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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安夏）第15屆北京
國際電影節 4月 26 日
舉辦動畫電影《雄獅
少年 2》露天放映活
動。影片出品人、監
製張苗與青年導演湯
琰導演、扎西甲木措
等齊聚映後交流，共
同探討國產動畫的現
實表達與文化傳承。
和一眾神話改編動

畫電影相比，《雄獅
少年》系列電影將傳
統文化作為敘事內
核。從南派舞獅到傳
統武術，影片聚焦兒
童、城鄉變革、打工
人等議題，以更為現
實和充滿煙火氣的故
事切入，深入觸碰當
代人的生活痛點，引
發觀眾的共鳴，也賦
予了國產動畫電影更
多的可能性。
當問到影片如何將

寫實和寫意巧妙融合
時，張苗認為，在美
術表達上，團隊一直
在堅持本土化探索。

而動畫的獨特優勢在於既能記錄真實的嶺
南騎樓與上海弄堂，又能用詩意畫面喚醒
文化記憶，例如獅頭毛髮的精細刻畫與天
台獨舞的寫意鏡頭，正是「寫實與寫意融
合」的典範。張苗認為，傳統文化並非符
號堆砌，而是「藏在骨子裏的基因，文明

趨同，文化求異。我們希望用動畫記錄獨
屬於中國的故事，讓世界看到我們的文化
根脈。」
中國動漫集團創作策劃中心負責人宋磊
在接受央視電影頻道採訪時曾表示：「很
多動畫電影裏的英雄上天入地，卻讓人覺
得與自己無關；而《雄獅少年2》的人物
就像我們身邊的人，這種情感鏈接正是現
實題材的魅力。」
宋磊認為電影創作的「現實感」不僅需
要有對外在時代風貌的描摹，還要對當下
人們的情感、心理進行精準把握。動畫電
影基於其特殊的表現形式，要向觀眾傳遞
出「現實感」，更需要多個維度的表達。
他指出，全球現實題材動畫作品雖少，但
湧現出三類值得關注：兒童向家庭題材、
青少年校園題材，以及如《深海》這類聚
焦心理健康的作品，這也成為國際創作的
重要趨勢。

《雄獅少
年》系列的
的探索為國
漫 提 供 了
「 技 術 為
表、文化為裏、青年為本」的可行範式。國
漫的突破不僅依賴技術升級，更需文化自覺
與創作生態的良性循環。年輕導演的加入為
傳統文化注入現代表達，而成熟的工業體系
則為創意落地提供保障。這種「新老共生」
的模式，或將成為國產動畫持續創新的關
鍵。張苗也呼籲行業支持青年創作者：「與
年輕導演共同成長的過程充滿驚喜。他們帶
來新視角，而我們提供經驗與資源，這種碰
撞正是創新的源泉。」
宋磊指出，未來動畫市場應形成神話與
現實題材並行的格局，讓不同受眾找到共
鳴。而如何避免傳統文化同質化、平衡藝
術與商業性，仍是行業需要思考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夏）朱茵與羅家英、李子雄联袂演出的內地舞台劇
《驢得水》，日前（25日）於深圳一連三晚公演，稍後更將在內地巡演，朱茵
飾演女主角「張一曼」，演繹一個從浪漫主義到悲劇人物的轉變過程，難度甚
高。朱茵坦言為此角色準備了四個月，加上用親切的廣東話演繹，令她一演難
忘。
今次是朱茵與羅家英自電影《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中「紫霞仙子」與

「唐三藏」後，時隔30年首度在話劇舞台重逢，令觀眾掀起一輪「回憶殺」。
朱茵表示與家英哥合作倍感親切，盛讚家英哥專業表現，一踏上台板便狀態大
勇，而李子雄亦將反派特派員演繹得淋漓盡致。
提到舞台劇中最具挑戰的章節，朱茵坦言是劇中一場需要自摑及處理心痛極

致情緒的戲份，從最初自摑7至8下到公演改成十幾下瘋狂自摑，朱茵反覆練
習，既要聲音響亮又不能傷及耳朵。她選擇用隱忍的淚水代替痛哭，更能展現
角色倔強，讓觀眾更加動容。此外，穿旗袍和皮鞋連續演出3小時也讓她必須
嚴格控制體形，她笑言在首次試演後下班回家即倒頭大睡，「好耐無試過連續
睡足8小時，可想而知消耗體能非常大。不過可以與各演員在舞台上合作，我
真的十分享受。」
朱茵透露丈夫黃貫中（阿Paul）和同公司的黃智雯都到場支持。朱茵表示特

意不讓老公提前看劇照，希望他能完全沉浸在劇情中，果然阿Paul看完之後都
話被「張一曼」感動。雖然女兒因學業無法到場，但朱茵稱女兒非常熱愛舞台
劇。

長鏡頭讓演員融入「現實」蘇牧：偉大的電影是預言

夥羅家英演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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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貝拉．．塔爾塔爾：：
創作需回歸生活本真創作需回歸生活本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瑩茵河

北報道）匈牙利電影大師貝拉．

塔爾和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博士

生導師蘇牧闊別9年重逢，於前

日走進河北傳媒學院（簡稱河

傳），聚焦影片《都靈之馬》展

開了一場探索電影本質的深度對

話，並以此契機建設河傳國際導

師庫，搭建國際交流橋樑。蘇牧

圍繞影片展開詳細分析，提出

「偉大的電影是預言」，電影通

過影像語言向觀眾傳遞警示。貝

拉．塔爾分享電影創作秘笈，強

調回歸生活本身才是電影創作的

真諦，並關注中國青年導演，鼓

勵青年電影人跳出固定創作模

式，找到自己的「語言」，跟着

情緒走，用心去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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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塔爾是匈牙利國寶級導演，以其極簡主義風格、
哲學深度與標誌性長鏡頭美學，成為當代電影史上最

