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早晨醒来，打开各大社交

平台热搜榜，已经成了忻钰坤的生

活习惯。他会在多个平台看新闻、

刷热点，关注社会话题。最极端的

时候，每个平台能刷一两个小时。

不知不觉中，他觉得自己对网

络事件的认知似乎被一种“无形的

力量”牵着走，忻钰坤警惕起来，“自

己为什么这么容易被互联网舆论左

右？我的情绪好像被误导了。”

于是，他将关注点锁定于网络

上这股“无形的力量”。

不同于《心迷宫》《暴裂无声》创

作模式，新片《热搜》不再是忻钰坤

自编自导的作品，他把剧本交给编

剧，他说，这是作为导演的一种后

退，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处理影片。

《热搜》讲述了自媒体主编陈

妙打造爆款的文章冲上热搜，却间

接助推了当事人“霸凌者”女学生

张小穗的跳楼。就在此时，陈妙意

外发现女学生曾发来的求助信息，

并牵扯出一桩性侵案。舆论多次

转向，事件背后隐藏的利益链条逐

渐浮现，一场为弱者发声的舆论战

就此打响。

在一次次的情节反转中，电影

《热搜》将真假难辨的网络生态和热

点话题背后的力量博弈，活生生的

呈现在观众面前，电影散发出的，依

旧是忻钰坤式的冷峻与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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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导演忻钰坤：

揭开“热搜”背后的力量博弈
《傍晚向日葵》在京首映

戒“瘾”，每个平台“只刷15分钟”

