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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期待续集    文／魏君子    2009年初，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之后，我访问了时任寰亚执行总
裁的庄澄先生。
话题围绕合拍进行，最后庄澄庄重说道：“香港导演要想摸透内地市场，起码要用五年时间学习生活
，但问题是内地年轻一代导演也在崛起，他们对内地观众口味的把握，可能更得天独厚。
”当时听完还不以为然，放眼内地导演，拍类型懂市场者不过寥寥几位，哪能这么快？
岂料不过三年，不仅冯小刚、姜文、张艺谋、陈凯歌四大导演连创市场佳绩，宁浩、陆川、徐静蕾、
高群书、丁晟、王岳伦、李蔚然、张一白、尚敬、滕华涛、乌尔善也相继突破五千万、一亿、两亿、
三亿、七亿票房大关⋯⋯    电影当然不能尽以票房论英雄，但正如某些言论宣称“忍够了香港导演拍
烂片”一样，真正让大众看到的，得媒体关注的，被业内讨论的，令片商动心的，仍是那些在市场上
取得成功的高票房类型化电影，手拢大把资源，人在聚光灯下，枪打出头鸟，钱多必压身，做得好坏
与否，被夸张放大也在情理之中。
内地近年涌现的这批“少壮派导演”同样处在风口浪尖上，纵然年纪参差，出身不一，目标各异，轨
迹有高低，但在面对市场这一标准时，他们暂时过关了。
过关如考试，总有诀窍心得，未必是真知共识，也可能是经验教训，总有借鉴或者吐槽价值。
所以，为什么不做一个内地少壮派导演的报告呢？
    有想法容易，做执行最难，我这“口的巨人”，幸运地遇到一位年轻有为的实干派接棒奋笔。
他笔名“宇文翮”，师从上海电影学者石川先生，对电影史与电影艺术有系统的认识，也有持续的热
情，更愿意不惜工本花费近一年的时间走访诸位少壮派导演，在创作与市场中寻找他们的共性，最终
埋头整理撰写出这本可读性与参考性并重的电影书来。
惭愧的是，我只起到前期策划作用，在本书实际操作阶段几乎没怎么过问，直到书稿完完整整摆到面
前，才欣喜地发现没有所托非人——电影圈又多了一个靠谱的年轻人！
    《少壮派导演报告》聆听了十二位内地导演的侃侃而谈，但这远不是少壮派(如何划分书中有详细阐
述)的全部，江湖后浪推前浪，影坛力量在变化，这一阵营也会不断扩大。
从市场角度，我期待着尽快推出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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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少壮派”是一个广而概之的说法。
顾名思义，它是一个群体，是一种分类。
《少壮派导演报告》所界定的“少壮派”导演的标准包括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少”，他们大部分
都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通常在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上大学，目前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
相比北京电影学院孕育出来的第五代、第六代，他们的背景更为复杂。
他们都是在2000年之后投身电影圈，在商业电影领域取得成功却是最近四五年之内发生的事情，而在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他们肯定将成为中国影坛创作的主体力量。

《少壮派导演报告》由宇文翮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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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宇文翮，1984年出生，电影学硕士，毕业后从事媒体工作多年。
爱电影，爱评论，文字散见于《看电影》、《香港电影》、《南都娱乐周刊》、《Vista看天下》等刊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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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的能力是无限的    我在山西电影学校上了四年中专，那个学校是山西省电影公司开办的技校，本着
为公司培养电影放映员的目的向社会上招生。
我们是学校里的第一批艺术生，是因为以前的海报都是手绘的，没有彩喷技术，电影公司需要一些能
画海报的人。
学校是面向全社会招生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年龄偏大，18岁以上，我在学校里头算小的，开始两年觉
得很好玩，但玩了两年之后就觉得很无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知道何去何从，突然就发现自己
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
当一个人进入到这种状态中就会产生莫名的焦虑和恐惧，这样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决定来北京。
我是觉得不能在山西再呆下去，因为再呆下去我的人生就看不到希望了。
    1997年我来到北京，刚来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自己要干什么。
北京对我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之前积累的所有东西统统都放弃了，直接导致了各种的不适应
。
