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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郑中砥
本报讯“这次北京之行万分激动，9

月 30 日受邀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招待会’，感受到来自党中

央对我们基层人员的厚爱。10 月 1 日天

安门广场观礼时，我为祖国的强大感到

无比骄傲和自豪！当晚的国庆大联欢

活动太精彩，真正让我感受到祖国繁荣

富强，人民才能幸福安康。”近日，以全

国道德模范的身份受邀赴京参加国庆

系列活动的豫籍全国道德模范郭建华

在返程途中接受记者连线采访时表示，

连日来，她都处于兴奋的状态中，现在

还未能完全平复。

“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莫大荣耀，是

祖国给予我的最大的鼓励和鞭策。”开

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郭建华告诉记者，“我是第一次参加国

庆阅兵观礼，就在观礼台第二排，这个

位置距离受阅方队不足 10 米，视野宽

阔，现场十分震撼。看到一个个威武雄

壮的受阅方阵从眼前走过，我感到我们

的人民军队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祖国越

来越繁荣富强！现场太振奋人心了！

身边不少参加观礼的嘉宾都激动得流

泪了。”

“看到游行群众载歌载舞，一股强烈

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飞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

展成就，令人振奋。”谈到现场观礼时最

让她难忘的环节，郭建华说，“对咱老百

姓来说，国泰民安就是最大的幸福！”

郭建华说，今年国庆节注定让她终

身难忘。“这既是一分荣耀，更是一分责

任。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支持，作为一

名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者，我将牢记初心

使命，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望，立足本

职岗位，为农民群众送去更多更好的精

神食粮，让群众文化活动火起来，让精

神文明传播开来。只要乡亲们喜欢看，

我情愿当一辈子乡村放映员！”