《热搜》开篇，短短两分钟，结合了

一杯咖啡的制作与多个场景的剪切，

涵盖了网络舆论的发酵，也展现了网

民对于“霸凌者”张小穗的抨击。忻钰

坤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生活中形成的

“瘾”，因为已经不是理性行为，而变成

了下意识的举动，就像我们每天都要

喝杯咖啡来提神一般。

《中国电影报》：时隔六年，您再次

推出新作《热搜》，生活中，您也会刷

“热搜”吗？

忻钰坤：是的。我每天早晨醒来，

会刷一下热搜，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有一段时间，

晚上睡不着，就在几个平台来回看，一

直刷，比如看到朋友圈的小红点，就想

点开。最极端的那段时间，我在三个

平台轮着刷，每个平台能刷一两个小

时，已经是电子成瘾了。这种“瘾”就

像喝咖啡提神一样。《热搜》电影开篇

的两分钟，我们结合了一杯咖啡的制

作和几个场景的剪辑，包括电影中网

络舆论的抨击，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生

活中的一种“瘾”。

《中国电影报》：这种“瘾”，是促使

您拍《热搜》的初衷吗？

忻钰坤：不完全是。我一直对于

媒体人的事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媒体

人在社会中承担着某种挖掘、传递真

相的责任。另一方面，当下在网络舆

论环境里，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参与

者，有时候会被事件的不断反转刺激

到，会觉得自己的情绪好像被误导

了。在这种认知中，我想，有没有可能

通过一个电影的形式讲一下，这些热

点话题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博弈，

从而影响了网友的认知。

《中国电影报》：拍完《热搜》，您的

电子成瘾的问题有缓解吗？

忻钰坤：我现在给自己手机上的

几个APP都设定了时限，比如我看这

几个APP今天的额度是多少分钟，到

时间手机会提醒你一下。有这样一个

机制以后，多多少少会戒掉一点“瘾”。

《中国电影报》：现在您每天每个

APP刷多久？

忻钰坤：每个平台15分钟。这个

时限平时是够用的，最近不太够用。

电影故事没有具体原型

《热搜》上映后，其直指现实的真

实感，让不少观众生出疑问——影片

有没有原型？忻钰坤说，影片故事成

型更像是一个以点带面的过程，创作

团队参考了一些事件，但没有一个绝

对的原型。

《中国电影报》：《热搜》中涉及了

网暴、校园霸凌等近年网络舆论的热

点问题。有报道称，影片故事原型是

“百色助学网事件”，电影创作时有参

考这一事件吗？

忻钰坤：关于一个组织帮一个利

益集团输送女学生这件事，是有一些

借鉴的。但这件事当时被曝光后，马

上就进入司法系统了，没有在网络舆

论层面有太大反应，跟我们想拍的网

络舆论不一样。

这些年，许多事件对影片创作都

有启发，具体着手做这个题材的时候，

我们发现，没办法拿一个具体事情当

成绝对原型参考。比如，影片讲网络

舆论的这部分，我们希望用一个故事

把网络舆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呈现出

来，这其实是任何一个现实原型都不

具备的。

《中国电影报》：影片想要对网络

舆论表达一种怎样的态度？

忻钰坤：我们没有把网络舆论完

全当成一个负面的词去对待，像影片

开篇，网民因为对校园霸凌事件的愤

怒，去声讨当事人，这种网暴行为，最

终导致了当事女孩小穗的自杀。到影

片结尾，你又会发现，陈妙靠一己之

力，是无法完成帮助小穗发声、揭露黑

暗利益链条这件事的，她还是要依托

于舆论，依托于大众对这件事的关

注。这部电影跟陈妙做的事情一样，

让人看到，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

旁观者可能成为“网暴”当事人

网络上，大部分人都是“旁观者、

参与者”，这也让《热搜》的主视角落在

了同为“旁观者、参与者”陈妙的身

上。忻钰坤希望，观众通过陈妙的角

色带入，正视自己在网络上的每一次

发言和点击，因为有时“旁观者，也会

随时变成舆论旋涡中的当事人”。

《中国电影报》：说到陈妙，周冬雨

饰演的这个角色前后反差极大，前期

她是谙熟流量密码的自媒体主编，是

利益集团的工具，一手制造了针对小

穗的网暴。后期，她又转变成为弱者

发声、对抗利益集团的斗士。这种转

变的动机是什么？

忻钰坤：当陈妙决定为小穗发声

的时候，她的人物弧光并不是“我被刺

痛而改变”，而是她找回了媒体人的

初心。

进入自媒体行业之前，陈妙是在

传统纸媒工作的媒体人，她有新闻理

想。进入自媒体行业后，在商业化背

景下，她学会了“流量为王”这套东

西。小穗的事唤醒了她的新闻理想，

她又变回了从前的模样。

《中国电影报》：这是影片选择把

主视角放在陈妙身上的原因吗？

忻钰坤：小穗是网暴事件的受害

人、当事人，她的状态、遭遇，普通观众

很难带入。现实的网络环境中，大部

分人其实是旁观者、参与者，我们想要

用旁观者的视角，带入这个故事。陈

妙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希望观众

带入的时候，能够去共鸣。而陈妙这

个角色的转换，也是想告诉观众，作为

旁观者，也会随时变成当事人。

《中国电影报》：作为一部讲“网

暴”的电影，您希望影片向观众传递哪

些思考？

忻钰坤：我们希望通过影片去影

响观众，告诉观众，有时我们在网络上

的一个点击，有着千钧之力。它会凝

结，有些人的言论是因为你的言论而

产生的。在网络舆论这个复杂的环境

里面，很多事情是一个循环，要友善，

不要去“带节奏”，因为说不定哪天，就

像片中人物一样，你也会被拖到风暴

中心。

《中国电影报》：如果现实生活中，

普通人陷入了网暴，如何自救？

忻钰坤：我们在《热搜》的官抖做

一个如何处理网暴的科普视频，如果

网暴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比如对你

的生活造成骚扰，甚至有人身威胁了，

你是可以诉诸法律，会有专门的部门

管这样的案子，也有相关证据的收集，

把网暴背后的人揪出来。

探秘自媒体人的日常

忻钰坤一直想写媒体人的故事，

但写了很久都不成型，他用“草稿”来

形容那个未完成的剧本。创作《热搜》

时，他决定后退一点，把剧本交给编

剧，这样的合作，让忻钰坤更加游刃有

余。对于片中自媒体人的描写，用忻

钰坤的话说，“有种揭秘的感觉”。

《中国电影报》：与您从前编导一

体的创作方式不同，《热搜》您没有参

与编剧，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忻钰坤：我发现了自己创作上的

瓶颈——只能创作自己熟悉的故事和

人。这会束缚住自己。当我写的东

西，自己都觉得是对的，但有旁观者介

入觉得不对，我就改不动了。这一次，

我往后退一点，作为导演，从更外部的

视角，更框架式的方式去跟编剧合作，

更游刃有余。

《中国电影报》：片中揭秘了很多

自媒体人的日常，很新鲜，这部分内容

是如何取材的？

忻钰坤：我们前期去过自媒体团

队和公司采访过。他们的建制都不

大，一般十几个人，有的是几个人。

他们的公司装修得非常新颖，每个人

也会把自己的工位布置得特别个性，

没有那么多局限和规则。他们很年

轻，很活跃，手机不离手，你刚聊完一

个事，已经有人在查了，查完就快速

反应出来。他们内部没有特别的级

别差异，开会的时候，吃着零食，喝着

奶茶就把会开了，有时候被众人“吐

槽”的那个人，可能就是公司老板，氛

围很轻松，跟我之前对媒体的认知不

一样，我们马上知道，这是一个创作

的支点。

一次“双向选择”