当时我爸也不支持我，不给生活费，我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报考前班时，兜里就揣着2000多块钱，学
校一年要收3000多块钱的学费，我只好跟招生的老师商量，能不能先交一学期，跟人家讨价还价了半
天，最后收了1750元，就剩300多块钱就是生活费了。
那时候住地下室，房租很便宜，交了租还剩下100多块钱，于是算计着过日子，每天吃两顿，一顿小笼
包，一顿烧饼，再买一瓶酱豆腐，到现在我还很爱吃酱豆腐，这都是那时养成的“好习惯”。
    我当时其实考了好几个学校，有工艺美院、服装学院、电影学院等，我把考学当作一条出路。
那一年我人生的主题就是考试，本着无所谓的状态就去了，考完也就完了，最后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简
称北师大)。
我说我要去上学，家里人还很不同意，说你都已经工作了，现在去上一个成人教育，这文凭也不知道
算数不算数。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想上大学，你不支持我没关系，我自己可以去弄到钱。
其实我来北京第一年在工艺美院读考前班的时候就已经在靠摄影赚钱了，当时做图片设计，又做了一
段时间记者，有一阵子还专门给歌手拍照片。
上北师大的时候我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甚至还买了装备。
我当时在ChannelV⋯帮他们做活动，慢慢认识了一些歌手，后来混熟了又去拍MV，所以我做的事情
没有一件是石头里蹦出来的，都要种个种子。
当时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很辛苦，但也很快乐。
我一个月有时候能拍四五首歌，10万块钱一首，差不多年收入有几十万，那时候我还在读书，收入可
以说是相当可观。
    在北师大的最后一年拍毕业作品，我弄了一部片子叫《星期四星期三》，粗剪版有90分钟，精剪完
还有60分钟。
那时候我就发现，拍故事片跟我性格里面的一些东西很吻合，这种讲故事的欲望导致我后来不断地尝
试写剧本、拍电影，然后就有了我的第一部长片《香火》。
    《香火》是在大同拍摄的。
我当时其实已经写出了很多个剧本，这是最喜欢的一个故事。
故事里的人物原型是我在太原的一个和尚朋友，他是到处瞎混、挺基层、挺生活化的那种和尚，有一
段时间他想修个塔，所以老往北京跑，没事就跟我碰个面、吃个饭，跟我讲他修塔的事，比如谁捐了
多少钱，修好了别的和尚要抢他怎么做斗争。
我觉得这个人物挺有意思的，于是就开始琢磨这个故事。
    2002年年底，当时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剧本写完我就给张献民看，他看完没置可否就放下了。
后来有一天，突然韩小磊老师找到我，说我的本子有点意思，问我想不想把它拍出来，他帮我找钱。
当时对于我这样一个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机会，但最后忙活了半天钱也没落实。
    每个导演刚起步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钱，谁给你投资，投资之后怎么回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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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空忙一场，最后就决定自己掏钱，纯当娱乐了，反正也就几万块。
我当时也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要拍电影，刚开始还觉得拍电影会更挣钱，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不是这
样的，到现在也不是，但因为走到这条路上来了，积重难返。
今天如果我还是20岁，我可能选择去挖矿，留在山西想办法干点儿更实在的事情，但那会儿走到电影
这条路上去了，都已经走了这么久，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吗？
因为你把时间成本用完了，你只干了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有惯性，很难再改变，就像《拆弹部队
》⋯里的人，即使是那么危险的一个工作也只能继续做下去，他干不了别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选择越来越少，这是一个特别无奈的事情。
    《香火》是我唯一一部跟故乡有关的电影，我不像贾樟柯他们不断地在拍山西，但我对这个地方还
是很感兴趣，说到底，学校里的教育只是局部的，一个人一生当中所接受的教育70％是从父母那儿来
的，父母的教育是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儿来的，一脉相承。
还有土地的氛围，哪里的人会有哪里的看法，这是肯定的，通过地域判断一个人肯定没错。
前一段他们说怎么突然集中出了一批山西的导演，我去韩杰家聚会一看都是老乡，而且都是北师大的
，全是师兄弟，前后脚毕业的。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就跟有一个阶段陕西出了特别多人一样，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
我分析是大家互相看着，也没觉得很远，比如某个人成功了，就给其他人指出了一条捷径，有可能有
这种影响在里面。
其实你要看得见它，它就会变成一个可行的东西，比方说我在山西上学的时候，拍电影这个事儿简直
跟山西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
山西挖煤行，干电影觉得没什么关系。
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就发现贾樟柯也是山西人，他以前在山西大学画画的，你就琢磨着这件事情好像
