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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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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主题电影《孤军》首映礼在京举行

影片剧本由三位编剧分阶段完成，

杨薇薇主要负责人物、故事结构的建

立。或许是女性编剧的身份，杨薇薇与

其他两位女性编剧都将目光放在了女性

身上。不论是影片中有关女性困境的呈

现，还是女性力量的展现，故事都围绕着

女性展开。

在创作时，杨薇薇对这些女性角色

有意设置了相互呼应的人物关系，单人

关系有陈妙与张小穗、陈妙的母亲与张

小穗的母亲、甄希与艾米，伙伴关系如陈

妙、何言与张小穗、余甜，张小穗、余甜与

甄希、艾米等，“在影片中建立女性形象

和关系的时候，几代女性人物形象基本

上是按年代梯队式出现的，比如张小穗

的妈妈和陈妙的妈妈，甄希和艾米是第

一批受害者。”

影片重中之重当属陈妙这个角色的

建立。杨薇薇介绍道，“陈妙媒体人的形

象塑造来源自多方。首先，有 2014、2015

年许多传统媒体人选择自主创业的形

象；其次，我们也调研了很多当下很多新

媒体行业的从业者，陈妙身上也有他们

的影子；最后，我身边媒体人的个性与经

历也会给我很多灵感。”

影片中出现的每个人物在她笔下都

有千字以上的人物小传，会成为她“时不

时拿出来翻看与人讨论的根本”。如陈

妙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童年时期父亲

的作恶、母亲的退让，都铸就了现在这个

聪明、有能力的陈妙希望创造更多的社

会价值、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

杨薇薇说，或许是在银幕上看了太

多的男性“拯救世界”的故事，她希望影

片能够将“女性所拥有的智慧、勇气、理

性、韧性等力量展现给观众”，让女性也

可以成为“拯救世界”的可能。除去陈

妙，整个事件的策划和核心动力源自那

一对少女的友谊。

能够将“文戏”拍得好看是一件很难

的事情。杨薇薇认为，导演忻钰坤做到了

“文戏武拍”，情节紧张刺激，扣人心弦。

在影片中，敲击键盘、手机按键的声音被

放大，“这些声音是导演在后期时找的电

报发报声”，“枪林弹雨”密集出现，像“武

器”一样出现在舆论战场中，“导演借用商

战片蒙太奇剪辑手法，还原了一场真实的

‘舆论战’”。

采访中，杨薇薇对忻钰坤大加赞赏，

尤其是导演对剧本的一处改动让她印象

深刻——“他完全隐掉了王世民的人物形

象”。在原本的剧本中，王世民是有出现

完整的形象，而在影片中，王世民影影绰

绰，从来没有露出过正脸。这一点让她觉

得很是精妙。

“国产片可能没有很多商战片的样式，

在创作时，参考了早期描写股市的影视作

品，节奏上大致是对手什么时间怎么出货，

我怎么扫货，怎么让对手进入我的圈套，然

后我怎么在股市上获得胜利。”她介绍，为

了让影片的节奏更加紧凑，他们在创作时

就会拉出一条完整的、普通人经常能看到

热搜事件发酵的完整过程。

因为观众更多时候只能了解到这些

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创作团队期望

通过对“舆论战场”的还原，“如揭开其背

后的故事，让观众看到陈妙的‘节节败退

’；岳鹏要给陈妙致命一击时，逼迫陈妙用

自己的账号发布文章吸引关注等等。”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

性故事，为了能够让观众获得完整的故事

体验，杨薇薇他们“做了取舍，很多内容会

隐藏在故事背后”，比如，“《规则》一书寄

给陈妙引起她的关注，余甜与陈妙遇见时

所说的‘害死她的不是网络暴力吗’、关注

陈妙在互联网上的反应等等，这些行动如

同暗线一样蛰伏在具体呈现的完整故事

之下。”

“对于互联网的热点来说，《热搜》是

放大了独立事件，将其作为唯一的热点事

件展示。但现实的互联网生活中每天都

有热点事件出现，它们就像一滴水进了沧

海，滴下去就像消失了一般，只有热点事

件中对当事人的伤害留下来了。”她说。

正如影片所传达的思考那般，人人都

可以成为陈妙，手持利刃屠杀恶龙，可是

给陈妙、张小穗、余甜等人的伤害就可以

消失了吗？当电影《热搜》消失在“热搜”

中后，下一个故事会被怎么讲述呢？可能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舆论是一把双刃剑，

它会划破黑暗，但也会刺伤无辜，“规则之

下的正义才能释放真正的力量，虚拟世界

的善意也会让现实生活更美好。”