郭建华生于 1953 年，“建华”这个名

字刻印着时代色彩、沉淀着家国情怀。

郭建华说，当时身边叫“建业”、“建国”、

“建华”的孩子最多，父母给她取名“建

华”，希望她能像男孩子一样为建设祖

国贡献力量。“建设祖国，需要传承红色

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相信，

这份爱国情怀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没

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前进步伐，我们的国家会一天比

一天强大，老百姓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

更好！”郭建华说。 （支乡）

电影《攀登者》上映后，吴京、张

译、章子怡、井柏然、胡歌等演员的

表演引发观众热议。导演李仁港用

“惊喜”、“演技杠杠”、“成熟”、“完

美”等诸多溢美之词一一评价了几

位主创。

在李仁港眼中，《攀登者》所带来

的超强感染力，会让每一个走进影院

的观众被深深打动。观众的反馈确

实也应和了李仁港的预期，“感人”、

“燃”、“震撼”等词语成为观众评价本

片的高频词汇。

吴京的成功来自苦功

《中国电影报》：从导演的角度来

看，《攀登者》有哪些看点可以吸引大

家走进影院？

李仁港：我作为一名观众去看一

部电影的时候，有时候会特别认同一

件事情，那就是一部戏的感染力。一

部戏，哪怕是文戏，都能看到力度，这

是很让人感动的。这次《攀登者》有

很多很好的演员，包括我们台前幕后

整个团队的努力，我相信观众都能感

受到。

《中国电影报》：吴京为了拍好这

部登山题材的“大片”，在剧组安排的

训练之外，还专程去登了一座雪山进

行体验和练习。您觉得他在片中的

表演怎么样？

李仁港：我认识吴京很久了，他

所有方面都是专业的。他在戏剧上

面的处理，让我惊讶。我能想象他要

费多少力，才能做到今天这样。他是

用真感情去演，随时能给你想要的情

绪，他在特别用心地去做好一名演

员，做好一名电影工作者。他哭的时

候，我坐在旁边都会被他打动，因为

他用一百分的诚意去做这件事情。

成功不是偶然的，他给电影人做出了

榜样，成功就要下苦功。

吴京、章子怡的浪漫戏会很有趣

《中国电影报》：章子怡在片中扮

演气象学家徐缨，她与吴京之间会有

很多情感戏份，这部分您是怎样考虑

的？

李仁港：登山的戏有很多热血、

拼搏的元素。影片中章子怡发挥了

很大作用，使电影不只是硬梆梆讲登

山的事情。浪漫戏其实是好看的，刚

好是一个调和。

我和吴京、章子怡聊了很久，电

影不会完全是一部浪漫戏，浪漫和登

山事件会融合得很好。我感觉这部

戏除了登山，惊喜之外是当吴京和章

子怡两个人在一起演一个浪漫感情

戏，我觉得很有趣，会有很多想象不

到的事情发生。

青年演员们都超额完成表演

《中国电影报》：张译此前在很多

现实题材的影片中有过让人难忘的

表现。您怎么评价他此次在《攀登

者》中的表现？

李仁港：张译是很有趣的一个

人，同时他会给自己很大压力。他的

演技是公认的，我们在现场都能看

到，他演技特别好，而且他特别谦

虚。只要你提想多拍一条，他马上回

答没问题。然后转弯的时候还会和

摄影师鞠一个躬。

《中国电影报》：这次是您和井柏

然的第二次合作，之前在《盗墓笔记》

合作过，这次再合作，井柏然有哪些

成长吗？

李仁港：我很欣赏这个年轻人，

他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他在现场很

拼命。很多时候其实我并没有要求

他这样去做，反而他是主动去配合，

尽量把事情做好。隔了两年，他更成

熟了，将来他会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中国电影报》：胡歌演年代戏、

古装戏比较多，此次演一个动作场面

很多的登山题材，此前有没有担心他

的表现？

李仁港：说实话我第一天见胡歌

的时候，就跟他说，其实之前我拍一

些戏的时候很想找他来演，我蛮欣赏

这个演员的。他人很Fashion，很有深

度，也很幽默。他某些镜头拍完的时

候，副导演就会说这个人很智慧，永

远给你惊喜。

我记得拍一场戏他是从上面滚

下来，其实那个镜头只要呈现他滚下

来，然后给他压住就行了，不是特别

重要的镜头。然后我就说了一句OK，

下一个镜头。他说OK怎么行啊？应

该要好才行啊，不行再来一个。拍完

后我要说非常 OK 才行，就是对自己

要求很高。

特技，展示中国人的山的视野

《中国电影报》：影片不但是有攀

登、有浪漫，其实特技特效也会是非

常大的看点。能不能就特技特效制

作方面分享一下。

李仁港：我和特效团队说攀登一

座山，它不是视觉的问题，视觉就是

我看到山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这部

戏有很多人性感情，我们是借着这个

山把人性推到最高点。所以我们不

能光想视觉，要想能看到什么，能理

解什么？

《中国电影报》：和其他国家的登

山题材电影对比，《攀登者》有什么不

一样？在艺术上有何创新？

李仁港：某一部动作片里，因为

我们是中国人，所以思考方式、反应

其实都会不一样，因为中国人有中国

文化。比如武侠片和外国不一样，外

国可能是西部片、剑客片，但出来的

效果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文化不

同。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其中的人面

对困难时，面对登山时精神状态是什

么样的，中国人的反应我认为会和外

国人不一样。

《中国机长》首映礼映后，观众们全

场起立，自发鼓掌致敬英雄。有位从业

40年的机长连连感谢影片导演，“我作为

中国机长感谢你们，你们把中国民航的

精神表现出来了。”

