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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三峡，长在三峡，从 1994 年开

始记录三峡、见证三峡，走过了 30 载春秋冬

夏，经历了长江三峡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

改变。”大型 3D 纪录电影《新三峡》总导演

杨书华说。

自 1994 年起，杨书华便开始拍摄三峡

库区移民生活，先后制作了《大江东去》《大

江作证》《三峡移民》《三峡船工》等国内外

颇具影响力的纪录片。

2007 年，杨书华担纲导演、撰稿、制片

人，创作了大型文献纪录电影《中国三峡》，

获得第 14 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

奖，被翻译成 7 国文字推荐到 50 多个国家播

出，并被 5 个国家博物馆和联合国收藏。

从 2012 年起，杨书华开始策划他的三峡

“三部曲”之《新三峡》，希望在国家宣布三峡

工程整体竣工之后，面向国际、国内进行播

放和展映，全景反映新三峡的“新、变、美”。

《新三峡》题材之复杂、涉及面之广、时

间跨度之大、争议之多，世所罕见。如何才

能把三峡工程这一宏大的主题与庞杂的内

容讲得权威、客观、生动又透彻，总导演杨

书华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在肩。

为了拍摄三峡大坝成功截流这样的历

史瞬间，杨导和摄影师不顾个人安危，对长

江主汛期的两次洪峰过坝进行了全程拍摄，

记录了珍贵的历史影像。

为了真实记录三峡外迁移民的生存状

态，杨书华带领摄制组先后前往不同的省市

走访、跟踪，拍摄他们在新家的真实生活，

作为土生土长的三峡人，杨导和三峡移民交

朋友、亲如一家。为了拍摄到第一手关于三

峡动植物、水生物繁衍生息和地质灾害防

治、生态保护等客观资料，杨导和摄制组一

起走遍了三峡的山山水水。

作为讲述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纪录电

影，《新三峡》在主流基调、人文基调和艺术

基调方面的考量也是一个极难把握的点。

杨书华提出做好“精、气、神”：“精”就是精

心策划、精心摄制、打造精品；“气”就是以

治水文明为底气、展国家工程之大气、扬中

华民族之志气；“神”就是展现决策者的民

主科学精神、建设者的创新奋斗精神、百万

移民的奉献协作精神。

功夫不负有心人，《新三峡》得到了专家

们的高度评价。国家广电总局重大理论文

献影视片创作专家评审小组评价《新三峡》

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不仅反映三峡的

成就、变化、精神，也充分阐释了在党的领

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更生动地展

示了“中国自信”“三峡自信”。

京言

首部全面展现正当防卫案例

的悬疑剧《正当防卫》，用六个主

角三起案件，贯穿 14 年的剧情，

让 该 剧 播 出 之 初 以 烧 脑 剧 情 著

称。伴随着故事的展开，三起案

件背后判罚的原则与背景逐步展

现，也折射出了我国司法进步的

轨迹。

剧本的突破
“以身入局”呈现

“如我在诉”
对导演李云亮来说，用 15 集

的长度讲好一个法条的历史变迁

确实很“浓缩”，为此《正当防卫》

选择了特别的讲述方式。“一般的

法治题材剧都是以案件为主线，

以破案线索去推进剧情，但这部

剧并没有沿用这样的办法。”李云

亮说，编剧贾东岩在写作时就做

了很大的突破，用 6 个主要演员去

串联起 14 年间的三起案件，其中

让观众大为震撼的开局，就是身

为主办检察官的段鸿山（张鲁一

饰）竟然也成了正当防卫案件的

嫌疑人。

“我看到有观众说，检察官是

以 身 入 局 ，也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猜

测。”李云亮坦言，能够做这样大

胆 的 假 设 并 不 是 单 纯 为 了“ 做

戏”，全剧贯穿始终要讲明白的两

大主题，一个就是正当防卫在司

法实践上应该践行“法不能向不

法让步”，另一个主题则是要让观

众明白检察官在中国司法实践中

真实的工作场景，“如我在诉”就

是对检察官的工作要求。