忻钰坤喜欢找演员演没尝试过的

角色，比如让周冬雨演自媒体主编，让

袁弘演大反派，还找了毕赣的小姑父

陈永忠为影片安排了个隐藏“彩蛋”。

如何说服演员出演大反差角色？忻钰

坤笑言“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中国电影报》：周冬雨在片中出

演了一位强势的自媒体主编陈妙，这

跟她以往的银幕形象有很大反差，您

对她此次的表演满意吗？

忻钰坤：我选角的思路就是，去找

演员没有演过的角色，周冬雨也觉得

这个角色有挑战，想尝试一下，她和陈

妙这个角色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拍摄初期，是有一点困境的，问题

出在周冬雨的嗓音。她先天嗓音比较

薄、脆，听上去很可爱，但作为一个团

队领导的角色，去发号施令，我希望他

的台词能够铿锵有力，前期拍摄时，声

音这块一直不太理想。

神奇的是有一天周冬雨拍戏的时

候，嗓音忽然就靠后了，她想了想说，

上午跟宋洋聊了一上午。周冬雨特别

善于模仿，跟谁在一起久了，她聊天的

状态就会有一些变化。宋洋的声音很

低沉、很有磁性。一开始，我还不信是

这个原因，后来发现几次，宋洋不在的

时候，她的声音就又脆了。后来，她没

事就拉着宋洋聊天，一直泡在那个状

态里，声音的状态就对了。

《中国电影报》：怎么想到找袁弘

出演反派岳鹏？

忻钰坤：《热搜》在选角的时候，我

正好看到袁弘发的一条朋友圈，是一

套在厦门海边拍的写真，他穿一件西

装，戴着金丝眼镜。其中有一张照片，

他对着镜头邪魅一笑，那个状态，就是

我想象中的岳鹏。甚至，袁弘来试妆

的时候，我们也给他准备了若干款金

丝边眼镜。

《中国电影报》：电影中有一个隐

藏“彩蛋”，饰演陈妙爸爸的演员是《路

边野餐》的主演陈永忠，这个角色是怎

么选的？

忻钰坤：我是毕赣导演的粉丝，对

小姑爹（陈永忠）的印象深刻。《热搜》

剧情设置是，陈妙最后没有跟父亲和

解，她在最低谷时，她的父亲还站出来

抨击她，对观众而言，这是一个很强的

刺激。所以，这个演员最好是“素人”，

看上去不能太正，要有某种侵略感和

威胁感，他所有说出来的话，对陈妙的

批评应该是很真实的。陈永忠很适

合，认识他的观众，会知道他是谁，不

认识他的观众，在那一刻，会站到陈妙

的一方，去痛恨这个父亲。

本报讯 近日，《傍晚向日

葵》在北京举办首映发布会。

该片由新锐导演李旭执导、娜

仁花主演，已于 11 月 30 日全国

上映。当天，导演李旭，主演娜

仁 花，编剧刘一兵等影片主创

悉数到场。

“傍晚向日葵 ”是电影的

片名，也是该片的主题。李旭

表示，傍晚代表着一种人生的

至暗时刻，女主人公或每一个

人都会面临自己的困境，但是

在这种黑暗和深渊来临时，人

们是否愿意像向日葵一样去追

着阳光跑，身处黑暗之中是否

还愿意直面困境，在困境中是

否愿意乐观地活着，这是影片

想传递出来的思想。

影片首映当天获得了来自

文艺界众多专家的肯定。中国

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

马加表示，该片走入了人的内

心世界，给当下的电影提供了

很多思考。中国美术馆副馆长

潘义奎认为，这部影片的画面

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物场面

都非常唯美，生活之美、精神之

美，带给人向上的、积极的精神

层面的反思。中国电影美术学

会会长霍廷霄表示，电影的每

一个画面都传达了寓意性非常

强烈的视觉信息，“全片没有一

个是废的镜头”。

影片早在展映及路演期间

就收获了一众好评。有观众表

示，这部影片作为一个文艺片，

节奏非常平静，台词虽然不多，

但给人一种非常平静的力量，

其中对生命的态度和对死亡的

理解，更是有一种非常大的惊

喜和震撼。 （杜思梦）

11 月 30 日上映的电影《傍

晚向日葵》是导演李旭的长片

处女作，这位 90后青年导演，带

着向死而生的态度，将“死亡”