回首这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重点

献礼影片的筹拍之路，导演刘伟强坦言，

“压力巨大”。

《中国机长》根据四川航空 3U8633
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

刘伟强透露，从接到影片出品人于冬的

邀约电话，到影片定剪完成，不到一年。

为赶在国庆档按时上映，刘伟强和

团队中每一个工作人员，用超常规的工

作方式，不分昼夜工作。剧组里大家都

能切实地感受到那种紧迫感，杜江打趣

说，拍完这部戏，导演的头发都白了。

而在刘伟强看来，若不是各方的共

同努力，便不会有今天的《中国机长》。

他回忆，当初电影剧本还没完成，张

涵予、杜江、欧豪、袁泉、张天爱、李沁等

影片主演已经进组“集结”，开始了专业

训练；开拍后，民航系统派了职业机长和

空乘跟组指导；最壮观的是，成都、重庆、

拉萨机场包括消防、医务、地勤等所有相

关部门派出人手协助拍摄，川航甚至协

调了一架真机用于剧组实拍……刘伟强

粗略统计了一下，光是为剧组提供直接

帮助的工作人员就超过了 1000人，刘伟

强觉得，“是大家帮我们拍成了这个电

影”，这是在他34年的从影生涯中，从未

有过的经历。

9月30日，这部由刘伟强执导、李锦

文监制，张涵予、欧豪、杜江、袁泉、张天

爱、李沁领衔主演，雅玫、杨祺如、高戈主

演，黄志忠、朱亚文、李现、杨颖、陈数、焦

俊艳、吴樾、阚清子、余皑磊、小爱、李岷

城、冯文娟等友情出演的《中国机长》正式

登陆全国影院，截至10月7日，上映8天

的《中国机长》累计收获票房近20亿元，

自10月5日起，连续登顶单日票房冠军。

刘伟强说，他希望《中国机长》没有

辜负大家的期望。

剧本还没写，演员已全部就位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会拍《中国机

长》？

刘伟强：去年 5 月 14 日，3U8633 机

组经历特情后，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件

可以拍成电影”，也有许多电影公司有同

样的想法。大约是 9 月的一天，博纳影

业集团董事长于冬打电话给我，他说：

“川航 5·14 的这个题材，我们拿到了。

你有没有兴趣拍？”我想了想，觉得这个

题材很有意义，我说，可以试试。

《中国电影报》：从去年 9 月于冬找

到您，到今年1月3日开机，再到即将到

来的国庆档的正式上映，如何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完成这部电影的？遇到的最大

困难是什么？

刘伟强：开始于冬问我这部片多长

时间可以做好，我说至少两年吧，结果他

说，没有那么长时间给我，我们计划2019
年国庆上映，时间实在是很紧张。让我

感动的是，我们剧本都还没有的时候，演

员们全部已经来齐了。

如果说最大的困难，肯定是时间问

题。我们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要兼顾

的事太多了，比如场景要搭建好，剧本要

搞好，演员要找好。

张涵予、欧豪、杜江要去学习驾驶模

拟机，袁泉、张天爱、李沁、雅玫、杨祺如

要去航空公司接受空乘训练。我们还要

找到客舱中的 119 个老老小小的乘客，

包括一两岁的小孩子，他们要跟我们一

起拍摄两个月。

另外，还有许多东西要去研究，像是

怎么搭建一架 1：1 还原 A319 的模拟飞

机，如何在模拟机舱里完成飞机颠簸、抖

动的动作，要花时间搭建新的电脑程序，

还得摸索如何用平板电脑去控制模拟机

舱的部件等等。我们全部人，每天都是

马不停蹄地工作。

《中国电影报》：杜江说，您这部戏拍

得头发都白了？

刘伟强：现在我头发更白了。我最

大的压力当然是“怎么拍好看”。

“5.14”原型事件是一个34分钟的事

件，从起飞到风挡爆裂再到飞回成都安

全备降一共 34分钟，要怎样把它展现成

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如何拍才能让观

众有坐过山车的感觉？这是个很大的挑

战，所以我们每天拍完，各个部门，包括

演员、美术、摄影、特效等每一个相关部

门的每一个人都要坐在一起开会，讨论

