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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卓加入《瞒天过海》时，剧本

的创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战线越

拉越长，如果项目再不启动，很可能

被撤掉。爱奇艺影业总裁亚宁找到

陈卓，二人合作过电影《彷徨之刃》，

他希望陈卓接手。

《瞒天过海》改编自西班牙电影

《看不见的客人》，曾被意大利、韩国

先后翻拍。不是所有导演都愿意尝

试改编创作，“因为它是一把双刃

剑，如果你做得不够好，很容易被观

众诟病”，陈卓说。

“我看到剧本时，完成度已经很

高了，且逻辑与层次严密清晰。”陈

卓答应接下项目，在原作优质的文

本基础上，加入人物情感和人物前

史，以及现实映射的部分，最终将一

部带有“中国味道”的悬疑电影带到

了观众面前。

12 月 8 日，由陈卓执导，张钧

甯、许光汉领衔主演，惠英红、尹正

特别出演的电影《瞒天过海》全国上

映。首周末，影片跃居同档期新片

票房冠军。

搞美术的，都有一个电影梦

陈卓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建筑

学院，硕士攻读数字影像专业，毕业

后留校任教。

在央美附中就读时，每到周

末，陈卓就窝到阶梯教室看电影，

“我记得当时看了《钢琴课》《完美

的世界》等一批市场上看不到的电

影，发现原来电影这么有魅力。”直

接触发陈卓“当导演”的是导演王

小帅。有一年，王小帅忽然回到母

校央美附中来拍他的处女作长

片。那以后，“当导演”的念头就在

陈卓的心里疯长起来，他打趣说，

可能因为“搞美术的都有一个电影

梦”。

《瞒天过海》首映礼上，郭帆连

用两个“好看”强推影片，建筑造型

好看是其中之一。事实上，片中建

筑的原始图纸，有不少出自“搞美术

的”陈卓之手。靠着建筑和美术的

功底，陈卓亲自上手画建筑图。他

对电影中的空间设计要求极高，单

是片中女主人公乔文娜家的场景，

就在空间上设计了三个部分，“从餐

厅到吧台再到沙发，正好是剧情三

个部分的反转，以便突出郑威的步

步为营”。以空间助力叙事，形成空

间与叙事上的互文。

“我觉得做一个建筑师跟做一

个导演是差不多的，你把你的构思

在脑海中搭建起来，然后有不同的

部门分工，团队一起努力去完成实

现。”陈卓说。

悬疑片好看的关键：

逻辑和节奏

陈卓尝试为《瞒天过海》做一次

“中国式”悬疑改编，他觉得，“一定

要在情感上征服本土观众”才行。

陈卓提出，为影片加入情感部分，因

为“亲情与爱情是中国电影永恒不

变的话题”。于是，《瞒天过海》中，

有了中国家庭亲情的表达，有了父

亲对儿子无私的爱，也有因为三观

不同，走向悲剧的爱情。

情感之外，电影中一个接一个

的反转带来的“爽感”，令观众们直

呼“过瘾”。而当最后一个反转结

束，影片结局揭秘，“完全没有想到”

的解密体验，径直将观众带向“颅内

高潮”。

“悬疑片好看的关键有两点，一

个是逻辑要紧密，一个是节奏要

好”，陈卓有着清晰的悬疑片创作思

路，在他看来，当下中国观众对电影

节奏的要求很高，“稍微拖沓一点、

掉一点节奏，观众就会出戏了”。

“对悬疑片来说，时间是悬疑片

的关键元素之一，是 Dead Line，能
营造观感上紧凑的体验”，于是，陈

卓把原作的倒计时设定从三小时缩

短成两小时，因为“两个小时，刚好

让观众的时间跟剧情的时间同步”。

为了控制影片节奏，后期剪辑

时，陈卓转换成观众视角看自己的

电影，觉得哪里节奏不对、拖沓，便

立刻剪掉，“我一点都不留恋自己的

素材。好像我可以跟它没关系，然

后我们就来大刀阔斧地做二次创

作。”

对于如今《瞒天过海》的节奏，

陈卓表示，“能够做到观众全程不怎

么看手机，酣畅淋漓地看完电影，就

足够了。”陈卓说，他想带给观众的，

正是这种“酣畅淋漓”的观影体验。

至于是否担心影片“出人意料”

的结局被事先“剧透”的问题，陈卓坦

言，一定会有观众猜到结局走向，但

他也相信，观众猜不到细节和过程，

那才是观影的快感所在，“这部电影

相当于是在一个框架上去重新构建

逻辑，我们再对每个细节作出细致的

探讨”。

找许光汉演“油腻男”

