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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艺术高校学

子们的校园生活，连同他们的困惑与

向往、梦想与迷惘，以细腻写实的笔

触，共同呈现在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

《艺术学院 1994》中。这部电影的导

演刘健既是中国美术学院的老师，又

是动画导演。此次，他率领中国美术

学院的师生团队，以“考古”般的手绘

写实手法，精心雕琢出这部新作，为

观众提供了与传统动画大片“奇观

性”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

■影片原型

来自导演的校园回忆
2016 年，刘健回到自己阔别二

十多年的母校南京艺术学院，整齐

而崭新的混凝土建筑把他挡在了过

去和现在之间，记忆一下断裂。这

时候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竟

然是当年的老师，已经满头白发。

在那一刻，刘健忽然感受到时光的

残酷，由此，他开始酝酿这部电影。

《艺术学院 1994》的故事发生在

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那时，当代

艺术在中国刚刚开始，中国的经济

指数也还未飙升，人们的生活忙乱

而平静，大家对新的一切既充满好

奇又惴惴不安。艺术学院里活跃着

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热爱艺术、憧

憬爱情，和整个社会一起探索、成

长。他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现实的考

验，并最终做出自己的选择。

“很多人都觉得大学四年是非

常美好的生活状态：正当青春的年

龄，世界丰富多彩、充满希望，现实

问题还没有降临到身上，就连烦恼

和迷茫都是美好的。”刘健坦言，片

中主角张小军的原型之一就是自

己，两人当年都是中国画专业，还留

着一头长发，每天为艺术创作而苦

思冥想。“既然学国画，传统是不是

要坚守？可是看了西方现代艺术也

觉得特别好，如何把二者结合？当

时我们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处于这样

的状态，大家都在讨论。”片中有大

量对艺术、哲学的专业探讨，有网友

调侃，光是“艺术”一词就出现了两

百多次，对此，刘健笑言，艺术本无

门槛，只要心怀敞开，皆可感知。

■回忆青春

场景细腻且充满美感
刘健一直致力于用动画表现现

实世界，此前的作品《刺痛我》《大世

界》造型夸张、故事荒诞，画面极富

视觉冲击力，而《艺术学院 1994》主

打回忆青春，风格更为温柔，还注入

了不少个人情感。

古色古香的校园建筑、男女主

角玩硬币游戏的南京长江大桥、让

人想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夕阳场

景……不少观众惊艳于片中细腻且

充满美感的场景，还对着电影画面

去找现实原型。

刘健透露，影片主要在南京、杭

州两地取景，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

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都是片中校

园场景的原型。“先实地勘景，拍大量

资料，回来后经过构思与提取，再画

出来。”他说，这个过程在技术上难度

并不大，只是需要大量时间打磨。

刘健此前坚持独立创作，前两

部作品都是他一人“手搓”完成，这

一回他选择了当下热门的“产学研”

模式——带着学生一起完成。团队

花了大概半年时间磨合动画风格，

让所有人画出来像一个人画的。“我

们有分工，有人画场景，有人画道

具，有人勾线，有人上色。先规定一

种风格，大家都朝这个风格画，然后

慢慢调整、修改。”

