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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邢健谈创作：文学、生活和思考是创作的源泉

《让风带着我起飞》

编剧：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导演：穆罕默德·阿里·法曼德

主演：Hadi Alipour

Amir Janfada

Majid Alipour

《望夫成龙》

编剧：邓特希/叶广俭

导演：梁家树

主演：周星驰/吴君如

《雁南飞》

编剧：维克托·罗佐夫

导演：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

主演：塔吉娅娜·萨莫依洛娃

阿列克谢·巴塔洛夫

瓦西里·梅尔库里耶夫

《爆裂鼓手》

编剧：达米恩·查泽雷

导演：达米恩·查泽雷

主演：迈尔斯·特勒

J·K·西蒙斯

保罗·雷瑟

■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青年导演邢健推荐四部影片

文学、生活和思考是创作的源泉

青年导演邢健为大家推荐了四

部影片，分别是梁家树导演、周星驰

和吴君如主演的《望夫成龙》，前苏联

经典影片《雁南飞》，音乐题材影片

《爆裂鼓手》和伊朗电影《让风带着我

起飞》。

▶《望夫成龙》

这 部 电 影 可 能 很 多 观 众 都 看

过。九十年代的港片，梁家树执导，

周星驰和吴君如主演。它里面呈现

的小人物的情感非常细腻、非常真

实，很多生活在都市里的人都经历过

类似的情感，当下的观众也能从中找

到很多共鸣。

在 90 年代的那么多港片之中其

实藏着很多用心之作，即使是《望夫

成龙》这样的商业片，也有很多值得

深挖的细节，比如人物的表演、一些

细节、有一些单场戏等，也都写得很

深刻。

▶《雁南飞》

这 部 电 影 主 要 推 荐 给 影 迷 观

众。这是前苏联获得的第一个戛纳

金棕榈奖。影片非常经典，建议影迷

可以重点关注片中的摄影。在张艺

谋、陈凯歌的求学时代，这部电影的

摄影师谢·乌鲁谢夫斯基是他们一批

人的偶像摄影大师，在后续的创作

中，许多导演对这部电影的学习仍随

处可见。

影片的摄影有很多值得探讨的

地方，很多电影中的摄影都是一种单

纯的视觉呈现工具，但是这部电影的

摄影更多参与到影片的文本层面，与

剧本内容产生互动，出现了很多舒缓

的情绪镜头。总得来说，这部电影的

摄影其实是颇具代表性的经典时期

的那种风格，非常舒缓，也很难超越。

这类电影我觉得专业从业者至

少需要看10遍以上，每一遍的着眼点

都不同。可能这一遍从演员的表演、

导演的调度上，然后再从灯光音乐

上、再从摄影上……每一次从不同的

角度去观看就会有不同的感受，而且

很多年之后再看的感受也不太一

样。经典总是能够看出不一样的新

东西，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

▶《爆裂鼓手》

这段时间我在家拉片看了《爆裂

鼓手》，非常优秀的电影，呈现出了很

强大的导演功力。影片的表达方式

非常独特，总是会给一些特别情绪化

的镜头，用电影呈现人物情绪的变

化，这还挺酷的。

好电影只看一遍是看不懂或者

说看不透的，要细致地拉片、仔细地

分析，要从摄影、美术、表演等不同的

角度，一遍一遍去看，才能发现导演

藏在每一个镜头中的设计和细节。

比如韩国电影《寄生虫》，主人公

他们一家人很落魄地从妇人家逃出

来，一路都是下坡、下楼梯，从高到低

的变化，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你不会

注意到这些细节，但是看几遍之后，

你就会发现剧情背后更多的东西。

影片的镜头处理、调度等，每一个镜

头背后都藏着导演的设计和巧思。

▶《让风带着我起飞》

很 多 伊 朗 电 影 会 让 人 忘 记 电

影技法，完全沉浸在故事里。《让风

带着我起飞》讲 一 个 小 孩 儿 把 学

校 的 玻 璃 打 碎 了 ，他 千 辛 万 苦去

买玻璃……小演员一出场就瞬间抓

住观众的心，他们的神情太真了，故

事简单却非常抓人。

情感的共鸣没有国界，全世界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大家的情

感是共通的。所以有时候不需要语

言，通过影像，很多情绪大家都能感

受到。

导演邢健荐片：《望夫成龙》、《雁南飞》、《爆裂鼓手》、《让风带着我起飞》

在《冬》和《冬去冬又来》之后，邢

健导演的新片剧本已经完成，“希望

年底能够开机”。筹备开机的日子

里，认真拉片学习、大量看片、写剧本

是这位青年导演的日常，“有的是在

享受，有的也算是工作，疫情期间在

家看新闻、不断学习，也有了时间去

看大量的电影”，邢健说，“电影永远

是看不完的”。

金基德和巴斯特·基顿

在邢健的创作生涯中，金基德和

巴斯特·基顿都对他产生过很大影

响。

金基德对电影符号学的极致化

运用和对人性的刻画都给了邢健极

大启发，“我早期看金基德的电影，在

电影符号学上受益良多，他比较喜欢

运用鱼、鸡等一些动物或者一些颜色

去进行隐喻和象征。当然，他影片中

对人性的刻画也对我影响很大，用最

短的时空、最直接的方式去展现人性

最深处的东西。”

