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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者》高标杆的艰辛创作 上影70年始终在场

专访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把创作难度变成艺术高度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10月17日在北京参加“从中国式大片看信心和定力”座谈会的间隙，记者采访了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电影《攀登者》制片人任仲伦。今年国庆档，《攀登者》和同档期的《我和

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一道成就了“史上最强国庆档”，以亮眼的市场表现构成了中国电影繁荣的新景象，融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典。

任仲伦介绍了电影的紧张创作过程，他不讳言年代戏和“登山题材”跟当下主流观众的“审美间隔”，“我们尝试用英雄的普通人性和攀登珠峰的视觉气势跟年轻观众沟通。”

他从“艺术美学”和“家国情怀”两方面分析了电影中感情戏的必要性，也特别提及了“大风口中国梯飞旋”等重场戏背后李仁港导演在东方叙事和空间造型上的创造力。电影上

映后，片中的感情戏和导演人选一度是观众争论的焦点。

“我们没有迟疑，国家的需要和企业的担当是一致的。”任仲伦说，“《攀登者》的意义在于通过一部电影，将我们国家最优秀的电影力量汇聚到一起，把创作的难度变成艺术的高

度！向新中国70周年献礼！”

这是《攀登者》的经验，也是上影70年始终在场的经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上

海电影制片厂成立 70 周年。上影有

一个传统，每当重要的历史时刻，我

们总渴望创造出优秀的电影，表达

对历史敬意和电影人的担当。”谈到

创作初衷，任仲伦开门见山。

2018 年 6 月，上影开始了以“攀

登珠峰”为主题的电影创作，9 月 30
日电影《攀登者》上映、10 月 15 日电

影票房突破 10 亿。

作为电影的监制，谙熟电影制作

的徐克深知这类创作的难度：登山

题材剧本要写好不容易、拍摄更难，

要高原拍摄，特效镜头更是少不了

……

“我们给自己确立了创作难度”

任仲伦说，“我们没有迟疑，国家的

需求和企业的担当是完全一致的。”

后来，徐克担任了《攀登者》的

监制。

把创作难度变成艺术高度。最

早的一次创作会上，任仲伦与主创

团队共勉，“这是按常规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这是一场输

不起的战争，我们必须赢；从今天开

始，困难将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能

战胜困难而不是被困难所战胜！”

谁来编剧？谁来导演？

电影从剧本开始，谁来编剧？

在网上查资料时，负责影片统

筹的陈小兵偶然发现，作家阿来曾

经做过关于 1960 年中国登山队攀

登资料的搜集，还曾经采访过 1960
年登峰的登山队员，并与中国第一

位登顶的女登山家潘多有过一次长

谈。

2018 年 7 月底，任仲伦和徐春萍

在都江堰见到了正在开作协会议的

阿来，因为有此前合作的基础，很快

敲定了由阿来加盟编剧。

“我们跟阿来合作过电影《西藏

天空》，知道他之前就有攀登珠峰的

创作储备，第一时间就共同商量进

入创作。”任仲伦说。

《攀登者》的导演，是跟上影合

作过《锦衣卫》《天将雄师》《盗墓笔

记》三部电影的李仁港。“导演是美

术师出身，镜头感与设计感特别灵

敏”。

“大风口中国梯飞旋”等段落就

源于李仁港导演杰出的想象力。“登

山题材的电影没有最先进的特效，

就没有了视听的震撼。当然，这种

视效应该源于日常经验，还要超越

日常经验。这很难，观众对雪崩未

必经历过，但对雪的感觉是有的，这

要求创作更加的精益求精。”任仲伦

说。

写中国英雄

找主创和找创作方向是项目并

行推进的两条线，“攀登”题材要怎

么做？

“60 年代的故事、登山题材跟年

轻人有点隔，讲的是父辈的故事，如

何打通年轻观众的情感。”任仲伦

说，“这是难题。我们尝试用英雄的

普通人性和登山电影的独特气势，

以及影片特有的视觉魅力，去跟年

轻观众沟通。人心是相通的。”

电影的首要追求是表现中国英

雄。创作团队仔细研究了相关的资

料，看了近 20 部中外登山题材的电

影。与国外同类题材的纪实风格不

同，大家的创作共识是探索类型化

表达，既感人又好看。“当年中国登

山队员，有工人，有农奴，有大学生

……普通人努力攀登，为国登顶的

故事，对电影而言他们是很好的原

型，这些人物极具成长空间。”

主创团队相信，通过一个个普通

人构成英雄群像，描写他们在国家

的号召下完成英雄壮举，这样的英

雄主义是有根基的，这种根基就深

深根植在观众崇敬平凡英雄的情感

之中。

探索东方叙事

登山题材电影创作有很多天然

的局限性，比如从辽阔的全景镜头进

入故事叙事以后，视觉表现空间相对

有限；角色服装负荷重，表演受局限；

特定空间演员的行为受局限……

综合考量这些创作掣肘，创作团

队决定借助冒险电影、动作电影的元

素，探索新的表现形式，给自己树立

一个个创作难度。任仲伦和主创们

在讨论中将其归纳为东方叙事的探

索。

“东方叙事”也是徐克对这个项

目的期待，“从市场和行业的角度看，

《攀登者》是国产商业类型片的一次

全新尝试，如何突破每个人生命中的

极限，是这个戏重要的灵魂和精神。

我们找寻人与人之间能共通的内容，

通过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在电影中着

重体现东方色彩和中国精神。”