具作者性的導演之一。他的作品以黑白影像、緩慢節奏和
存在主義思考著稱，《撒旦探戈》更被美國著名作家、評
論家蘇珊．桑塔格譽為「過去十五年來最經典、成就最
高」的電影藝術標杆。

電影創作沒有「食譜」
貝拉．塔爾在座談會上以烹飪類比電影創作：「拍出一

部優秀的電影沒有固定的方法，不像是做飯，沒法按照固
定的步驟。」他反對過度理性分析，認為電影的核心在於
是否傳遞真實的情感和意義，「若作品無法打動自己，便
是失敗。」
溯源電影創作時，貝拉．塔爾指出，創作的契機往往誕
生於那些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當創作者被某個瞬間擊
中，產生強烈的傾訴慾，並意識到這段經歷可能引發他人
共鳴時，電影便成為承載情感與哲思的絕佳載體。但他同
時強調，電影絕非脫離現實講故事，我們只有足夠了解生
活本身和生活的邏輯後，才能拍出好的電影。貝拉．塔爾
堅信，生活本身是最豐饒的創作源泉，「我們在生活中看
到的一切細節都是有意義的。」 他表示，即便是生活中一
堵靜默的牆，也暗藏表達空間的資訊。「只有善於使用生
活中的元素，才能讓不同國家背景的觀眾看懂電影。」這
種對日常元素的巧妙捕捉與應用，才是打破文化隔閡、實
現地域情感共鳴的關鍵。
針對行業內「唯故事論」 的創作傾向，貝拉．塔爾犀利

點評，刻意的戲劇化編排與真實生活相差甚遠，忽略了生
活真實的模樣，難以引起共鳴。回歸生活本真，擁抱生活
的原生質感，才是電影創作的真諦。

應扎根本土文化
自退居幕後，貝拉．塔爾將創作熱忱傾注於電影教育領
域，始終與青年導演保持緊密對話。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坦言，「我是一個『過去』的導演，年輕人代
表的是未來，我重視未來。」在他看來，世界上的每個個
體都有獨特的性格，因此電影教育絕非灌輸嚴格的創作流
程。他堅信，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因材施教，要引導青年電
影人「找到自己的聲音，自由地發揮思想」。
對於藝術風格，貝拉．塔爾特別強調，他期待每位導演
有自己的風格，而非一味地模仿，不同國家的文化土壤孕
育出各異的藝術表達，電影人理應扎根本土文化，「用自
己的語言拍自己的電影，表達自己的故事」。在他眼裏，
最好的電影表達是人類共同擁有的感受，是可以跨越文化
藩籬、走進全球觀眾心底的。作為北京國際電影節「注目
未來」單元評審，他向青年導演們發出誠摯寄
語：「電影創作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
『語言』，不要盲目迎合主流審美。」

《都靈之馬》以尼采「都靈之馬事件」為靈感，通
過一對父女在六日內逐漸陷入生存絕境的故事，預言
了人類面對災難時的普遍困境。這部以黑白影像與六
個史詩級長鏡頭解構文明末日圖景的作品，有着更具
戲劇張力的幕後故事。在座談會上，導演貝拉．塔爾
娓娓道來那些有趣的幕後細節。
為了尋得最契合影片氣質的場景，他堅持親臨現場
反覆勘察，最終因難以找到滿意的場地，毅然決定請
當地建工團隊自建房屋。拍攝中的「主角」馬匹也並
非順從的「演員」，貝拉．塔爾不得不親赴動物市
場，耐心馴服這匹「反叛之馬」。在創作方式上，貝
拉．塔爾摒棄傳統劇本，改用「一張卡片一個鏡頭」
記錄下想要呈現給觀眾的關鍵內容。拍攝過程中，他
堅持使用長鏡頭，要求劇組全員保持高度一致的節

奏，以獲得最佳效果。貝拉．塔爾表示，這
些別具一格的創作方法，構

成了他電影創作的獨特秘笈。但他也鄭重提醒：「千
萬不要模仿我的方法，每個人都得用自己的方法去
學。」
貝拉．塔爾的導演哲學在演員運用上展現出鮮明的

獨特性，與傳統認知中「演員成就影片」的創作理念
背道而馳。他坦言自己對演員懷有別樣的「敬畏」：
「我害怕演員故意地表演，更希望他們在鏡頭前自
在。」 這種對表演本真的追求，恰恰呼應了他一以
貫之的創作主張—電影必須扎根於真實的生活。談
到標誌性的長鏡頭美學，貝拉．塔爾表示，喜歡用長
鏡頭是因為「演員們無法逃避」。在持續的拍攝下，
演員無法依賴碎片化的表演技巧，必須全身心融入場
景，與環境、對手演員共用同一時空的呼吸節奏。貝
拉．塔爾認為，鏡頭外的幕後人員與之呼吸共
振，「大家都成為一體的時候，我知
道這場戲是可以的。」

蘇牧以貝拉．塔爾的名作《都靈之馬》為切入點，
提出「偉大的電影是預言」的深刻觀點，並強調影
片中「赤子之心」的珍貴性。蘇牧指出，在充滿
不確定性的當代社會，電影不僅是藝術的表
達，更是對人類困境的哲學回應與精神
救贖。在蘇牧看來，真正傑出的電影
作品不僅是藝術創作的結晶，更
是對人類命運的前瞻性洞
察，偉大的電影「通過
影像語言向觀眾傳
遞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