许光汉是全片最早确定的演

员。在陈卓的印象中，许光汉阳光

开朗，但在《阳光普照》中，陈卓曾看

到许光汉更多的可能性。

“我需要一个胡子拉碴、痞里痞

气、油腻的糙男人”，与许光汉聊天

的过程中，陈卓发现了他表演上的

野心，“许光汉希望去挑战一些从来

没有呈现过的角色，这也是他接这

个项目的原因之一”。

许光汉在片中饰演“警长”郑

威，开机之初，陈卓曾与他讨论了一

个关于角色的关键点：“你要演一个

‘演别人的人’还是直接演‘警察’这

个角色？”

饰演郑威的另一个挑战是台词

量，片中许光汉不仅要讲大段的台

词，还要在过程中与张钧甯形成对

峙关系，进行关于真相的博弈。陈

卓透露，为了把台词“烂熟于心”，许

光汉不仅背自己的台词，连对手演

员的台词也一起背了下来。

“红姐是最快进入角色的，她在

现场，整个创作的凝聚力都在”，陈

卓毫不吝啬地夸赞惠英红的专业。

60 多岁的惠英红承担了全片最难

拍的一场戏：“有一场吊威亚爬墙的

戏，红姐坚持要自己上场。那天很

热，那栋楼非常高，她在墙面上滑了

脚，工作人员都吓坏了。但她说，电

影中的虹姐也60多岁，这个年龄在

高楼上滑脚合乎常理。那场戏，她

坚持拍了很多遍。”

谈到尹正，陈卓笑了起来，“他

是个戏痴”，尹正会把细节抠到很

细，陈卓讲了一个拍摄现场的故事，

“有一场尹正和张钧甯对抗的戏，我

并没有要求他做表情，但不经意间

我发现他满脸是泪，那个镜头打动

了我，这也是他给我的惊喜。”

12 月 7 日晚，金红棉优秀纪录片

名单揭晓，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广

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十届中国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正式落幕。《绘制