李云亮透露，《正当防卫》这

部剧不是简单地要去呈现几个案

子，而是希望借助案例让观众真

正认识到法条的变化，同时理解

检 察 官 同 样 也 是 具 有 情 感 的 个

人，而为了追寻正义和真相，他们

必须穷尽一切可能去寻找。

台词不能“水”
把文戏拍好看并不难

当《正当防卫》剧情过半，大

多数观众会围绕 14 年前图书馆伤

人案中李沐风是否判罚过重展开

争论，在剧中围绕该案举行的听

证 会 就 是 一 次 重 要 的“ 理 念 之

争”。

在李云亮看来，一个法条的

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从来都不是

固定不变的，《正当防卫》之所以

选择用 14 年前的案件来做法庭争

辩环节的展示，恰恰是希望能够

通过这个典型案例，去再现中国

法治进程的变迁。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

众厘清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区

别，也更清晰地理解法的精神，这

并不是能够简单一概而论的。”李

云亮说。

作为曾经拍摄过电视剧《风

声》的导演，李云亮坦言，拍摄法

治 题 材 影 视 剧 的 一 大 限 制 就 是

“文戏太多，法庭戏太多”，好在他

在《风声》里有过曾经类似辩论戏

的拍摄经验。这次在《正当防卫》

里，文戏的拍摄不仅不显拖沓，反

而因为几位演员出色的表现，出

现了不少名场面。

李云亮认为，把文戏拍得好

看并不难，真正关键的是在复杂

的司法条文中抓住能够让观众理

解的部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

清楚复杂的法条和理念，“演员的

每一句台词都不是废话，也不是

水词，我们的戏剧冲突首先体现

在扎实的文本里。”据他介绍，剧

组在拍摄时始终有来自最高人民

检察院的检察官“坐镇”，协助剧

组把关内容，并对演员们的具体

细节和动作都有十分细致入微的

指导。

非典型法治剧
真正的悬疑呈现

人性复杂
在 不 少 观 众 看 来 ，《正 当 防

卫》夹杂着悬疑色彩，是一部“非

典型”的法治剧。剧中的每个人

物都有不少的笔墨来写出“前世

今生”，剧作不仅让段鸿山深度参

与了判决后当事人的人生，就连

后来出现的检察官方灵渊，也与

嫌疑人江婷有过校园霸凌的“前

史”。

在李云亮看来，这种对人物

多面性的呈现，恰恰是悬疑元素

的体现，“我们对悬疑的理解往往

有些片面，经常是突然吓你一跳，

或者找不到人了，都是一些技术

性的手段，但真正的悬疑应该在

人心，是人性的复杂。”

李云亮认为，《正当防卫》并

不想简单地以案件讲道理，重要

的反而是故事中人的多样性，“我

们不要再用简单的好人和坏人去

做判断，而是真正地理解法治的

要义，遵循司法精神去做理性的

判断。哪怕我们的受害者或者嫌

疑人都不是完美的，但始终不变

的是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李夏至

雪山为幕，历史为卷。由刘

劲、艺兮联合执导的重大历史题

材影片《天宝》已在全国公映，116

分钟的电影是一次涤荡灵魂的精

神洗礼，也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

义教育。

电影《天宝》由作家阿来担任

文学顾问，唐国强担纲艺术总监，

藏 族 歌 唱 家 容 中 尔 甲 任 音 乐 总

监，藏族青年演员顿珠次仁、卓依

娜姆等主演。

影片以藏族红军的杰出代表

天宝（藏名：桑吉悦希）从少年到

中年时代的真实经历作为创作素

材，全景式讲述了藏族青年桑吉

悦希从一个寺庙扎巴，到参加红

军、三过草地，在延安中央党校民

族 班 学 习 期 间 被 毛 主 席 改 名 为

“天宝”，后又奉命返回藏区，参加

和平解放西藏、家乡剿匪战斗等，

历经千锤百炼和血与火的洗礼，

最终成为我党高级干部的革命英

雄事迹。

“《天宝》是我们六年磨一剑

的作品，在高原缺氧的极端条件

下吃了太多苦。支撑我们坚持下

来的是观众满意的眼神，更是天

宝所传递的坚定信仰。”刘劲说，

《天宝》是主创献给党的 104 岁生

日的礼物，也是献给所有牺牲在

长征路上红军战士的一份告慰：

“长征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战胜一

切困难的精神力量！”

