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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于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巧克

力和酥油花》，是女导演陈颖心的处女

作，影片从开始创作到面世前后长达 14
年。截至目前，这部以藏区高原和公路

为背景、以两个懵懂少年的“伴我同行”

为主题的影片，除了成功亮相第 14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第31届大学生电影节、澳

门国际电影节等国内影展外，更是在一

些国外的电影节上获得巨大好评，其中

包括：第 29 届芝加哥国际儿童电影节、

2023尼泊尔国际电影节、2023瑞典马尔

默国际儿童电影节、第 11届温哥华华语

电影节“红枫叶奖”等；另外，影片在2023
年还收到美国威斯康辛电影节、比利时

“Filemon”电影节和西班牙 ImageIndia等

电影节的邀请，均因疫情等特殊原因没

能如愿参加。在国家电影局于2023年发

布的《“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

对我国电影提升国际影响力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并从“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拓

展国际发行网络”和“深化国际交流”等

三个维度给出了纲领性指引。可喜的

是，在电影人多年的不断努力和探索下，

一些影片陆续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国际舞

台获得认可和荣誉，其中既有成熟导演

类型化的商业电影，也包括了一些新锐

导演的文艺作品。女导演陈颖心的《巧

克力和酥油花》就是其中一部非常有特

色的处女作作品。那么是什么让这样一

部关注于儿童成长的、略显“青涩”的作

品可以获得多个国际电影节展的认可

呢？下面笔者就从此片的题材、创作动

机、视听表达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题材：一个关于未来的思考

电影作为传播的重要载体，当我们

面向国际社会的时候，讲什么内容要先

于讲述方式。此片的题材是关于未成年

人的成长故事，影片通过两个分别来自

城市和藏区的青少年几天的冒险之旅，

呈现出了中国当今社会的一个片段，这

些片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进一步呈现出

家庭、学校乃至社会对于青少年成长的

态度，呈现出一个重要且深刻的话题：关

于“未来”的思考。导演陈颖心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巧克力代表都市文明，酥

油花属于传统文化，这也像极了从前在

都市里忙忙碌碌的我和高原上自在安乐

的藏地人。而我更愿意从两个孩子的视

角讲述一条脚下觉醒的心路历程”。我

们通过数据可以知道，中国电影在国际

上比较受欢迎的是几类影片：首先是具

有东方符号的功夫电影；其次是探索性

的文艺片；当然更有近年展现中国电影

工业化水平的科幻片等。笔者认为，此

片之所以可以获得那么多国际电影节展

的认可、邀请甚至获奖，其中最重要的一

个原因就是此片是一部关于青少年题材

的影片。此类题材，有可能会成为我国

在国际电影交流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题

材。因为很多人是在通过媒体、电影了

解中国，他们不但想了解中国的过去和

现在，他们更想了解中国下一代会是怎

样的。

创作动机：关于梦想和自由的

观察与反思

影片导演最初的创作灵感是朴实和

真诚的。据了解，导演在构思此片的时

候，她的女儿不到四岁，正处在学龄前的

无忧无虑的时光。而面临孩子的未来，

她从身边很多朋友的反馈中得到了一个

关键词，那就是：焦虑。这些焦虑情绪来

自方方面面，同时这些焦虑也开始影响

到作为母亲的她。然而正是这些焦虑激

发了这位女导演的创作欲望，她开始思

考孩子的自由、孩子的梦想、孩子的未来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通过什么方式

去寻找。一次西藏之旅又让她在路上得

到更多的灵感。于是，寻找梦想的桑丹，

渴望自由的唐宇，焦虑的父母，友善的旅

