最佳攝影得主鮑德熹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
授戴錦華現場對談，解析《繁花》《臥虎藏龍》

等經典鏡頭背後的光影奧秘，探討攝影藝術與未
來。

戴錦華以「電影是用光寫作」開篇，將攝影機比作自來
水筆，攝影師則是執筆人，用光影構建迷人的視覺世界。
談及之前大火的電視劇《繁花》，作為導演王家衛老搭檔
的鮑德熹透露，這部作品採用了完全不同於傳統電視劇的
拍攝方式。「我們放棄了電視劇慣用的AB機位，全程採
用單機拍攝，用電影思維打造每一幀畫面。」
相比《花樣年華》，《繁花》故事龐大，鮑德熹說，在

龐大敘事中要很考究整個調度的問題，要認真考量怎麼把
戲拍好。《繁花》是一個非常多角度、多維度的電視劇，
所以拍下來特別痛快。他強調，《繁花》的每一場戲都有
獨特內涵，必須讓攝影與敘事完美融合。為塑造角色特
質，團隊精心設計每個細節，比如讓高挑的唐嫣以彎腰姿

態出場，既避免了視覺壓迫感，又契合了角色奮鬥歷程。
鮑德熹透露，王家衛拍攝《一代宗師》，兩個半小時的

電影拍了三年，相比起來《繁花》平均20至30天拍一
集，已經算很快了。但與其他電視劇拍攝速度比起來，
《繁花》耗時長，的確是非常「豪華」的拍攝方法。
「《繁花》最重要的經驗在於導演和攝影在拍戲之前會思
考怎麼把這場戲拍活了，現場琢磨着如何利用美
術、光、演員走位把這場戲拍得與眾不
同。」他認為不管導演還是攝影都必須要
懂光線，一個不懂光線的導演不會拍出
好的作品。
隨着AI技術的快速發展，電影製作

正面臨新的技術變革。對於AI的衝
擊，鮑德熹表現出審慎的態度。他認
為，AI能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替代
現有娛樂生產方式，但核心仍需要包括
導演、攝影、美術這些有着豐富電影知識
的人去指導。他預測，AI將首先衝擊演員
和短視頻領域，數字演員、AI生成內容或成為
常態。

除了對AI技術進行思考與討論，鮑德熹呼籲大
家回到攝影本身，他強調電影的本質在於創意而
非技術。「不要迷信設備，最貴的未必最適合。」他提醒
年輕影人，學攝影不是學器材，關鍵在於想表達什麼。
「打動人的作品往往真實、直接、有感情，與器材無關，
最重要的還是靠創意。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看到哪怕是學生

或不出名導演拍的影像會打動我們，因為它真
實、直接、有感情、不取巧、不賣弄、真
誠。」在AI時代，技術可被替代，但真
誠的創作永遠無法複製。

●鮑德熹解析經典鏡頭背後的
光影奧秘。 主辦方供圖

電影是用光寫作
攝影師鮑德熹：真誠作品無法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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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雨潤、郭瀚林 北京報道）「天壇獎」國際評獎委員會

主席、中國導演姜文25日出席第十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大師班，分享自己在電

影行業中的經驗。在他看來，現在電影拍攝和剪輯設備遠比過去優秀，但電影並

不是比拚技術，更重要的是表達的內容。他坦言，這給年輕人留下了發展的空

間，因為最後的「那一點」還得依靠人，沒有人是做不到的。

北京國際
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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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夏）
北影節「當電影遇見AI——人工智慧

浪潮下電影產業的機遇與挑戰」電影沙
龍於 4月 23日在中影電影製片廠成功舉

行。
內地導演陳國星、中國電影科研所所長龔波、中

影總工程師雷振宇、中影人工智慧研究院負責人馬平、
北京電影學院技術系主任陳軍、墨境天合CEO魏明等嘉
賓，深入探討了人工智慧對電影創作、製作、發行、放
映等各環節帶來的變革和影響，並一致認為AI時代，電
影人既要擁抱技術創新，又要堅守藝術初心，在效率與
品質、科技與人文之間找到平衡點，推動中國電影高質
量發展。

陳國星指出，AI在電影創作中是一把雙刃劍。它
為創作者提供了無限的空間和可能性，能夠打破傳
統思維邊界，為創作過程注入高效動力。然而，他
也擔憂AI可能導致創作者過度依賴，產生大量雷同
創意，削弱藝術個性。陳國星呼籲創作者應保持主
導地位，堅守藝術初心，將AI作為輔助工具，深入
生活挖掘素材，實現科技與藝術的完美融合。
龔波分析了國內電影領域AI應用現狀。他表示，