◎用商战片的节奏还原“舆论战场”

◎让女性力量被看见

本报讯 近日，曾入围上海国际电

影节的粤产电影《最后一夜》亮相广东

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制片人郭胜、导

演唐皓、演员曾芷欣参加了活动，和观

众分享影片的幕后故事。电影《最后一

夜》由深圳满怀希望影业有限公司、深

圳恰逢时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出品，已于

12月8日正式上映。

推介会上，唐皓分享了《最后一夜》

的剧本创作灵感。“前几年大家的工作

生活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很多人对于工

作、生活、未来都感到迷茫，我就想做一

个关于这种人生困境的故事。与此同

时，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因为这

些原因，家庭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就把

他们之中一些比较有冲突的人物关系

融合到剧本中来，创作了一个关于一家

人的故事。”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影片，《最后一

夜》真实呈现了人性的弱点，唐皓说，他

想呈现的主题是，生活是一个迷宫，有

些人还没有学会行走，就已经迷失了方

向。“影片当中的男主角和这一车人，在

这个夜晚迷失了方向，他永远没有开到

他想去的那个地方，这就说明，不管做

哪种选择，如果一开始就选错了的话，

永远到不了终点”。

在今年6月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的“华语新风”展映单元，《最后一夜》作

为唯一的粤产电影入围，唐皓说自己当

时很意外，但也很开心，“在这样的一个

体量下，我们做到这个程度，是大家努

力的结果”。此前，这部电影也曾获得

第九届重庆青年电影展长片竞赛单元

最佳编剧荣誉。尽管有良好的口碑打

底，但在近期大片扎堆的电影市场，《最

后一夜》显然很难成为“爆款”，这也是

很多类似的小成本电影的困境，如何才

能让这些作品被更多观众“看见”，唐皓

说，“我觉得要精准找到自己的观众，宣

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以前也很

喜欢看这类电影，我自己就会去找有哪

些地方可以看，我身边也有这样的群

体，所以一定是有观众的，只是说怎么

会让大家知道。”

《最后一夜》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广

州，全部在广州取景拍摄，广州市民熟

悉的中山路、东山口等地标建筑都有在

电影中出现，其中的群演还有华南师范

大学的学生。唐皓是广西人，谈及为何

将故事背景设定在广州，他说主要是为

了符合男主角从外地到大城市打拼的

人设，“从外地到广州生活，如果不懂粤

语，交流可能有点问题。但对于很多观

众来说，即使他听不懂或者不会说粤

语，他也会熟悉粤语，因为大家平时都

会看香港电影，所以粤语是一个大家既

陌生又熟悉的语言，我觉得非常适合来

表现这个故事。而且广东这边的景色

我很喜欢，老城区有民国时期的感觉，

都市又很现代化，这种新旧交替，符合

我要我想表现的主题，也符合这个故事

的气质。”最后，唐皓特别感谢了广东政

府相关部门为这部电影的拍摄提供的

便利与支持。

除了出品方和取景地，广东元素也

融入了电影的叙事。唐皓说：“电影里

设计的人物关系还挺广东的，据我所知

广东有很多外地人口过来工作定居。

电影里的一家人其实就是这样，爸爸是

外地人，来这边读大学，然后留在了广

东，他妻子是本地人，女儿在本地出生，

跟爸爸讲普通话，跟妈妈讲粤语，不管

是从心态上还是语言上，爸爸在这个家

里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格格不入，这种

家庭在广州应该很多，除了取景之外，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感觉，是

广东人的感觉，广东的家庭应该是什么

样子，我在电影里尽量把这方面表现出

来。”