对参与创作的年轻学生来说，

上世纪 90 年代较为陌生，涉及具体

细节时，需要刘健总体把控，给学生

大量参考资料，让他们据此完成。

片中的男生宿舍，上下铺木板床上

挂着蚊帐，墙上贴着崔健、迈克尔·

杰克逊等偶像海报，桌上放满了搪

瓷杯、饭盒、啤酒瓶，角落里还有脸

盆 架 …… 生 动 勾 勒 出 那 个 年 代 的

“象牙塔”。刘健还发挥自己的专业

特色，将传统中国画技法融入电影

画面中。

■豪华阵容

贾樟柯黄渤等友情献声
贾樟柯、黄渤、周冬雨、董子健、

大鹏、白客、毕赣、黄璐、张子贤、仁

科 、彭 磊 、姜 逸 磊 ……《艺 术 学 院

1994》请来电影界、音乐界、文化界

等不同领域的名人，构成了极为豪

华的配音阵容。能否在看电影的过

程中“盲听”出配音出自哪位大咖，

成为该片的一大看点。

该片制片人杨城靠“刷脸”请来

了这些名人，大家一听影片内容，都

欣然答允，十分乐意为华语动画电

影尽一份力。刘健说，配音前他会

让大家先了解角色的人物小传，看

到人物造型，配音现场也会交流探

讨。对于最终的配音效果，刘健认

为他们都演绎出角色的灵魂与生命

力。“演员们在录音棚，一开口，我瞬

间便能感知，这就是角色应有的模

样。此前，我们对于动画角色没有

任何的预设，但在配音时，却发现演

员本人与角色的气质奇妙地相似，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黄渤在片中为一个考了好几年