后面的拍摄计划，发挥团体的力量，才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部电影。我们

不想辜负大家的期望。

营造紧张感

《中国电影报》：把这个真实事件改

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如何平衡艺术性和

真实性？

刘伟强：要明确的是，电影就是电

影，是一种艺术形式。如果电影是两个

小时，确实需要把很多元素以艺术加工

的方式加到电影中去。

至于真实性，要感谢民航专业人士

的帮助。一开始，我们就从民航专家的

介绍中了解到，原来一架飞机飞上天是

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比如，3U8633航班是早上六点半起

飞，但很多员工凌晨三点多就起来了，不

只是机组成员，还有很多保障人员，他们

有人负责维护飞机，有人负责清理跑道，

有人负责运送餐食，还有很多人坚守塔

台……

无数部门的无数工作人员才能保障

一架飞机顺利起飞、安全落地。如果没

拍这个电影，我是完全不知道，原来民航

系统这么厉害。

《中国电影报》：“5·14”事件已经过去

一年多了，事件结果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是个没有悬念的故事，您如何能让观众在

看片的时候仍然有紧张刺激的感觉？

刘伟强：对，观众进影院前就知道，

最后的结果是“没事”，所有人都安全地

下了飞机。

所以我们在真实事件之外，进行了

艺术加工。比如，飞机是怎么开回去

的？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什么“障碍”？机

长怎么想办法去绕过“障碍“？之后又遇

到了什么？成功备降以后，出现了什么

问题？……经过艺术加工，这个事情就

显得没那么简单，它会给观众一种“过了

一关又一关、过了一关又一关”的感觉。

张涵予演的不仅是英雄机长，

更是全体中国民航人

《中国电影报》：电影中的机组人员

都有原型人物，电影中的人物设定跟原

型相比，做了哪些艺术处理？

刘伟强：我们跟原型人物有过很多

沟通，在电影里加了很多感情的元素。

比如，根据刘机长的真实情况，我们在故

事里给他增加了一些家庭元素，他一早

起来会去女儿房间，承诺工作结束后要

回家来陪伴女儿，诸如此类，不单单是飞

行，观众还能在电影中看到角色家庭生

活的内容。

再比如二机长杜江，我们根据原型

人物，给他增加一个了同为空乘的爱人

角色。而副驾驶欧豪是比较年轻的人

物，我们在他身上体现出年轻人对航空

事业的热爱。

我常 常 想 ，刘 机 长 怎 么 这 么 厉

害？他为什么能把飞机安全地飞回去

呢？他跟飞机之间的感情不一般。飞

机看起来是没有生命的，但机长和这

架飞机其实已经“人机合一”了，他跟

飞机说，“我要挺住，我一定要带 119 个

乘客安全回去”，就像他在跟一个老朋

友说这句话，他和飞机之间的关系是跟

老朋友一样的。

《中国电影报》：跟人物原型接触之

后，他们留给您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刘伟强：那段时间，我们常常碰面，

有时候大家一起吃饭。虽然大家都说他

们是英雄机组，但他们很谦虚，他们觉得

能安全送乘客们回来，是自己的职责而

已。就像刘传健说的，我不是英雄，我的

心态就是把每个乘客安安全全地送回

家，安全是最重要的。

《中国电影报》：可以预想到，影片上

映后，观众会拿英雄机长原型刘传健机

长与饰演者张涵予做对比，您怎么看这

种对比？

刘伟强：我从一开始用的就是民航系

统整体面貌的概念去想这个问题。无论

张涵予，还是其他演员，大家在内心都已

经把自己当成是民航系统中的一员了，所

以演员也是以这样的态度去表演的。

开拍之后，我们设计了一句对白，

“请相信我们，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这也是民航的态度。我们相信这些角色

既是原型本人，也是整个民航系统工作

人员面貌的一种体现。

一个历史性的创新

《中国电影报》：于冬说，您为了做

《中国机长》的特效，专门飞去美国找了

《萨利机长》的特效团队出马？

刘伟强：特效是我拍这个电影最头

痛的一个问题。这些东西是我从前没有

接触过的，我看了很多很多资料，去洛杉

矶把所有做过飞机特效的后期公司找了