为推进人文湾区和文化强省建设，

进一步促进广东省电影产业高质量发

展，广东省电影局自 2020 年开始主办

“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本次“广

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由广东省电影

家协会、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共同协

办，南方都市报社、南都娱乐公司承

办。 （影子）

本报讯 12 月 9 日，红色主题电影

《孤军》首映礼在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中影国际影城举行。四川省宜

宾市委副书记、市长廖文彬，四川省宜

宾市兴文县委书记、电影《孤军》总策划

陈良云等参加首映礼。

《孤军》根据发生在宜宾市兴文县

的真实历史故事改编。将中国工农红

军川南游击纵队（亦称川滇黔边区游击

纵队）的事迹搬上银幕，再现了一场场

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战斗故事。该片

将于12月28日全国公映。

《孤军》出品人、成都电影集团董事

长邓尚宏介绍了影片的故事背景与创

作初衷。邓尚宏表示，我们不仅致力于

创作精品红色文艺作品，更是希望通过

这个电影项目，为四川省兴文县这块红

色热土留下珍贵的历史影像记录，以电

影形式追寻先烈足迹，重温革命先辈奋

斗历程，让这座英雄之城的红色基因薪

火相传。

《孤军》由同类题材优秀电影《信仰

者》的主创团队担纲；由八一电影制片

原厂长、著名作家、剧作家、茅盾文学奖

获得者柳建伟编剧；由解放军艺术中心

影视部原一级导演、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和华表奖获得者，《信仰者》《刘老

庄八十二壮士》《三湾改编》等影片导演

杨虎执导；由解放军艺术中心影视部原

副主任、一级导演刘治寰担任艺术总监

和总制片人；凌潇肃、小沈阳、郑昊、黄

少祺、吕星辰、奚望主演，刘之冰、岳红

等出演。

首映礼现场，导演杨虎与主创团队

一同亮相，现场分享影片幕后创作故

事，“信仰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是高举过

头顶的信念。信仰越坚定，人的革命意

志就越坚强。”主创团队表示，希望通过

这部影片，谱写一曲诗意隽永的“信仰

者”群体颂歌。电影《孤军》基于中国工

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真实历史事件和

人物，通过影视化填补了该段军史影像

空白，再现了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

为信仰奋勇献身，从容赴死的英雄

形象。

杨虎表示，拍摄一部电影，故事为

王，人物为先，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红

军战士通过电影的形式呈现到观众的

眼前，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是拍摄的

首要工作。他强调，故事里的红军战士

是一群有梦想、信仰坚定的英雄，我们

绝不能忘记他们。

谈及对于角色的理解，凌潇肃表

示，影片中的很多角色都是革命烈士，

在参演前他对所扮演角色的人物历史

背景做了很多了解，也在拍戏过程中加

入了自己的理解，希望能呈现给大家最

佳的观影感受。小沈阳提到，《孤军》这

部电影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因此表

演中的每一句台词都要严肃对待，这样

的演出经历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挑战，期

待观众走进影院后的评价。

电影《孤军》由兴文县文旅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与成都市电

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

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日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阿莫阿依》首发“向阳而生”版海报，

并宣布将于 2024年与观众见面。该片

以四川乡村振兴为背景，以马边彝族

自治县在扶教过程中创建桐华班、桐

华学校的经历为内容，以全新的视角

呈现少数民族地区在基础教育上的投

入与发展。

《阿莫阿依》讲述了小凉山一个普

通彝族家庭的女孩阿莫阿依辍学后，

在扶教工作队的帮助下重新回到学校

开始读书的故事。海报中，主角阿莫

阿依身处课堂，窗外和煦温暖的阳光

洒下，照亮了她质朴但充满希望的脸

庞。据悉，片中主要演员均由当地学

生和群众扮演。

作为少数民族题材影片，《阿莫阿

依》将目光聚焦于扶教工作，着力体现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教”的理念，从

乡村教育快速发展的视角切入，铺陈

展现教育发展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

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作品更对扶教

工作队灵活、用心的工作展开予以重

点描摹，当工作队发现当地大龄学生

入学受教遇到适应落差等问题时，积

极寻找解决办法，开创桐华培优班针

对性解决问题，在通过教育资源投入

提升教育水平的同时，更重视情感力

量的投入，做到让孩子们接受教育、热

爱教育，最终真正做到控辍保学，还清

基础教育的“历史老账”。

《阿莫阿依》由峨眉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电影发行放映集团有限公

司、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杜思梦）

粤产片《最后一夜》亮相广东优秀电影推介会

乡村教育振兴题材《阿莫阿依》即将上映

近日，由忻钰坤导演执导，周冬雨、宋洋等参演的电影《热

搜》聚焦变幻莫测的舆论场，为观众展现了一场犀利的“网络

舆论战”。

与电影中有着强力发声行动的陈妙不同，影片编剧杨薇

薇平时在看网络热点新闻时基本不评论。她觉得，“100米之

内的事情，我都没办法立刻确认它的真假”。

面对人人都能发声的舆论场，杨薇薇抛出了她的疑问，

“自媒体、社交媒体让每个普通人有了发声机会，每个人都可

以成为新闻的见证者，成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原本都是好

事，但我们看见的就都是真相吗？”

她表示，“互联网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尤其是经历一个

突发的事件不断升级发酵、反转变化的过程，希望影片能还原

互联网生活的感受和过程。”

《孤军》主创

影片主创分享幕后拍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