并不遥远，你就会建立某种心理联系。
之后，我做了导演拍了电影之后，以前跟我一起玩乐队的那帮人现在全都变成了导演和副导演，大家
有一种心理路径觉得这个事儿原来可以干。
其实所有行业都一样，它都呈现群落效应，为什么温州人都做生意，都是大款，就是地域之间逐渐形
成了一种文化氛围，最后变成了一种现象，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一种带动效应。
所以我认为，是从贾樟柯开始山西开始跟电影这个行业有了联系。
    在山西拍《香火》时我们剧组一共就八个人，当制片的同学找了当地一家破宾馆跟人谈半天，从初
一到十五总共给2000块钱还管早晚饭。
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帮学生，每个人都很有热情。
主演李强是我的同学，当地人，还有一个刘庆苗是从大同过来的，边演戏边帮着协调当地的事情。
我们七八个人在县城的老街上拍戏，全靠日光，因为没有办法组织现场，大部分时间里只能采取偷拍
的办法。
我记得是大年三十开的机，开机头一天摄影机就冻坏了，零下二十几度，电子设备罢工了，赶紧在旁
边生一堆火，把摄影机拿过去烤一烤，烤完拿军大衣裹着再投入工作。
第一部戏就是这么一个条件，但是不觉得苦，因为好玩儿，而且拍摄进度也不紧张，晚上回来还能跟
大伙儿打打麻将。
有很多时候是早上起来才跑去找演员，睡醒了才开始想今天这场戏找谁来演，然后跑到街上看这个卖
菜的人挺好，就去问问卖菜一天能挣多少钱，他说一天挣200块，我就说让你演一天戏给你200块钱。
好多演员都是这么找来的。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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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1年10月，我去《王的盛宴》片场探班。
那几天陆川阑尾炎发作，一直带病在坚持。
早晨从市区医院开出的药水只有8小时的有效期，送到外景地已是下午4点，剧组的工作人员不知从哪
儿找来一位大婶，像是当地的村医，一针扎在了导演的右臂上，拴根木棍吊盐水瓶。
夕阳的余晖下，我看到了“少壮派”导演的一个侧影。
    为了描写这群不再年轻的“年轻人”，我前前后后花了一整年时间。
陆陆续续的采访，最初是高群书，最后是宁浩，有的人来去匆匆，有的则聊了数次，每一次都会有新
的收获和惊喜。
我很享受交流的过程，让我了解到电影诞生的艰难困苦，以及那些“造梦者”的努力与坚持。
    拍电影并不很赚钱，从事一份与电影有关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儿理想的味道。
很多人把导演的工作想象得简单，好玩儿，比如可以在片场指点江山，可以带着剧组四海云游，可以
在各种电影节上挽着俊男美女走长长的红地毯，接受闪光灯的抚摸，风光无限，但在这些表面的虚荣
背后所付出的汗水和泪水，想来却没有多少人关心。
陆川拍《南京！
南京！
》中途因资金链断裂几度停工，丁晟在野生动物园里“与熊共舞”，宁浩在大草原上面对众叛亲离也
坚持了下来，杨树鹏则为自己的电影梦赔上了身家⋯⋯尽管在中国拍电影很艰难，但他们必须要坚持
下去，因为中国电影的这面旗帜总得有人来扛才行。
    其实魏君子最初策划这本书的时候，我还觉得是一个三到五年的计划。
2011年，这个想法还有点超前，我们预计“少壮派”导演会在未来的十年里慢慢登上舞台，成为主角
。
但写着写着，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发生着巨变。
一方面新导演一个接一个以抢班夺权的态势冲了出来，并且还都取得了十分不错的成绩；另一方面，
好莱坞大举入侵，也迫使年轻导演早早的挑起大梁，成为对抗好莱坞的主力军。
我们在这群“主力队员”中挑选了12位导演，因为各种原因也留下了几粒遗珠，与李玉、金依萌、钟
继昌，包括很有前途的张猛都失之交臂。
但三五千万的成绩并不是什么太高的要求，在中国电影100多亿产值的背后却只能数出区区十几位代表
人物来，不能不说是产业的危机。
不管怎样，成功者的经验总还是有价值的，听他们说说对电影的理解，于后来者也是启发。
    关于电影我懂的不多，只是一个倾听者、记录者。
我也相信任何人对任何事物的描述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就像是《罗生门》，即便我尽力去掉那
些宣传上的华丽辞藻，但事实还需要读者们自己去伪存真。
读者是有能力的，毕竟电影是大众的艺术，不像美术和音乐。
在这个“白媒体”的时代里，谁都可以发言，都可以有话语权，于是我也随大流地在每一篇章的最后
都附上一篇尽可能简短的评论，个人观点，一家之言。
    最后感谢魏君子和赵静的支持，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若无他们的鞭策，这本书也许早就半途
而废了。
也感谢12位接受我采访并细心为我校对稿件的导演们，以及出版社的徐峙立老师、电影票房专家刘嘉
老师、我的导师石川以及王丹、张殉、阿童、王威、杜若飞⋯⋯这一年里给予我帮助的人很多很多，
在此一并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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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验与折磨是这些导演们经历的宝贵财富。
市场的残酷性普通人无法体会，而宇文翮编著的《少壮派导演报告》就旨在通过与这些来自不同背景
的导演(包括编剧、广告、电视制作、戏剧和电影学校出身的人)的交谈，去除一般访谈时被公关人员
披上的装饰外衣来展示他们的真实性和多面性，并呈现出一个个相对完整的电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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