途过客，从容的喇嘛和画师，辽阔壮美的

高原景色，慢慢从她脑海浮现出来，而这

些都是来自她对现实的观察、反思和提

炼。那些令她的朋友焦虑的问题，她或

许也会在未来面临到，而且未必能够得

到解答，甚至她都没有在影片里给出一

个答案。但是最重要的是，她在通过影

片客观冷静的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这

些真实的存在，已经通过银幕的呈现，让

观众感受到出一种令人感动的真诚：作

为一个母亲，一个女导演，不美化、不回

避、不忽略生活中难以避免的问题，甚至

是有些敏感的问题，她在客观地呈现，她

在深入思考和探寻本质。这种真实与真

诚的创作动机，是创作者身上很宝贵的

东西。这种真诚地呈现真实的力量，本

身就是一种文化自信，它是会打动人的，

是会打破意识形态的壁垒的。

叙事和国际化的视听元素

很多新晋导演的处女作影片往往在

视听表达、叙事，以及人物塑造之间很难

做到非常平衡，尤其在儿童电影的叙事

上，更容易出现以成人俯视视角代替儿

童的视角，而导演陈颖心的《巧克力和酥

油花》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没有顾此失

彼，她在以一个“平视”的视角在叙事，并

使用了一些国际化的视听元素，这就让

一部拍摄于青藏高原的关注儿童的影片

摆脱了很多局限和刻板印象。在叙事

上，影片舍弃复杂的叙事结构，以线性的

“公路片”模式婉婉道来：桑丹的寻梦（学

做酥油花）之旅是主线，旅途中与唐宇邂

逅、结伴、争斗、和解，宛如九十年代经典

影片《伴我同行》（Stand by Me)中的四个

小伙伴；父母寻找唐宇是辅线，交替推

进，矛盾逐渐升级，直到最后反思、和

解。主线中的一对主要人物特点鲜明，

他们的身上同时都具可爱与令人生怜之

处：内心善良的唐宇映射了城市孩子如

同困在网中的宠物，外表时尚自信，阳光

可爱，内心却空虚自大；执着固执的桑丹

则映射了边远乡村成长的孩子如同清澈

见底的泉水，外表柔弱笨拙，略带稚气，

内心却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执着到了

倔强的地步。影片的叙事和视听语言都

较为平实，也没有过多强调矛盾冲突和

解决。在影片结尾，所有的和解是通过

一组比较含蓄的动作或画面来完成的：

融化的巧克力和酥油花，桑丹家中母亲

逆光中的剪影，唐宇给爸爸盖上衣服，远

处的雪山和溪流…… 这一切都会让人体

会到家庭、家族、大自然以及传统文化这

些深入中国人血液的精神基因。另外，

此片在澳门国际儿童电影节上获得了最

佳原创电影配乐奖项，影片在电影配乐

方面确实可圈可点：非洲鼓的鼓点儿，布

鲁斯口琴，激情四射的电吉他和街舞，浪

漫的钢琴、辽阔神秘的世界音乐……片

中包含了那么丰富的音乐，却没有一点

儿违和感。据电影音乐创作者黄勇介

绍，在创作此片音乐时，他特意让自己十

二岁正在学习音乐的女儿一起观看电

影，并让她把最直接的感受用钢琴记录

下来，所以，片中的一些音乐旋律正是来

自于片中主角的同龄小观众。同龄人的

共鸣，国际化的视听语言，让这样一部藏

地拍摄的公路片具有无比鲜活生动的国

际化元素。

面对于电影如何更好“走出去”的课

题，很多专家从不同角度都给过很好的

建议。比如一些民营影视公司提出过

“培养国际买家、增加合拍”等策略；一些

国企影视公司也提出过提升国际发行能

力等措施。然而对于更多小公司的中小

成本影片来说，是很难依靠高额投入和

国际公关来吸引到国际市场关注的，尤

其是对于观众青少题材的影片，更是难

上加难。笔者认为，电影产业不仅体现

了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也是软实力的体

现，更是在产业的功能、结构、环境等各

因素，优化其资源配置的一个系统化过

程。“交流、交往、交易”是让中国电影走

出去的正常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

主管部门一定可以在这些方面都给予强

有力的支持和指导。只有充分交流，才

能突破彼此意识形态的壁垒；增加电影

人、电影企业、媒体之间的交往，才能彼

此了解对方的需求，了解不同市场之间

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交易则是在了解和

有需求的基础上，按照商业规则交换，互

利互换。《巧克力和酥油花》是一部年轻

导演的处女作，在很多方面还有待提升

的巨大空间，本文简要分析了在走向国

际电影市场的一些经验，或许可以成为

一些中低成本的面向青少儿童的影片的