大学的美术生配音，他刻意隐藏自己

本身的声音特征，让声音没那么“黄

渤”；姜逸磊为音乐生高红配音，大大

咧咧的语气与人物形象极为贴合；仁

科配音时戴着牙套，为了能够说清楚

台词，他在进棚录音前反复苦练；经

常用山西方言在不同电影中客串的

导演贾樟柯，这次却选择用普通话出

演一位来学校开讲座的艺术家……

刘 健 表 示 ，希 望《艺 术 学 院

1994》不仅是某种怀旧的坐标，而是

能成为一种契机，让每一位观众看

完电影后，重新去思考穿越时间的

青春问题、艺术问题。

袁云儿

6 月 27 日晚，第 30 届上海电视

节白玉兰奖揭晓。

备受瞩目的中国电视剧单元，

《我的阿勒泰》成功实现了“读一本

书、追一部剧、去一个好地方”的影

视文旅闭环，斩获最佳中国电视剧

奖，也夺得了国际传播奖。靳东与

宋佳分别在《西北岁月》和《山花烂

漫时》里完成了对革命先辈、时代楷

模的有力刻画，最佳男女主角奖实

至名归。《边水往事》里的蒋奇明、

《小巷人家》里的蒋欣，鲜活可爱、充

满灵气，能把配角演得流光溢彩，令

人过目难忘，最佳男女配角奖当之

无愧。《山花烂漫时》响起《红梅赞》，

观众一次次为之热了眼眶，最佳导

演奖归属费振翔。一步一步逼近真

实，《我是刑警》是献给 16 万一线刑

警的一封情书，徐萌手里的最佳编

剧（原创）奖是对编剧这门手艺活的

尊重。把世间演绎过万千次的爱情

与成长写得动人情肠，最佳编剧（改

编）奖花落《玫瑰的故事》李潇与王

思。而用现实主义笔触将个人奋斗

历程、大时代发展、城市建设、中国

金融业向阳而生的发展路冶于一

炉 ，《城 中 之 城》获 得 组 委 会 特 别

奖。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岁月》和

《我是刑警》还共享了评委会大奖。

上海电视节用“白玉兰之选”确

证——真正的中国好剧既胸怀“国

之大者”，能展示中国形象、关注时

代变迁、书写万家灯火；也能服务于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让影视与旅游、

商业梦幻联动，推动文旅商体展融

合向新；它还可以引领影视行业发

展大势，用不断升级的艺术审美、视

听体验、匠心创制，为一代代观众铺

设通往真善美的心灵之桥，让世界

从中国好剧里看懂中国、看好中国。

真实自有千钧之力
一部电视剧的播出让一个好地

方引人心驰神往，《我的阿勒泰》做

到了。该剧播出后，仅 2024 年上半

年，阿勒泰地区即接待游客 1846.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25%，实现旅游

收入 163.41 亿元。

手捧最佳中国电视剧大奖，导

演兼编剧滕丛丛说：“做电影这 20 年

里头我没想过转行，但我的作品只

有两部，《我的阿勒泰》是第二部。

创作起点很常见：我们的人生没有

谁是一帆风顺的，但好在我是一个

创作者，那些人生的喜怒哀乐，都可

以变成创作的养分，我想生命是一

场永远不停歇的体验与积累。”正是

有了李娟从真实人生中凝练的文

字，才有了荧屏里张凤侠面对生活

的从容可爱，才有牧民们把繁重劳

作称为“盛大节日”的明亮旷达、乐

趣与尊严，才有了奶奶对素昧平生

的人们说“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

地过”。

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西北岁

月》大结局时观众意犹未尽，改编自

“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真实事迹

的《山花烂漫时》以 9.6 分位居近 9 年

来国产剧评分第一。能得到观众的

托举，演员的精湛表演功不可没，原

型人物身上蕴藏的理想信念，或许

更是持久打动人心的情感源泉。靳

东说：“《西北岁月》就是真实的历

史，239 天的拍摄里，本身是一个洗

礼的过程。收获太多，了解到那段历

史，以及几百上千位真实姓名的先

辈。”颁奖礼上的一段小插曲，靳东选

择饺子来代表入围心情，这是“将老

百姓放在心中第一位”的印记，“当年

我们的老百姓吃不饱，希望我们所有

老百姓都能吃上一顿饱饭，尤其是饺

子，还得是肉馅的饺子”。

第二次拿起白玉兰奖杯，宋佳

哽咽了：“人间烟火是最大的流量，

真善美永远是最有力的表达。”《山

花烂漫时》共拿下最佳导演、最佳女

主角两项大奖，剧开播之际，无数年

轻人在看到演员宋佳与原型人物的

合影时感慨“真像”，但在演员本人

看来，从形似到神似，归根结底，是

导 演 与 主 创 们 对 真 实 的 层 层“ 苛

求”，正如评委会送给宋佳的评语：

“表演生动细腻，收放自如，真诚地

完成了从演员到角色的跨越，为观

众塑造了张桂梅大爱坚强的感人形

象。”整个剧组正式拍摄前花了三年

实地考察，也造就了观众眼中每一

帧画面、每一句台词中浸润的真实

与质感。

《我是刑警》献给 16 万一线刑

警，徐萌信奉的编剧武功“唯真不

破”，事真、人真、情真。“反复打磨的

文字都成为了我们的记忆坐标。”她

认为，“最难的是在悬疑风靡的时

候，说服片方平台方坚定去做。我

们去采访，去翻档案，去经历很多很

艰难的日子。”

精品源自匠心接力
白玉兰绽放之夜，一个环节感

动了荧屏内外所有人。屏幕上，上

海电视节 30 届来的历程流转于光影

间，一代代中国观众熟悉的面孔历

历在目。伴随观众走过一年又一

年，演员陈宝国说：“我的‘30’是在

播种与耕耘中收获白玉兰的芬芳。”

他形容担任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

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告诫我自

己，要像我演的老农民牛大胆守护

土地那样，守护表演的这份初心。

让咱们一起耕耘，栽种出属于咱们

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从当年在社交平台上“求职”，

到《漫长的季节》傅卫军、《我的阿勒

泰》高晓亮，再到《边水往事》王安

全，“90 后”蒋奇明的“白玉兰之路”

梦幻但又无比扎实。哪怕全剧镜头

总计 10 多分钟，哪怕饰演的小人物

常常“消失”好几集，但对于创作的

极致态度，换来了观众念念不忘。

一路走来，蒋奇明眼含泪水对以前

的自己说：“将自己扎进生活中，一

切经历的回馈都是值得的。”

蒋欣得了最佳女配角，麻辣厂

花宋莹在台上致谢了一大串名单：

“此刻我终于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

幸福。”事实上，于烟火中传递真情，

《小巷人家》获得 7 项提名，几乎覆盖

编 剧 、导 演 、演 员 、幕 后 的 各 个 环

节。一部好剧能在观众心里留痕、

能让无数人从故事里瞧见自己的往

昔日子，作品与观众间馥郁的情感

链接证明，精品源自台前幕后各个

环节的匠心接力。这一精神在白玉

兰传递，正如制片人侯鸿亮所感慨

的：“从业三十余载，我与团队在白

玉兰奖获 95 项提名、23 座奖杯。但

每次站在这里，我还是会紧张得像

一个等待考试成绩的学生。这些

年，我们尝过满载而归的喜悦，也经

历过空手而归的失落，但失利反而

催生更深的渴望——渴望创作更优

质的作品。白玉兰于我们不仅是奖

项，更是行业最高的专业标准和艺

术追求。我的 30 年，用光影记录时

代洪流中的微小浪花，希望这朵白

玉兰永远盛开在观众的心里。”