这一人生终极命题“泼”向大银

幕。著名导演谢飞称其为“出

手不凡的处女作”。领衔主演

娜仁花赞叹“真是个大胆的导

演”。第 36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将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最佳

摄影两项提名授予该片。

“我在拍一种走向死亡的状

态”，李旭说，“死亡并非生命的

终点，当我们坠入黑暗的深渊，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至暗时刻，

或许我们可以选择如向日葵一

般，自尊、自由且乐观。”

关于“死亡”的思考

《傍晚向日葵》的英文名是

《Sunflower in The Dark》，片名中

的“ 傍 晚 ”译 成 了“IN THE
DARK”（在黑暗中）。李旭说，

“黑暗中的向阳花”正是影片想

要传达的态度，“阳光来了，谁

都愿意追着阳光跑，但是黑暗

降临的时候呢？你是否还愿意

乐观的活着？电影中的女主人

公徐曼芳就是这株向日葵。”

死亡可怕吗？徐曼芳也闪

过相同的念头，她的病已经“没

有治疗价值了”，她一袭黑衣，

拖着癌症晚期的身躯，晃进了

年轻时插队的山村，一场与死

亡的对话就此开启。

把“死亡”作为处女作长片

选题，李旭“策划”已久。他笑

言，很奇怪，自己从小就总碰上

“生死的事儿”，比如哪个小朋

友摔了一跤，就脑出血了。

“我从小就觉得生命好脆

弱，一个人能顺利长大活下来，

好难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李

旭关于死亡的思考也越发深

入，“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吗？”在

李旭看来，每个人都会死，但生

命未必因死亡而终结，它可以

以各种形式的能量存在下去。

娜仁花的“灵魂演绎”

李旭把对于“死亡”的思考，

融入创作，凝结成电影《傍晚向

日葵》。有评论说，这是一部

“不像电影的电影，没有故事的

故事片”，李旭回应道，“我在拍

一种状态，一种走向死亡时，人

的状态。”

如何呈现这种状态？李旭

决定采用“灵魂演绎”的方式拍

摄。所谓“灵魂演绎”，即在表

演中拒绝任何说明性的东西，

包括台词。用李旭的话说，“蒙

上眼睛，我不希望观众能猜到

片中的画面”。电影中，饰演徐

曼芳的娜仁花采用的正是这一

表演方式，一颦一笑间，娜仁花

精准诠释出了女主人公走向死

亡时复杂的心境变化。

“我不希望这部电影有任何

说明性的东西，表演也一样，我

不希望演员做一个动作，观众

去预测几秒钟之后她要干什

么，并且猜中”，李旭告诉娜仁

花，“当您闭上眼睛，进入人物

的时候，那一刻，不只是徐曼芳

在面临死亡，而是您在面对死

亡。当您跟角色的心境同频的

时候，无论您说什么话，做什么

事，都是自然而然的。”

尽管李旭认为“死亡不是生

命的终结”，但他也强调“没有

人可以逾越死亡”。徐曼芳也

一样，死亡终究还是到来了。

很难讲徐曼芳是在哪一刻参透

了“死亡”，李旭觉得，当徐曼芳

坐在山坡上，跟李有才说出“花

总是要凋谢的”时候，她便已经

不再害怕死亡。从恐惧、徘徊、

纠结，到平静坦然面对，徐曼芳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逐渐与

山水树木融为了一体。电影结

尾，徐曼芳在左边犹豫了三次，

在右边犹豫了三次，最后选择

了原路离返。她依旧是一袭黑

衣，但黑衣之下，她已经换上了

一件花色的衬衫。

生死之外，李旭更希望通过

《傍晚向日葵》传递一种积极的

生活态度，“每个人都要面对困

境，这个困境或大或小，当困境

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我希望看过影片的观众，可以

选择乐观面对，如向日葵一般，

一生向着太阳的方向绽放。”他

说。

《傍晚向日葵》导演李旭：

我在拍一种走向死亡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