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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那么难都能
赢， 我们也绝不能输”

林超贤受邀出任 《长津湖》
导演时， 距离电影开拍只有两个
半月。 面对一部抗美援朝题材影
片， 无论是准备时间还是历史积
累 ， 林超贤都觉得自己 “做不
到”。

“我当时的心情和志愿军很
接近：收到命令就上火车，将会面
对什么，全然不知。但任务就在你
眼前，只可往前，不可回头。 ”

从零建组、 设计场景， 乃至
道具和细节都精益求精。 林超贤
说： “志愿军的意志值得用一部
史诗级的电影去讴歌。 这部电影
不仅要对得起观众， 更要对得起
那些献出生命的人。”

让林超贤印象最深刻的一场
戏是 “乱石滩轰炸” ———前一刻
还相谈甚欢的战友， 顷刻间就身
形俱灭。 “那个四分钟的镜头，
我们打磨了差不多10个月。”

林超贤说， 不同于战争片里
经常出现枪林弹雨的场面， 这一
次他想尝试一种更高难度的做
法， 用静态来制造张力， 让观众
沉浸到电影的氛围当中。

“今晚气温会降到多少？”
“零下40度。”

电影中的这段对话交代出长
津湖战役恶劣的气候条件。

为了更好呈现历史， 《长津
湖》 的拍摄也是在冬季大风天气
中进行的。 当年志愿军行军需要
隐藏行踪， 经常夜晚行军。 所以

拍摄时大部分都是夜戏。
“难度这么大的电影， 一辈

子可能就拍这一次。” 林超贤坦
言， 拍摄 《长津湖》 对剧组所有
人的意志都是场考验。

他回忆起拍戏时自己连续60
个晚上在山上度过： 拍摄环境平
均气温都是零下十几摄氏度， 几
乎每晚都会遇到大风， 体感温度
可达零下20摄氏度， 有工作人员
被冻伤。

香港土生土长的林超贤说自
己最怕冷。

“零下二十几摄氏度已经冷
得让我们所有人都不想动了。 而
当年志愿军战士在零下四五十摄
氏度的环境里， 穿着单薄、 缺少
后勤补给， 还要对付 ‘武装到牙
齿’ 的美军。” 林超贤说 ， “一
想到这， 我心中就忍不住感慨：
志愿军那么难都能赢， 我们也绝
不能输。”

他说， 志愿军不畏严寒和困
苦、 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精神，
给了他无惧困难的力量。

“讲中国故事带给我成
就感和幸福感”

林超贤说， 自己从小在香港
长大， 从拍摄 《湄公河行动》 到
《红海行动》， 再到如今的 《长津
湖》， 当他真正用身体和心灵去
接触这些历史时， 每一次都能感
受到一种巨大的冲击， 从而产生
强烈的使命感和创作冲动。

当被问及作为一位香港导演
为何拍这么多主旋律电影时， 林

超贤说： “好莱坞的电影都有主
旋律，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为
什么不能拍出自己的主旋律呢？”

他回想起自己在不同时期的
主旋律作品， 所传达的精神内涵
其实也有所不同。

“《湄公河行动》 想传递的
是， 从来没有岁月静好， 只是有
人为你负重前行； 《红海行动》
想传递的是， 我们没有生在和平
的年代 ， 但有幸生在和平的国
家； 如今的 《长津湖》， 希望每
一个中国人都能记住： 是那一代
人保家卫国做出牺牲， 才换来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在和平年代
应该珍惜这份美好。” 林超贤说。

林超贤认为， 电影的本质是
讲好故事和传递价值观， 主旋律
电影会带给观众正能量。

“每一次当我看到我们拍摄
的这些中国故事能够打动观众，
让观众产生强烈共鸣， 从影片中
获得力量， 甚至产生热血沸腾的
民族自豪感时， 作为导演， 我就
会有莫大的成就感与幸福感， 而
这种感受是拍摄其他题材影片无
法体会到的。” 林超贤说。

“期待香港电影人讲出
更有吸引力的中国故事”

《长津湖》 上映以来掀起了
观影热潮， 在2021年全球票房榜
上名列前茅。 看到这样的成绩，
林超贤说： “当初真的是为这部
戏 ‘捏了一把汗’， 想着只要不
赔钱就很幸运了， 没想到观众对
主旋律电影的热情如此高。”

林超贤将这部电影成功的主
要原因归于不畏强敌、 英勇顽强
的中国军人精神。 他说： “因为
国家强大起来了， 作为中国人的
自豪感愈发强烈。 中国人都想在
大银幕上看到这场胜仗， 感受志
愿军的那股精神， 向英雄致敬。”

《长津湖》 登陆香港院线的
上映首日， 近40家影院排片149
场， 一些场次一票难求。

看到 《长津湖》 在家乡上映
并受到市民的欢迎， 林超贤内心
很是感动。

“主旋律电影也可以拍得很
好看。 更重要的是， 随着香港国
安法实施和选举制度完善， 香港
的社会环境日渐变好。 更多香港
市民希望走进影院去了解国家的
发展 ， 去感受作为中国人的自
豪。” 他说。