女性创作者之间的真挚接力，亦

是当下文艺创作的坚定强力。当宋

佳捧起白玉兰视后的奖杯，台下曾同

其合作拍摄电影《好东西》的青年演

员钟楚曦拿起手机记录这一时刻，泪

流满面。两位女性演员台上台下泪

水呼应，导演滕丛丛呼吁同行“去爱，

去生活，去受伤，去创造”，共同获得

最佳编剧（改编）的《玫瑰的故事》编

剧李潇与王思亦是女性编剧拍档，她

们在舞台上感谢着灵魂人物“黄亦

玫”，更是期待“所有编剧同行能找到

伙伴，创作的暗夜里不会独行”。这

正与宋佳的“特别致谢”相契合：“我

想特别谢谢所有入围的优秀女性创作

者们，大家在各自的作品里熠熠生辉，

而我是最幸运的那一个。我们选择站

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年轻漂亮，

不是因为我们把事业家庭平衡得很

好，也不是因为我们穿上的漂亮衣服，

而是因为我们有创作的能力，我们有

能力成就一部作品、成就一个角色。”

中国好剧为中国代言，让生活

更美好——这是“白玉兰”也是上

海电视节在守正创新的第 30 届的

选择。

王彦 孙彦扬 臧韵杰

姜文时隔七年后执导的新片《你

行！你上！》宣布定档 7 月 25 日，同时

首款预告释出。

该片以钢琴家郎朗的学琴生涯为

灵感，讲述了少年郎朗为了实现音乐

梦想，自幼随父亲郎国任离家求学。

面对未卜前程，全家初衷不改，自困境

中突围。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拜名师、

会高手、见世面、破歧视……辗转于沈

阳、北京、德国、日本、美国，终有一

日，十七岁的他登上顶级艺术殿堂。

该片启用了全明星演员阵容，姜

文、马丽、于和伟、余皑磊、何赛飞、丁

志诚、辛芷蕾、雷佳音、葛优、王传君、

胡歌、甄子丹等在预告中逐一亮相。

片中饰演天才儿子的演员也露出

真容：姜文海选出三位琴童，由张乘郝

（童年）、王硕珑（少年）、陆一（青少

年）分别出演郎朗的不同成长阶段。

三位小演员琴技上颇具天资，片中精

彩绝伦的钢琴演奏全部由他们现场真

弹，演戏演奏都不耽误。

演员们在片中的造型也非常抢

眼，姜文饰演的“疯爹”留着一头泡面

卷发，说一口东北话，让人一下子回到

上世纪 80 年代。雷佳音的海绵宝宝

方脑壳、王传君的朋克黑长直以及老

搭档葛优的爱因斯坦爆炸头，都让人

眼前一亮。此外，马丽和辛芷蕾也在

片中穿着红色的服装，眼中闪着明亮

的光，整体洋溢着一股昂扬的姿态。

该片的片名也三易其稿，一开始

定名为《英雄出少年》，随后改成《你

行你上》，最终定为《你行！你上！》。

音乐片拍好不容易，但姜文这次

却迎难而上，可谓是艺高人胆大。从

目前的预告片来看，这部影片在风格

上跟他之前的《太阳照常升起》有点类

似，但在视觉上更加“放飞”，更加浓

烈，尤其是预告片中有不少人物飞起

来的画面，能看出姜文此前电影《一步

之遥》中的影子。

王金跃

新华社电 经中国团队高清修复

的抗战纪录片《苦干》近日在美国洛杉

矶的奥斯卡电影博物馆首映，引发中

美两国电影学者、历史专家和普通观

众广泛共鸣。

这部纪录片由美籍华裔女艺术家

李灵爱策划出资，美国战地摄影师雷

伊·斯 科 特 拍 摄 。 1939 年 至 1940 年

间，斯科特辗转中国香港、广东、广

西、贵州、重庆、四川、甘肃、青海等

地，用彩色胶片勾勒出一幅中国抗战

前期的全景历史画卷。

1942 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

院首次设立奥斯卡纪录片奖，《苦干》

因其震撼性纪实获得特别奖。然而，

这部杰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