参考借鉴。

本报讯 7 月 10 日，《落凡尘》“五年之

约”主题首映礼在北京举办，影片导演钟鼎，

总制片人黄龙，编剧康夫，原创音乐阿鲲，配

音导演阿杰，配音演员李昕、刘校妤、星潮、

付博文，片尾曲演唱黄霄雲亮相映后交流现

场。电影已于7月12日14:00提前上映。

电影《落凡尘》以牛郎织女后人的故事

展开，在空灵悠远的神界灵霄与趣味横生的

烟火人间，一个全新的牛郎织女故事和星宿

神话缓缓呈现在观众眼前。

影片缘起于四年前火爆全网的广州美

术学院同名短片，担任学院副教授的导演钟

鼎带领13位同学共同缔造了当年惊艳世人

的毕设作品。五年后，脱胎于学生毕设作品

的新中式国漫大片《落凡尘》登陆大银幕。

导演钟鼎感慨地说：“这是我们的梦想。”影

片总制片人黄龙补充说：“我们是原创的项

目，新的导演新的 IP，希望大家能给《落凡

尘》多一些机会、多一点点空间。”活动当天

与观众一同观看了该片的配音导演阿杰感

叹本片“太震撼了”，回忆起作为配音导演参

与本片的点滴，阿杰说：“我们在棚里日复一

日打磨每句台词，我觉得为这部影片配音是

一件很开心、很值得的事情。”

不少嘉宾在观看影片后纷纷给予肯定。

《新神榜：杨戬》导演赵霁说：“三维动画一直

都想去做一些属于中国独特的视效设计，我

觉得这个片子做到了。片中的丝线，包括天

幕，这些视效从想法到最后的呈现都非常让

人眼前一亮，非常具有属于东方的韵味和特

点。”《小妖怪的夏天》导演於水感叹：“从《落

凡尘》开始，今年暑期的票房一定会有特别好

的开头。”追光动画总裁于洲称赞说：“我们都

在做传统故事的传承和再度的演绎，给当代

观众讲述经典的故事，这件事情非常有意

义，非常值得我们做下去。” （杜思梦）

“新中式”神话：改编“牛郎织女”

电影《落凡尘》以牛郎织女后人的故事

展开，在他们的儿女金风、玉露携手收服星

宿的冒险过程里，影片讲述了一个全新的牛

郎织女和星宿神话。

在钟鼎看来，神话故事的改编不应该局

限在某个历史版本中，而应该随着时代的发

展不断迭代，“创作中，要有扬有弃，同时赋

予一些现代人能够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

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落凡尘》中的织

女不再是“恋爱脑”，牛郎也不再是“偷衣

贼”。

钟鼎想要在《落凡尘》中塑造的织女形

象“是一个坚守职责，独立、有能力、有爱、有

担当，奋力守护亲情的女性形象”，而牛郎

“更多的是一个质朴的凡人，他用凡人的方

式获得爱情、守护亲情，他没有法术，但是他

有感情”。

用编剧康夫的话说，“金风、玉露用在凡

间所得到的爱和温暖实现了织女没有完成

的使命，这是一个爱和力量在家庭家人之间

流动的圆环。”

故事之外，《落凡尘》对“凡间”的设计也

加入了“现代感”。

电影中的“凡间”基于宋代文化构建，观

众却可以在影片中看到珍珠奶茶、弹幕的踪

迹，钟鼎期待观众看到这些现代元素后，能

会心一笑，“如果古人穿越到现在，见过珍珠

奶茶，他回到古代，确实是能做出来的。”

钟鼎说，设计这些现代元素的逻辑是，

现代观念加传统材料再加传统工艺。至于

电影中出镜最多的火锅，钟鼎的想法是，火

锅代表了文化的包容，“什么东西都能往火

锅里涮，这跟我们的‘凡尘’气质十分契合。”

由此，《落凡尘》中的凡间“不再是某个

历史节点，而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华文化现

象”，钟鼎总结，“凡间”的设计原则是在尊重

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的观念，他希望电

影呈现出一种“新中式”的感觉。

星宿为表，亲情为里

《落凡尘》的创作灵感来自牛郎和织女，

但它讲的故事并不是“父母爱情”，而是“家

有儿女”。

四年前，钟鼎和他的学生把毕设短片

《落凡尘》传到视频网站之初，并没有向观众

透露片中金风、玉露两个角色的关系，“我们

当时也是在一个试探的过程中，想要看看观

众的反应，”钟鼎记得，当他向观众说明这两

个角色是牛郎织女的儿女后，有观众表示

“兄妹挺好，不一定非要爱情”。钟鼎和团队

成员“松了口气”，坚定了影片落脚于“亲情”

的创作方向。

“‘爱情’还是‘亲情’?这是一个取舍，在

有限的篇幅之内，我们还是想让它聚焦于亲

情内核。”钟鼎认为，比起爱情，讨论亲情更

有意思，“两个相爱之人会变成至爱之人，变

成至亲之人，至爱之人生下来的小孩，本身

也就天然地带有至亲的关系，关系比较好的

朋友也会变得和家人一样。因此，亲情是一

个最大公约数。”

