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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原晋剧电影的情缘

导演张峰：电影留白 戏曲添韵
多年在外的太原人张峰，两度执导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的晋剧电影，仿佛是他与戏曲、与家乡之间的宿命，牵牵绊绊，情深意长。2013年，新编

历史晋剧《傅山进京》电影版，一鸣惊人，获得第30届中国金鸡奖最佳戏曲片提名奖，并在中美国际电影节上收获最佳戏曲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
三项大奖。不久前，晋剧《布衣于成龙》再登大银幕，甫一亮相，就以传统戏剧与现代影视的融合创新，得到各方好评。两部晋剧电影，两种风格感受。
如何拍好戏曲电影？张峰说：“这是我们这代导演的思考和担当。守正创新，我们不断挑战，就是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喜欢电影的人爱上戏曲。”

9 月 6 日，晋剧电影《布
衣于成龙》在太原影都首映
后，有一个主创交流环节。
张峰在台上与观众分享影片
时，他的老友高亚林，就在台
下静静地等，只为了和他表
达自己的观影体验。高亚林
说，在片中看到了戏曲，也看
到了电影，自己的情绪跟着
于成龙这个人物走，哭了三
次。

对于观众的认可，张峰
说，做戏曲电影总是战战兢
兢，“电影与戏曲的融合，达
到完美才是成功，既不能丢
掉戏曲好的东西，又得在电
影里沉浸式感受到故事推
进、人物个性。”

张峰，国家一级导演、监
制，执导过越剧《一缕麻》、秦
腔《花儿声声》、豫剧《魏敬夫
人》、越剧《德清嫂》等戏曲电

影，还执导多部电视剧，包括
《丑女无敌 I》《纸婚》《杜拉拉
升职记》《等你爱我》《戒烟不
戒酒》《玄武》《你和我的倾城
时光》《一剪芳华》《甜小姐与
冷先生》等。曾获湖南电视
剧频道特别贡献奖、迈阿密
美洲中国电视剧艺术周金珍
珠电视剧金奖等。

中国首部电影《定军
山》，就与戏曲结缘。在张
峰看来，戏曲电影很多时候
寻求的是一种记录的方式，

“是一种记忆，一种实验，一
种传承。以什么样的方式
体现剧本设定中的写意写
实，我们总在找最契合的那
个力道。也是希望观众看
过戏曲电影后，可以把这部
片放在永久的记忆里，置顶
它、传播它，放在片库里一
直看下去。”

舞台是写意的，镜头却
是写实的。怎么实现电影里
真实还原戏曲人物、场景？
张峰与领衔主演谢涛带领的
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的创
作团队，碰撞出很多火花。

张峰说，把戏曲演员舞
台表演力度设定为 100分的
话，在银幕上他只能做出 60
分，甚至 40 分，“像面部表
情、动作、唱腔、台步、眼神
等，舞台表演就相对夸张。
但在电影里，这些夸张就得
收着，眼珠稍转，身形一变，
观众就能接收到演员要传达
的情绪。这个分寸的拿捏，

就需要导演现场把控，启发
演员以真实状态来打动人。

如果说拍摄《傅山进京》
是写实的，还在突出逻辑、突
出故事，那么《布衣于成龙》
追求的就是写意，以有些散
漫的方式留下有记忆性的片
段，比如 5分钟的一镜到底，
比如于成龙在竹筏上的悠
哉。

张峰解读，“通过戏的内
涵和整体情节，来定位一部
戏曲电影的风格。《布衣于成
龙》就是大写意，留白多，给
观众留下想象空间，引领他
们多去感悟人物。”

与谢涛的合作，张峰想要表达的很多，
最后只凝结成三个字“艺术家”。

“谢涛老师做人做事，追寻的就是艺术
之顶峰。晋剧，有她把这门艺术提升到这样
一个高度，她是真正的艺术家。”张峰眼里，
谢涛尊重合作伙伴，以自己对电影、对晋剧、
对人物的理解，激发身边人做到最好，“她先
消化好怎么用电影方式演戏曲，再手把手帮
助别人，她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作品的整
体艺术高度。”

谢涛是个一直在思考的艺术家，不停寻
求突破。张峰说，看谢涛的于成龙，百场百

样，她把自身的经验和感悟，在表演中提升、
拔高，融进人物塑造里，“她‘生长’进人物
中。电影里，你去看她的眼神戏，她的眼睛
像在讲话、在讲故事，准确传达给你人物的
所有情绪。”

相对于电影，晋剧是小众艺术。“希望通
过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努力，让晋剧走得更
远，被更多人喜欢，成为大众爱上太原的一
个‘理由’。”张峰讲，更期待与谢涛、与太原
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有下一次合作，创作更多
精品回馈家乡。

记者 陈辛华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讯（记者 陈辛华）2024·第
五届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双年展入围
作品 9月 6日揭晓，全国共 200组作品
入围，太原日报社摄影记者韩双喜的
摄影组图《长城脚下是我家》入选，并
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这是韩双喜
的长城人文纪实摄影专题系列作品，
继第九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入围之
后，获得的又一荣誉。

第五届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双年
展，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办，今年 2月
1 日征稿以来，共收到有效投稿作品

1827组（共 29618幅）。
本届影展作品围绕中华各民族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不断交融
凝聚成更加牢固的命运共同体的主
题，以体现对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的
真实性、整体性、深刻性记录为原则，
多角度、深层次地呈现了“共同体记
忆”“文化遗产及其变迁”“家园与生
计”“信仰”“人与自然”等各民族当代
生活图景，展现出新时代的社会历史
变迁，留存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当代记忆，在影像中传递出深沉的人

文关怀。
作为媒体从业者，韩双喜长期进

行乡村纪实题材拍摄。2015年开始，
利用周六、周日休息时间，韩双喜自驾
前往山西境内外长城、内长城、沿黄河
长城、太行山三边长城，独立拍摄《长
城脚下是我家》组图，用相机记录长城
村落日渐消逝的传统习俗、乡村生活
和农耕方式。

韩双喜表示，山西独特的地理地
貌成就了明长城的风光资源，这里有
丰富的人文民俗拍摄题材。长城不

仅是满载集体记忆的古老遗迹，更是
从属于墙根边人们的生活日常。借
助拍摄，希望凝固在长城这一载体上
的个人记忆成为一种可叙事的文化
脚本，延展出丰富的有关变迁的图像
叙事。

此次第五届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
双年展的所有入围作品，签署授权协
议后，将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并向
作者颁发收藏证书。作品有机会在中
国民族博物馆举办的各类公益性展览
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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