AI正在改變電影的創作和製作方式，提升效率並拓展創
意空間。例如，電影科研所已建立電影級圖像智能生成
大模型，並完成了首部AI院線映前圖片短片《故鄉》。
他同時指出，在技術快速發展的同時，必須重視版權保
護和倫理規範的建立。
雷振宇認為，AI的廣泛應用是推動電影工業化進程的
強大動力，但也存在內容同質化、技術壟斷、就業結構
調整等挑戰，部分傳統崗位可能被替代。他強調，面對
AI浪潮，電影行業需共同努力，通過政策引導、人才培
養等方式，抓住機遇，化解挑戰。
陳軍則從電影教育角度出發，提出要適應AI與電影深
度融合的發展趨勢，電影教育必須進行全面轉型。他建
議調整課程體系，建立AI電影製作實驗室，強化跨學科
融合教育，培養學生的技術應用能力，提升學生對AI輸
出結果的審美判斷與修正能力，鼓勵獨特創意與藝術表
達，還需加強AI批判思維教育。
魏明認為，AI在提升電影製作效率、降低成本方面效
果顯著，並具有巨大拓展潛力。他提出現階段AI無法全
方位融入電影後期製作流程，但隨着AI技術的不斷迭代
升級，最終通過人機協同創作模式能夠覆蓋電影後期所
有環節，為藝術創作開闢新的可能性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以一種多
維度的視角去看待一部電影，這總是很有趣
的。」瑞士電影導演西里爾．舒布林日前在
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評價自己在第十五屆北
京國際電影節的評審工作。
作為本屆北影節「注目未來」單元的評

委，舒布林同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日本
導演薩布以及中國演員金晨、宋洋力求通過
影片發掘國際影壇新人。在舒布林看來，評
委多元的文化背景給評審工作帶來了助益。
在觀看一部來自奧地利的入圍影片時，舒

布林意識到，來自歐洲的他和塔爾，與來自
亞洲的評委對奧地利有着不同的認知，評委
們從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專業視野出發來談論
電影，以多維度視角去評價影片。
對舒布林而言，電影的美妙

之處正在於，每個人都可
以對電影有自己的看
法：「即使是《鐵達尼
號》，你也會發現有人
認為這不是一部好電
影。」但重要的是，
當人們開始談論電
影，便創造了一個「共
同的空間」，並在那裏
「相遇、交談、發現」。
早在2022年，舒布林便與

北影節結緣，當時其執導的電影

《擺動》獲得「天壇獎」最
佳藝術貢獻獎，這也是北影節
首次設立該獎項。「群像的敘事
結構、平等的影像風格、去中心化
的視覺呈現、關注到每一個置身於歷
史進程中的人物」，使得這個講述十九
世紀末瑞士一個製造鐘錶的小鎮的故事脫
穎而出。
再次參加北影節，舒布林又來到北京，還

在上周去了趟南鑼鼓巷，「我在那裏有很多
美好的回憶」。21年前，來到中央戲劇學院
學習的舒布林常和朋友們去南鑼鼓巷一家做
新疆菜的飯館吃飯、聊天。兩年的學習生活
裏，舒布林交了不少中國朋友，他會根據朋

友創作的詩歌拍攝電影，也和朋友在交
談中發現自己認知的局限，從而越

發了解彼此的國家。
舒布林計劃接下來拍攝一
部設定在未來的電影，並
會在中國完成相關取景工
作。他說，電影幫助人
們了解自身的局限
性，從而更好地理解
彼此。

AI重塑影業生態為「雙刃劍」
業內：憂過度依賴削弱個性

「「注目未來注目未來」」評委背景多元化評委背景多元化
更能以多維度視角評價影片更能以多維度視角評價影片

姜文：電影拚的不是技術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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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與觀眾合影留念姜文與觀眾合影留念。。 主辦方供圖主辦方供圖 ●姜文稱創作者要說什麼很重要。 網上圖片

●舒布林表示電影幫
助人們了解自身的

局限性。中新社

以以「「餃子餃子」」妙喻傑出人才妙喻傑出人才：「：「餃子餃子」」得一盤一盤上得一盤一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