刘劲讲述创作初衷，从影这

么多年，他拍了很多长征题材的

影视剧，依然觉得不少长征题材

还 没 有 被 浓 墨 重 彩 地 表 现 。 当

年红军来到藏族地区时，没有吃

没有穿，正是最困难的时候，但

正 是 以 天 宝 为 代 表 的 藏 族 人 民

无条件地支援，帮助红军渡过难

关 。 在 跟 以 张 连 长 为 代 表 的 红

军的相处过程中，以及受到了草

英 姐 、央 珍 姐 姐 等 身 边 人 的 感

染 ，当 时 还 是 一 个 小 扎 巴 的 天

宝，开始觉醒、蜕变，最后成为一

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祖国的解

放事业、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献。“我们必须把他拍出来，就是

希 望 永 远 不 要 忘 记 我 们 的 先 辈

们，是他们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刘劲说。

为 了 真 实 呈 现 历 史 的 画 面

及当年红军长征时的环境，剧组

百分之九十的戏份都采用实拍，

并来到天宝的 家 乡 阿 坝 藏 族 羌

族 自 治 州 和 延 安 等 地 取 景 拍

摄 。 其 中 有 一 场 天 宝 和 马 陷 入

沼 泽 地里的戏，刘劲透露，是在

海 拔 4700 米 的 地 方 拍 的 ，剧 组

为 此 专 门 在 路 边 挖 了 一 个 巨 大

的坑，再填上土、倒入水，模拟出

沼 泽 环 境 。 再 加 上 高 原 空 气 稀

薄，缺氧，又冷，演员在表演时很

容 易 进 入 状 态 。 演 员 演 得 很 辛

苦，最后呈现的效果也很好。观

影时看到这一幕，很多观众感动

落泪。

演员卓依娜姆分享饰演央珍

的情感体验时 说 ：“ 她 是 那 个 时

代千千万万藏族女性的缩影，她

的温柔、坚定和悲悯，是天宝的

信仰源泉，也是这部电影最柔软

的力量。”

“影片拍摄得非常出色，人物

刻画有血有肉，跨越时空展现出

父 亲 真 实 的 生 活 状 态 。 感 谢 导

演为影片拍摄投入的巨大精力，

感谢所有的演职人员！”天宝家

属说。

作为 阿 坝 藏 族 羌 族 自 治 州

走 出 的 导 演 ，本 片 联 合 导 演 艺

兮 说 ，自 己 从 小 目 睹 藏 羌 文 化

的 共 融 共 生 ，对 这 片 土 地 的 英

雄格外敬仰。“拍摄《天宝》就是

希 望 他 的 精 神 被 更 多 人 看 见 ，

被历史铭记。”

王金跃 袁云儿

暌违 7 年后，姜文终于推出了电影新作

《你行！你上！》。该片公映后引发极大的争

议。有人认为该片依然保持了姜文电影一

贯的风格，“又癫又燃”，但也有观众不以为

然，认为是其“江郎才尽”的失败之作。

姜文说，《你行！你上！》是“钢琴版《让

子弹飞》”，片中钢琴家郎朗和父亲郎国任的

追梦之旅就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马

小军和《让子弹飞》中的张牧之组队，“这两

个人在一起，不知道会干出什么疯狂的事情

来。”这话乍一听没错，影片故事主线就是父

子俩以琴为刀，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实现音乐

梦想的历程。但姜文可能有意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马小军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孩

子，故事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他勾起了很多

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苦涩、阵痛和委屈。

但郎朗不是，他天赋异禀，就像一把锋

利无比的屠龙刀，稍加点拨，一出手就见血，

纷纷将来者斩于马下。在片中，虽然也有郎

朗在父亲威逼下苦练钢琴的细节，但只要他

一上场，最终就是一句：“爸爸，我赢了！”从

这个意义上说，拿姜文饰演的郎国任来比喻

张牧之是不合适的。

当然，《你行！你上！》是好看的，尤其是

影片鲜亮得晃眼的画面，在看多了像《恶意》

《酱园弄·悬案》那样阴冷色调的画面后，观

看《你行！你上！》就像是一个潜在水中很久

的人突然冒出水面，一抬头就看到天空中的

烈日，炫目！这色调如此鲜艳夺目，仿佛把

人带入一个梦幻世界。

但在好看之外，《你行！你上！》主题却

是模糊的。片中郎朗虽然在开头就有一场

跟父亲在天台上争吵的大戏，但全片看下

来，缺乏对郎朗内心世界的细腻剖析，作为

钢琴演奏天才，他对于音乐的独特理解也付

诸阙如。唯一的点拨是老师告诉他的：在演

奏前，对所有暗恋过的对象的思念都使劲憋

住，直到开始弹琴的那一刻。片中郎朗缺乏

个体意识，被父亲一直推着往前走，郎国任

成为绝对主角。郎国任在片中展现出两个

鲜明的性格特征：一是排除一切困难让儿子

冲破天花板，早日扬名世界；二是要保持对

儿子的绝对控制权。但如果真的拿“父子关

系”来探究本片，却又是令人失望的。全片

充满不顾一切的冲锋和呐喊，有观众评论

“噪得很”。姜文自己解读，希望通过本片能

够让现在的年轻人放下焦虑，迎接挑战，人

生也能像郎朗父子那样充满无限可能。这

样的励志精神没错，但现在的年轻人会相信

这种呐喊式的口号吗？

《你行！你上！》中的郎朗终究不是马小

军，郎国任也不是张牧之。姜文只是借郎国

任这个角色，再一次回到了那个“阳光灿烂”