十年》《我和我的新时代》等17部优秀

纪录片获颁“金红棉”荣誉。

本届纪录片节参会人数超过

5000 人，AIGC、网生代纪录片等前沿

话题，成为热点内容。中外优秀制作

人、创作者各抒己见，共同探讨泛纪实

内容创作的行业经验及市场趋势。

“金红棉”荣誉揭晓

今年共有 7280部作品角逐“金红

棉”，经过初评、复评和终评，有 45 部

纪录片作品进入终评环节，最终有 5
部纪录片获评组委会特别推荐优秀纪

录片，分别是《绘制十年》《我和我的新

时代》《黄河安澜》《十年逐梦路》《加

油！新时代》；《家族树》获评优秀国际

传播中国纪录片；《未来漫游指南》获

评中国故事优秀系列纪录片；《我的

AI 恋人》获评中国故事优秀纪录短

片；《万里千寻》获评中国故事优秀纪

录长片；《吃苦》获评优秀中外联合制

作纪录片；《一生所爱》获评优秀首作

纪录片；《人生第二次》获评优秀系列

纪录片；《失语症》获评优秀微纪录片；

《何不为我而留？》获评优秀纪录短片；

《阳台电影》获评优秀导演纪录片；《靠

近维米尔》获评评审团特别推荐优秀

纪录片；《猞猁守候者》获评优秀纪录

长片。

AIGC赋能纪录片

今年的“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

会，共征集到来自 37 个国家/地区的

235 个方案，22 个方案入围终评阶

段。大会上，一部名为《AI 时代自救

指南》的提案吸引了在场观众的注

意。影片从日常小事出发，与中国顶

尖AI领域“大咖”探讨AI教育、虚拟陪

伴等AI时代的社会变化。

制片人张海辰介绍，AI将介入该

片拍摄。“我们前期读了 3000 多篇 AI
文献，对文献的精读、分析、筛选，创作

上‘开脑洞’，做海报等都有 AI 的帮

助”，他透露，影片的拍摄制作，也将采

用AI工具。

获得“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十

佳方案的《复制恋人》，同样是一部有

关AI的纪录片。影片从AI聊天机器

人入手，讲述中国都市年轻女性与AI
的“私人定制”恋爱。导演梁丑娃希望

通过影片记录下这个正在虚拟化、数

字化的多元时代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事实上，AI已渗透纪录片制作领

域。包括 Netflix、APPLE 在内的国际

流媒体平台相继推出如《史前星球》

《我们星球上的生命》等虚拟制作纪录

片。今年，优酷也在纪录片节上宣布

2024 年纪录片的内容重点将放在探

索中国纪录片与虚拟制作的结合上，

推出由AIGC赋能的历史纪录片《中国

史》。

优酷纪录片内容总监韩芸透露，

《中国史》应用最新的数字人技术建立

人物模型，借助AIGC赋能还原历史场

景，由超写实人物动画进行呈现。创

作团队还将奔赴全国各大遗址遗迹、

博物馆和考古发掘现场，应用最新的

AI动画技术，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名

人和历史名场面。

在一场“ChatGPT/AI 技术与纪录

片工作坊”的演讲中，制片人伊莎贝

尔·丽娃详细讲述了AI技术在纪录片

制作领域可能的应用场景。

她透露，在好莱坞，AI 已经融入

影视后期制作，像AI换脸、文生图、手

势识别等，都可以通过AI完成。

在她看来，AI的潜在优势不止提

升生产力、开发创意，还可能让每个人

都成为优秀的故事讲述者。而毫无疑

问，未来，AI 将成为纪录片不可或缺

的辅助工具，尤其对于历史类、科幻类

纪录片。

不过，AI 的高速发展，不可避免

的加重了人们的“失业焦虑”。伊莎贝

尔宽慰道，“AI取代了重复性、简单的

工作内容，但它也会带来许多新的工

作岗位和机会”，我们只需要做到，“用

开放的心态，持续学习”。

网生纪录片“新生态”形成

从影院、电视，到流媒体，进入“网

生”时代的纪录片，近年频频“出圈

儿”，走人大众视野。

在本届纪录片节论坛上，爱奇艺、

优酷、B 站等流国内媒体平台相继发

布 2024 年度纪录片项目片单与计

划。其中，爱奇艺 2024 纪录片新项

目，涵盖了社会现实、历史人文、美食

青春、自然探险、品质文化等5大赛道

的 20 个重点项目。优酷发布的 2024
重点节目内容涵盖“传承·复兴”“苍

穹·家园”“烟火·味道”“如果·AI”“时

代·人生”五大主题。哔哩哔哩今年则

推出了探照灯计划和恒星计划，为创

造者开创更广阔的舞台。

B 站纪录片高级顾问张力认为，

流量与纪录片之间的依存关系也日渐

紧密，年轻用户成为纪录片流量密码

的重要因素。而抓住年轻用户，也成

为解锁“流量密码”的关键。

张力称，要抓住“网生代”观众，创

作者就要加强作品与受众之间的黏

度，首先要在观念上做出调整，“对于

我们年轻的用户来说，我们给他提供

什么？当然就要提供更多元、更年轻、

更鲜活的模式”。他分析，以往传统纪

录片更片中创作者的主观意识与单向

视角，较少考虑播放对象、播放环境与

播放时间的变化。而当下，面对“网生

代”用户，“最好让用户在观看时能够

一气呵成，照顾到用户想以什么样的

形式观看，尽量避免用户有长时间的

间断”。

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生纪录片”时

长一定很短。Bilibili版权中心的方舒

瑶表示，“对深度内容的渴求已经成为

年轻用户在 B 站进行视频消费的共

性”，“我们在过去几年，在医疗领域、

户外求生领域、趣味科普领域长期地、

持续地做着内容的引入，我们希望在

这些垂类题材赛道持续地引入，能够

让越来越多的泛知识的用户转化成我

们纪录片的用户。”