巴斯特·基顿对故事和表演的极

致要求则让邢健受益良多，在喜剧演

员之外，邢健看到了巴斯特·基顿电

影中巨大的能量。“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巴斯特·基顿做电影是非常极致

的，他会在很短时间内、在一场非常

短的戏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没有废

话、没有过场戏，他的每一个场景中

都在发生动作、都充满戏剧张力，在

基顿的电影里，每一秒都有故事、有

能量。”

从画画到导演

在邢健的长片处女作《冬》里，王

德顺饰演的老人将自己的情感寄于

外物，钓鱼、养鸟，与闯入他生活的小

男孩为伴。“他最开始用钓鱼来打发

麻木的生活，有一天忽然发现鸟比鱼

带来的精神快乐更多，于是就抛弃了

鱼，后来他觉得人与人之间可能会获

得更多共鸣，于是用心对待小男孩

……”杀鱼喂给小鸟，烤了小鸟给小

孩吃，这一切充满象征意味的物象承

载着邢健对人性的观察和表达，“这

是人类骨子里的天性”。

从小学书法，从书法转向绘画，

再从画画转到摄影，最终成为一名导

演，邢健一直在不断寻求更优的表达

方式。每当他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

便迅速替代了原有的方向，“其实这

跟《冬》里面的老爷子有点像，猴子掰

棒子，掰一个扔一个”，邢健自嘲。但

对于一位电影创作者来说，书法和绘

画的基底显然为邢健的电影赋予了

独一无二的影像气质。从个人的现

实生活经历抽象出人类共性表达，再

以独特的影像语言呈现，整个创作过

程中，那些“掰下的棒子”不仅没有浪

费，反而共同造就了邢健电影的风

格。《冬》用黑白色调、长镜头调度、极

简的画面和考究的构图等影像手法，

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影像风格和表达形式是艺术的

外壳，但在内核中，创作者一定要找

到一个根，一个内在情感”，邢健将

《冬》中呈现出的情感归结于自己童

年时期的孤独感以及幼年时代第一

次感知到的生死概念。找到了这个

内核，电影才算是有了根。

用细节完成物质现实的复原

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对于

一个导演来说，从文本、置景、服化道

等各个层面，都要确保各个元素匹配

在合理的物质现实之内。“有时候一

个故事特别简单，但电影的呈现可以

非常丰富、非常有意思。导演可以从

讲述方式、细节营造等多种角度把一

个简单的故事复杂化”，这是邢健非

常在意的一种创作方式，“把简单的

故事讲得复杂非常有意思，但是如果

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可能就不好看

了。”

在简单与复杂之间，真实丰富的

细节是唯一的途径。“比如画画，工笔

画细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没法再细了，

这时候往往会向画的质感上进行拓

展。也就是说，细节不仅是一方面的

细致和深度，更是多方面的丰富和复

原。”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导演的把控

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如果剧本出现

了一个清朝人，即使只是一个小人

物，也仍然需要大量阅读史料来还原

一个真正的清朝人的服饰、发型、说

话方式和生活场景。”所有的一切都

指向对现实的复原。而在一切复原

手段之中，邢健特别指出了剧本的重

要性，“如果一个剧本的满分是十分，

那你至少要做出来一百分，甚至两百

分，最终才能保证影片的品质”。

在两部长片之后，邢健的新片

《秋后》（暂定名）预计将在今年12月

开机。等待的日子里，邢健已经继续

在着手新的题材，“不一定拍，但是要

先写下来”，这是多年来养成的创作

习惯，不停地写、不停地观察和思考，

“有时候也把以前写过的剧本拿出来

改一改、重新调整一下”。

观察和记录生活是邢健作为创

作者的日常，创作者的灵感可能随时

出现，需要随时被记录，“文学积累、

认真生活和独立思考是创作者最重

要的源泉”，邢健说。

《望夫成龙》 《雁南飞》

《爆裂鼓手》

《让风带着我起飞》

本期荐片我们邀请到了青年导演邢健（代表作《冬》、《冬去冬又来》），他为大家推荐了四部不同国别、不同风格的影片。从这四部电影出发，邢健谈到

了在个人创作中给予他诸多影响的两位电影大师——韩国导演金基德和好莱坞默片时代喜剧大师巴斯特·基顿。而对于电影与生活的关系，邢健也分享

了他的体悟，文学、生活和思考是他创作的重要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