作为一个香港电影人， 林超
贤看到， 幅员辽阔的祖国内地，
为电影导演提供了数不尽的题材
去挖掘。

“《湄公河行动》 《红海行
动》 《长津湖》 这些振奋人心的
故事都是在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中
创作出来的。” 林超贤说。

在林超贤看来， 《长津湖》
受到香港市民欢迎就是一个好迹
象， 说明电影可以作为一种良好
的媒介， 帮助香港市民更好了解
国家。

“期待更多香港导演和演员
融入国家的发展， 将他们的敬业
精神带入主旋律电影， 讲出更有
吸引力的中国故事。”

据新华社

林超贤：
讲中国故事带给我成就感和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近
日， 国家图书馆第十七届文津图
书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
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
的公益性图书奖项， 自2004年创
办以来， 已经成功举办了16届。

本次文津图书奖评选图书范
围为2021年1月1日至 12月 31日
（以版权页记载时间为准）， 由国

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
出版机构在国内正式出版、 公开
发行 （包括限国内发行） 的汉文
版图书， 不包括重印本和已获过
文津图书奖的再版图书。 评选图
书分为社科类、 科普类和少儿类
3类， 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 陶
冶情操， 提高公众的人文与科学
素养的非虚构类 （少儿类除外）
普及性图书 。 评委会将通过推

荐、 初评、 终评等程序， 选出获
奖图书20种、 推荐图书60种 （均
可空缺）。 评选图书推荐时间为
2021年 11月 19日至 2022年 1月 5
日。

据了解， 本次活动评选出来
的优秀图书将通过全国性的巡
展、 “文津读书沙龙” 系列讲座
巡讲、 文津书架等阅读活动与读
者见面。

国家图书馆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启动
新华社电 在中央宣传部指

导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
家文物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时
一年策划制作的首档考古空间探
秘类文化节目 《中国考古大会》
于近日开播。

据悉， 《中国考古大会》 创
新运用空间探秘、 专家解读、 实
景记录、 全息影像等多种节目表
现形式， 从中国百万年人类史、
一万年文化史、 五千多年文明史
的维度， 聚焦浙江杭州良渚古城
遗址、 北京周口店遗址、 河南安
阳殷墟遗址、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
址、 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等12
大考古遗址， 呈现百年来考古工
作对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
要作用。

节目首创考古空间探秘形
式，以“发现发掘、整理阐释、保护
传承”为叙事线，邀请“考古推广
人”通过空间探秘与任务解锁，联
结考古场景，复现历史图景，营造

身临其境的考古氛围体验， 在权
威考古专家的伴随式解读下，向
观众全景展现中国考古事业的研
究成果和最新发现， 反映中国考
古工作背后所承载的时代价值、
文化特质和民族精神。

《中国考古大会》 依托总台
构建 “5G+4K/8K+AI” 战略格
局的系列新实践， 借助超高清视
音频制播呈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技术支撑 ， 充分挖掘总台AI+
VR裸眼3D演播室技术的优势 ，
针对每个考古遗址量身打造不同
的 “视+听+触” 场景 ， 带领观
众沉浸式感受考古魅力的同时，
一起抵达文物的 “家”， 更好认
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
络、 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以
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节目于11月20日在央视综合
频道20:00档首播 ， 同步在央视
频、 央视网播出。 次日在央视中
文国际频道17:30档重播。

《中国考古大会》探源中华文明

中关村外资协会联合工会举办主题摄影大赛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北京中关村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联
合工会举办第七届职工摄影大
赛， 来自微软、 英特尔、 日立等
37家企业的159名职工踊跃参与，
比赛共收到409幅摄影作品。

参赛作品中， 有直抒爱党之
情的 《绣党旗》， 有刻画中关村

科学城变化的 《日新月异》，有彰
显海淀职工拼搏奋斗、 抗击疫情
风采的《追梦人》，还有聚焦科技
发展的《一眼未来》……职工以细
腻的镜头捕捉着每一个闪光点，
用镜头记录值得关注、 珍视、 讴
歌的海淀精彩瞬间与最美风采。
一张张照片呈现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巨大变化， 讲述着科技企
业职工为中关村科学城发展注入
创新活力的奋斗故事 ， 凝聚起
“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走” 的
奋进力量。

经过专家评选 ， 共有115幅
参赛作品获奖， 获奖作品将在海
淀招商大厦集中展出。

从《湄公河行
动 》 到 《红海行
动》， 再到如今在
内地和香港都掀
起观影浪潮的《长
津湖》， 一部部主
旋律电影背后都
有一个相同的香
港身影。

他说，主旋律
电影能带给观众
正能量，讲中国故
事能带给他莫大
的成就感与幸福
感。

他说，在拍摄
电影过程中，用身
体和心灵去阅读
国家的历史，每一
次都能让他感受
到巨大的冲击。

他是香港导
演林超贤，他想把
中国主旋律电影
和战争题材影片
的审美带往更高
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