个遍，其中有当初给《萨利机长》做特效

的公司，但《萨利机长》当时的特效并不

多，不过他们现在的技术也更加成熟，适

合我们这部戏的要求。

接下来的问题是，造一个模拟舱，我

们想把飞机打造成有生命的东西，对模

拟舱的要求很高，当时，我们第一反应是

有没有哪个外国团队在这方面有成熟的

技术，但后来发现，我们的一些要求，外

国团队解决不了。最终还是中国西安的

飞豹公司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电影报》：具体而言，《中国机

长》的模拟舱实现了什么技术上的突破？

刘伟强：我的要求是做一架1:1的飞

机，整架飞机要完成颠簸等等各种动

作。当时我们正巧在川航开会的时候遇

到也在川航开会的飞豹公司的工程总负

责人，我就找到他问，能不能做一架 1:1
还原的A319模拟机？

他们想了想回答说，在外国拍这样

的戏，是把飞机分成一段一段，分段拍

的。但我觉得分开拍不好看，我想让整

架飞机连起来，他们回复说帮我们想一

想。后来，他们只用 3 个月的时间就完

成了一架需要 10个月才能做完的 1:1原

大、三段分离的模拟机。

我们的需求不单是搭模拟机，还要

整合技术，让模拟机能完成剧组要求的

整机动作，技术难度非常高。飞豹一共

组织了一百多个工程师、计算师来完成

这个任务，搞定了“三舱联动”的新技术。

在我们开拍之前两个星期，模拟舱完

全弄好了，我非常开心，我觉得我们共同

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创新，还从来没有电

影是这么拍的，从来没有哪个电影里的飞

机能够实现整体动作的，是我们中国的公

司搞定了这个事情！我挺开心的。

超1000个民航工作人员

给我们提供直接帮助

《中国电影报》：在电影的筹拍过程

中，对您帮助最大的人是谁？

刘伟强：很多人。除了投资人和演

员，我还要特别谢谢民航，因为民航给我

们很多意见，派出很专业的专家为我们

提供指导。还有各个机场和他们的工作

团队，像成都机场、重庆机场、拉萨机

场。比如成都机场相关的部门、消防、医

务、地勤等，能帮我们的都出手帮忙。川

航还特意协调了一架真的飞机，让我们

在成都机场实拍。

这样的事情是我之前从来没有经历

过的，不敢想象每一个部门都有人来协

助我们拍摄是怎样的场面。我们统计了

一下，给影片提供过直接帮助的民航系

统工作人员，大概就有一千多人。是大

家帮我们拍成了这个电影。

《中国电影报》：是否担心观众刚看

完《中国机长》，以后坐飞机会“恐飞”？

刘伟强：不会。我是个常常坐飞机

的人，但拍这部片之前，很多东西我根本

不知道。比如，为什么飞机常常晚点，这

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当看完电影

之后，你就会知道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比如，会有很多工程人员去检查飞机，确

保飞机是健康的，才会放行。再比如，天

气条件要符合飞行条件，才可以放行。

又如，我们电影里的航班3U8633是

从重庆飞去拉萨，听上去是很普通的一

件事，但其实远不止这么简单，飞机从重

庆起飞后，要经过成都，然后是高高原。

“高高原航线”这个词是我通过拍这个电

影才了解到的，原来中国民航规定，“高

高原航线”的航班上要配备两个机长，一

位负责飞过去，一位负责飞回来。

再有，乘客上飞机之后，空乘会播放

安全须知，或者做安全示范，很多时候，

乘客们完全不看，他们觉得这没什么用，

但其实很有用，假如飞机真的发生意外

情况，你要懂得怎么配合乘务长、乘务

员，他们真的受过很强的专业训练。

我希望，观众看完《中国机长》之后，

可以意识到，买一张飞机票、去机场、过

安检、登机，看起过程简单，其实背后有

几千个人在保障着你的安全。

《攀登者》导演李仁港：

展示中国人独有的登山精神

《中国机长》导演刘伟强：

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参加国庆系列活动的全国道德模范、电影人郭建华：

国泰民安就是最大的幸福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刘伟强、张涵予与英雄机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