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是他最意气飞扬、

创作最巅峰的年代。《你行！你上！》更像是

一场“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精神狂欢，一个

“廉颇未老”的自我证明，一次“梦回青春”的

自我激励，一次“少年心性”的彻底释放。

王语

纪录电影《山河为证》将于 8 月 15 日登

陆全国院线，同步发布定档版海报。

影片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与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

该片首次全景式展现中国人民 14 年的

抗战历程，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

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华儿女奋勇抗击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者的伟大史诗。

在创作上，《山河为证》秉承严肃的史

学 态 度 与 高 度 的 艺 术 责 任 ，既 注 重 历 史

逻 辑 的 清 晰 性 ，也 强 调 民 族 精 神 的 传 承

性 。 在 海 量 珍 贵 影 像 资 料 基 础 上 ，主 创

团队运用数字修复与艺术再造相结合的

方式，从尘封档案中唤醒时代记忆，为观

众 重 现 中 华 民 族 英 勇 抗 战 、热 血 激 荡 的

历史瞬间。

同步发布的定档海报，以极具视觉冲击

力的“新国风”美学，构建起一幅庄严而震撼

的纪念图景。整幅画面融合国画山水与铜

雕艺术质感，万里长城自画面底部蜿蜒而

上，贯穿山河，宛如一条钢铁脊梁守护民族

精神高地；母亲河黄河奔流其间，松柏挺立

其侧。

片名“山河为证”位于海报正中，铭刻着

历史的庄重誓言，苍劲有力的书法线条融入

奔涌山河的宏大图景，象征着民族精神的脉

动与大地记忆的延续。

北日

7 月 20 日至 11 月 30 日，由国

家大剧院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联

合主办的第九届国家大剧院国际

歌剧电影展将在国家大剧院、北

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一院三址”以及全国 30 余座城市

开展。

自 2016 年创办以来，国家大

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已邀请 30 余

家中外艺术机构和制片方共同参

与，呈现百余部优秀的舞台艺术

影片，累计巡展全国 30 多个城市，

举办展映约 3000 场，覆盖观众 30

万人次。

第九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

电影展以“光影舞台，和美共生”为

主题，16部作品涵盖歌剧、音乐剧、

舞剧、话剧、戏曲、故事片等不同艺

术门类，分为“歌剧典藏”“音乐剧

境”“光影剧韵”“华夏风华”4 个单

元，共有来自 7 个国家的 17 家中外

艺术机构参展。国家大剧院副院

长马荣国表示，此次影展展映规模

将达上千场，创下历史新高。

“‘舞台艺术+电影技术’的模

式，让经典艺术突破时空限制，走

进千家万户。”中影集团副总经理

任月介绍，目前，中影已联动中影

电影通、猫眼、淘票票等 5 家购票

渠道，开通了专属购票平台，将在

放映期间为观众提供便利的购票

服务。

影展期间，国家大剧院“一院

三址”和全国近百家剧院将启动

“ 光 影 舞 台·国 际 歌 剧 电 影 月 ”

主题活动，联合当地院团、知名

艺术家，推出艺术讲堂、互动展

演 、大 师 课 活 动 ，推 动“ 文 明 观

演”宣传引导。本届影展同时扩

大校园公益展映覆盖面，在全国

20 余所高校推出“向美而行，以

美育人——国际歌剧电影展校园

公益展映”系列活动。

高倩

3D纪录电影《新三峡》：

让世界看到“三峡自信”

电影《你行！你上！》：

“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精神狂欢

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启动

长征题材影片《天宝》全国公映：

永远不忘先辈的负重前行

首部全面展现正当防卫案例的悬疑剧《正当防卫》热播

重重悬疑迷雾中解析法治要义

《天宝》海报。

《正当防卫》海报。

《你行！你上！》海报。

《新三峡》海报。

纪录电影《山河为证》定档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