从传统平台转战流媒体平台的制

作人唐剑聪抓住“网生代”用户的办法

是“谐趣其表，守正其中”。2019 年，

他的团队首次涉足流媒体平台，其制

作的以湖南长沙一繁华商圈的派出所

为拍摄对象的普法纪录片《守护解放

西》被业界视为“现象级”纪录片。

唐剑聪介绍，《守护解放西》首先

做的是“讲好故事”，“我们在派出所采

到的故事不会按部就班，我们一定会

用综艺的方式把它讲出来。能够让你

特别共鸣地看完这个故事，然后接触

到片中的普法知识。”用唐剑聪的话

说，这叫“谐趣其表”。作为普法纪录

片，他同时要求团队“守正其中”，“价

值观一定要正，不能娱乐警察执法”。

截至目前，已经播出四季的《守护解放

西》豆瓣评分依旧高达 9.2，点击量累

计超9亿。令唐剑聪骄傲的是，《守护

解放西》播出后，长沙本地民辅警的报

考率提高了53%。

张力认为，中国的年轻观众已经

与流媒体平台，共同成就了一个新的

生态链，他呼吁各方一起努力，让这种

生态多元化起来，带领大家看到不同

的东西。

本报讯 12月 6日，由广州图书馆

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与国家图

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联合主办的

“纪实影像照见未来——纪录片公益

版权合作与发展主题研讨会”举行，

这也是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首

度打造纪录片公益版权合作平台。

上海音像资料馆成立于1984年，

经过数十年的耕耘，资源采集网络遍

布全球，拥有从1898年至今的新闻纪

录片、专题片、素材以及各类影像档案

等具历史价值的珍贵音视频资源。广

州图书馆在2018开放了广州纪录片研

究展示中心，持续引入中外经典和优

秀纪录片、城市纪实影像等资源，并依

托馆藏资源向市民提供丰富的纪录片

文化服务。2021年，两馆共同举办面

向公众的“双城·纪——早期城市纪实

影像赏析交流会”，读者反响良好，奠

定了双方良好的合作基础。

会上，上海音像资料馆和广州图书

馆达成深度合作意向并举行了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约定双方共同开展基

于公益服务、学术研究、公共教育的纪

实影像资源共享和利用，包括建立城市

影像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建立纪录片

资源合作机制、策划组织多种形式的

纪录片文化活动和专业交流活动、联

合举办纪录片创作培训等。双方将在

未来共同致力于纪实影像资源公益版

权模式的进一步开拓和推广。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爱奇艺纪录片

2024 新片发布会在第 20 届中国（广

州）国际纪录片节期间举办。

爱奇艺全新发布了 2024 年 20
部精品纪录片片单。爱奇艺纪录片

中心总监宁玉琪表示：“在过去的 10
年里，爱奇艺纪录片一直在坚持做

三件事：建立扎实的用户付费基础、

推动成熟的会员分账体系、健康可

持续性发展的内容合作模式。”他表

示，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努力，助力爱

奇艺纪录片内容逐渐形成了规模化

和可持续性健康发展。同时，爱奇

艺也希望为更多合作伙伴创造增

量，加速纪录片产业发展做出积极

作用。

此次爱奇艺全新发布的 2024 年

纪录片精品内容，涵盖了社会现实、

历史人文、美食青春、自然探险、品质

文化在内的五大赛道。其中，社会现

实赛道包括《风起前的蒲公英》《爷爷

天团》《会有下一个春天》和《守护我

城》等四部作品；历史人文赛道将推

出《中华通史纪事》《中国传说》《民

国奇案》《最是烟火味平生》和《大唐

盛宴》五部作品；美食青春赛道包括

《灿烂的季节 2》《下饭江湖 3》《街边

下饭魂 2》《食面八方》和《香港味

道》五部作品；自然探险赛道涵盖

《神奇动物在秦岭》《航拍海岸线》和

《水下中国 2》三部作品；品质文化赛

道将有《草本和人生》《故乡里的亚

州》和《十二维度 2》三部作品。

活动上，爱奇艺还与紫荆文化、

广东卫视、美霖文化等合作方一起举

办了《香港味道》《水下中国 2》的发

布仪式。《香港味道》以“香港演员与

内地艺人”的视角，共同探索香港丰

富的美食文化，通过他们的游走、体

验、回忆，讲述美食背后真实人物的

心与灵魂的故事。而作为中国首部

大型自然生态水下系列纪录片，《水

下中国 2》将继续以独特的水下视角

来展现中国的自然和人文。据悉，这

两部纪录片将分别于春节期间，以及

明年第一季度与观众见面。

（杜思梦）

本报讯 12月 7日，以国际纪录片

品牌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著作《世界纪

录片品牌攻略》在第20届中国（广州）

国际纪录片节正式对外发布。活动

由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哔

哩哔哩纪录片和中国（广州）国际纪

录片节组委会常务办公室联合主办。

现场还举办了两场“国际纪录片

品牌论坛”，邀请纪录片业界和学界

的众多专家学者和《世界纪录片品牌

攻略》课题组成员，为中国纪录片的

品牌化之路建言献策。分享环节，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中心制

片人、导演刘鸿彦，华纳兄弟探索集

团副总裁、大中华区和东亚区总编辑

魏克然都高度评价了《世界纪录片品

牌攻略》的学术发现和应用价值，强

调品牌建构对于中国纪录片发展和

国际传播的重要意义。

据悉，《世界纪录片品牌攻略》研

究团队已连续 12 年推出纪录片蓝皮

书《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在全

球背景下，年轮式跟踪和描摹中国纪

录片产业进程，并着重选择重要个案

进行全案研究，持续追踪世界纪录片

发展前沿。

现场，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

究中心主任、《世界纪录片品牌攻

略》主编张同道教授详细介绍了《世

界纪录片品牌攻略》的主要研究成

果。他表示，能够实现从蓝皮书到

品牌攻略的跨越，研究团队 12 年初

心不改的专业坚持是主要成因，同

时撰稿人兼研究员们的热爱也是重

要保障。团队研究成员均来自高校

学者，多数都有海外求学、访学经

历，都是纪录片发烧友。在承担《中

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的研究任

务时，大家依据各自的学业背景、兴

趣范畴、学术专长进行有针对性的

分工。“术业之专，守业之精细，是

《世界纪录片品牌攻略》得以顺利推

出的重要力量支撑。”

（杜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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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瞒天过海》导演陈卓：

打造“中国味道”的悬疑片
■文/白 晨

广州上海“双城联动”开拓公益版权合作新模式

爱奇艺纪录片将推出“五大赛道”20部精品内容

《世界纪录片品牌攻略》探讨中国纪录片如何品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