串起故事的线索——二十八星宿，则在

更早就被定了下来。“牛郎织女星本来就是

二十八星宿中牛宿的一部分，所以就顺理成

章地扩展到整个星宿的概念。”钟鼎说。

在钟鼎构建的世界观里，针线和纺织是

两个核心概念，“这个世界运转的所有的能

量构成，都是通过缝合的方式完成的。”二十

八星宿化作神是缝合天地大幕时留下的线

团，由织女掌管；天幕将落之时，哥哥金风的

心弦能够化作丝线缝合天幕……电影中一

切与针线的缝合有关的内容，背后交织的都

人间冷暖，离合悲欢。

好创意，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在成为导演之前，钟鼎的唯一身份是广

州美术学院副教授。四年前，在网络爆火的

短片《落凡尘》是他带着13名学生共同制作

的毕设作品。

从最初的创意，到长片电影《落凡尘》上

映，已经过去了 5年，共有超过 50个团队的

2000 多名艺术家加盟，终于完成了出这部

脱胎于学生毕设作品的国漫大片。钟鼎感

慨：“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学生和整个创作

团队的创意和真诚，是我们做电影的动力。”

《落凡尘》是一部在“校企合作”模式下

完成的动画电影，在国产动漫制片领域，鲜

有成功案例。

萌生把学生的毕设作品搬上大银幕的

想法，钟鼎的原因简单而直接：“我每次看到

学生用心创作的毕业作品，最终只是作为毕

业的工具，就感到痛心”。

2017年，他开始带领学生尝试用“校企

合作”形式进行毕设创作，结果以失败告终，

对方给出的理由是“最终完成的作品，距离

商业开发仍有一定距离”，但真实原因，大家

心知肚明“市场风险太大”。

2019年，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

世》以超 50 亿元票房成为当年中国电影市

场年度票房冠军，提振了全体中国动画人的

信心，“我们动画人的梦想，一下子，又被唤

醒了！”钟鼎“趁热打铁”，带着13位同学，再

次踏上了“找投资”的路途。最终，“猪猪侠”

出品方广州咏声动漫成为《落凡尘》“校企合

作”的企业方。

制作电影《落凡尘》的四年里，钟鼎觉

得，自己又上了一次大学，“这 4年，我从老

师转换到一个学生，再从学生成长为一个导

演”。期间经历的困难与彷徨，钟鼎不愿细

说，但他毫不掩饰内心对票房的渴望，因为，

登上大银幕的《落凡尘》，如果能被更多人看

到，不仅是对每一位团队成员最好的回报，

也是对“准备尝试这一模式的团队，最大的

鼓励”。

7月 13日，《落凡尘》如约起片，影片以

B 站开分 9.6、淘票票开分 9.5，豆瓣开分 7.7
的成绩，拿下今年暑期档国产片目前的最高

分。遗憾的是，影片上映后，随即陷入“高口

碑、低排片”的境遇。面对记者，钟鼎“内心

忐忑，焦虑万分”，他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为

《落凡尘》疾呼：“此刻，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

的支持和‘自来水’的扩散！”

■文 /贺文进

儿童电影《巧克力和酥油花》
为何可以“走出国门”？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谭宇

《落凡尘》导演钟鼎：

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自来水”

动画电影《落凡尘》首映
全员筑梦共赴“五年之约”

2020年，一部广州美院的毕设短片《落凡尘》

在视频网站大火，有网友飘出弹幕：“已脑补出了一

部动画电影”“要是可以拍成电影就好了”。

四年后，网友们“催更”成功。导演钟鼎带着动

画长片《落凡尘》在“梦开始的地方”——广州美术

学院举行了首次放映。

“大家不看好这部作品，很多学生是抱着锐评

的心态来看的。但看完之后，现场有特别多惊呼，

有观众站起来大喊，电影超出了他们的预期”，钟鼎

显得有些激动，“那天，是我们电影目前最高光的时

刻。”在那一刻，钟鼎一度认为“我们能火”。

7月12日，电影《落凡尘》正式登陆大银幕，豆

瓣开分7.7，几天后，评分上涨至7.8分，成为今年暑

期档目前豆瓣评分最高的国产影片。然而，面对低

迷的排片率，钟鼎又陷入了焦虑和忐忑，他希望，观

众不要因为不了解《落凡尘》要讲什么，就不进电影

院了，“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自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