度遗失，原始底片直到 2009 年才被再

度发现，而后中国多部门协作，采用最

新技术进行了修复。放映式前，中方

将修复资料捐赠给奥斯卡电影博物

馆，作为珍贵史料永久收藏。

影片放映结束后，全场观众报以

热烈掌声，向这部传奇影片致敬。《苦

干》摄影师斯科特的儿子马克·斯科特

在现场数次落泪。他说，父亲当年冒

着生命危险拍摄重庆大轰炸，拍摄普

通中国人的不屈抗战，他为此感到非

常骄傲。

马克·斯科特记得，儿时，父亲给

他放映过《苦干》。如今，修复后的影

片 恢 宏 地 呈 现 在 大 银 幕 上 ，令 人 震

撼。他非常感激中国团队的努力，让

这部作品得以长存。

来自东阳正午的“东海宇宙”又更

新了，这次不是“大江大河”系列，而

是全新的年代商战剧《淬火年代》。还

是阿耐原著改编，故事的发生地依然

是东海，故事中的主角甚至会随时提

到“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辉。对于热爱

年代叙事、企业奋斗史的观众来说，

《淬火年代》“入手不亏”。

新剧改编自阿耐小说《艰难的制

造》，讲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留学德

国的柳钧（张新成饰）回到家乡东海，

立志将父亲的老机械制造厂改造成科

技领先的现代化制造厂，凭借过硬的

技术和理想，在民营制造业发展的洪

流中奋勇争先的故事。经济奔腾年代

中国企业旧改新的故事在此前并不鲜

见，前有秦昊的《大博弈》，后有赵丽

颖的《风吹半夏》，尽管涉猎行业不

同，但都踩着改革叙事的题材红利，以

小见大地折射时代变迁，备受中国观

众喜爱。

《淬火年代》拥有“大江大河”系列

铺底的先天优势。相较于前作更多聚

焦于民企生产中体制变革的上层建筑

冲突，该剧切入的民营机械制造厂更

接地气。张新成、王彦霖等年轻演员

在剧中分别扮演了留德归来的技术专

家和高校毕业的一线业务干部，他们

不同于前作中从底层生长出来的技术

人才，更多代表了 21 世纪初新一代知

识分子，进入传统制造业后大展技术

优势，借助中国进入 WTO 后全新的

市场优势，开拓国产机械行业技术的

更新与升级。

秉承东阳正午一贯的风格，《淬火

年代》展示出在商战叙事中不急不慢

的人物塑造，扎实的细节充盈在复杂

的机械工厂救厂叙事中，柳钧对老厂

现实危机的解决并不依赖空洞的口

号，而是从拿起锤子怒砸工厂地面开

始，以发现机器漏油等专业手法侧写

老旧机械工厂的落后。与此同时，老

厂面对的竞争企业同样紧紧盯着民营

企业的变化，国产机械制造厂普遍困

于技术落差的时代背景，透过柳家老

厂的视角徐徐展开。

按照故事的推进顺序，柳钧的改

革必然面对着同行的压力、民营企业

的资金危机以及技术革新之路上的艰

难阵痛期。正如原作本来的名字《艰

难的制造》一样，民营制造企业转型本

身就与困难和竞争相伴相生，在时代

洪流中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与强有力

的技术支撑，就如同未经淬火过的钢

铁一样脆弱。在世纪之交的制造业转

型浪潮中，《淬火年代》以东海这家民

营机械厂的转型为切口，折射着一代

中国制造人的拼搏与奋争，记录了“中

国制造”的“淬火年代”。

李夏至

抗战纪录片《苦干》高清修复版
在美国首映

电影《你行！你上！》定档
讲述郎朗和父亲的传奇音乐之旅

《淬火年代》再续“东海宇宙”创业奇迹
折射一代中国制造人的拼搏与奋争

动画电影《艺术学院1994》热映，细腻还原艺术高校生活

“那时连烦恼和迷茫都是美好的”

“白玉兰之选”
让世界看懂中国看好中国

《我的阿勒泰》斩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