“只要是新类型我都想去尝试，

可以帮更多的中国电影人开拓新的

类型，可以让中国观众和中国市场多

一种类型，多一条支线出来，让观众

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样化的电影可

以看。”主演吴京说。

拍摄过程中，有人曾问任仲伦

“如何理解方五洲飞跃冰崖？”

任仲伦说，因为这是一部追求东

方叙事的电影，风格上有些写意。“鲁

迅说，‘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是艺术

夸张。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

就是荒唐了。”在高海拔上，方五洲一

跃而起，飞越冰崖，既源于珠峰大风

口的真实风势，也源于观众渴望的英

雄气概。”

当然，追求东方叙事不意味着不

尊重生活真实。比如，在关于马洛里

遇难记录里，就有当事者描述的“人

像纸片一样被吹走”的真实描述。

震撼视效大片

《攀登者》的第三个艺术追求是

打造逼真传神，震撼心灵、震惊眼睛

的视觉大片。

大风口那场戏，导演李仁港尝试

对登山电影做了突破，于是以动作片

基底，设计了一场十二个登山队员在

狂风暴雪中捆绑在一架梯子上艰难

求生的场景，随着风力的变化，梯子

像风浪中的小船一样飘摇旋转。

“看到这段素材，我完全被震撼

了”。任仲伦说，完全没想到会有这样

的想象力和视觉效果，堪称惊艳之笔。

据介绍，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拍摄任务、保证视觉效果，导演李

仁港除了在高海拔拍摄以外，他们找

到了一个废弃的矿场，利用矿场模仿

雪山的山体条件，混合绿幕实景拍

摄，有效弥补了绿幕棚拍的局限性，

提供了更多的拍摄机位和角度。

要不要写感情？

电影中，方五洲和徐缨的感情一

度成为评论的焦点、甚至是槽点。从

艺术审美和创作实践两方面，任仲伦

阐述了他的看法。

“艺术总是有情感，电影中从编

剧到演员表达了很深刻的情感，这种

感情不是戏不够、爱情凑的感情，不

是出于商业目的的风花雪月，是个人

担当和国家使命结合的感情，这样的

感情是博大还是渺小？”

“电影的结尾，当国家下令撤退，

徐缨凭借她天才般的发现，坚持提出

还有登顶的窗口期，方五洲则表示相

信徐缨。这样，担当与压力就在两个

人身上了，他们荣辱与共了。于是彼

此牺牲，家国情怀自此融合。这样的

情感设计在文学上很高级。文学是人

学。没有什么题材是排斥爱情的，关

键看能不能成为塑造人物的原动力，

能不能表现得感人至深。”任仲伦说。

演员用表演经验丰富创作

《攀登者》以 1960 年和 1975 年中

国登山队两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为主情

节，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聚焦以方五

洲、徐缨和曲松林为代表的登山英雄

群像，或感天动地、或惊心动魄，深入

地表现了他们与她们的情怀与牺牲、

命运与情感。吴京、章子怡、张译、王

景春、井柏然和胡歌等主创们奉献了

极富力量的表演。

“找实力派、演技派支撑起《攀登

者》的创作”,这是创作团队一早就达

成的共识，“只有具有影响力和创造力

的演员加盟，才能带动观众的观影热

情。”

优秀的演员对角色的选择特别谨

慎，每一个演员的加盟都经过深思熟

虑。章子怡进组第一天跟任仲伦开玩

笑，“你真厉害，一个月就把我们从四

面八方聚集到一起了。”

任仲伦特别肯定了创作过程中演

员的表演经验对创作和角色的丰富。

章子怡觉得徐缨应该有那个年代知识

女性的个性，纯净且热烈，关键时刻有

牺牲精神。吴京反复阅读剧本、琢磨

角色，提出方五洲这个形象要有人物

弧线，让英雄蒙难再崛起。张译深刻

把握曲松林特有的心理和情感逻辑，

表演掷地有声。整个创作过程中，所

有演员体现了高度的专业水平与职业

精神。尊重与被尊重，构成剧组好的

创作氛围。

从最初的文学剧本开始，阿来的

创作奠定了人物塑造与情节发展的脊

梁。导演和上影团队又集中力量就影

片的场景化和专业性很强的情节反复

推敲，比如珠峰的地形地貌、大风口、

北坳、冰塔林、冰裂缝……请教相关的

气象专家、地质专家、中国登山协会。

海拔最高的关机仪式

4 月 22 日，电影《攀登者》在西藏

举行了一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关机仪

式。这是任仲伦第三次进藏，低压

136、高压超过 180，依然坚持。

“1960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

坡登顶的壮举是由中国攀登者完成

的。既然是我们的高山，我们的脚就

要亲自踏上去。站在山顶，我们的眼

前是多么辽阔、多么壮观的远景。”关

机仪式上，监制徐克说出了大家的心

声。

“我们属于登山行列中的夏尔巴

人，背着重负坚韧不拔，帮助登山队员

登上去，并且活着回来。”这是影片的

信仰，也是摄制者的信仰。

上影70年不曾缺席

任仲伦曾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时

刻，上影也有好作品。”2019年的《攀登

者》再一次丰富了上影七十年的创作

类型和创作年表。

“办法总比困难多”是整个拍摄过

程中创作团队用以互相鼓励的话，今

天回头看创作过程，任仲伦说困难是

自始至终、贯穿创作全程的。

“一路都很艰难，从第一天到最后

一天。”任仲伦说，“我们拍什么就像什

么，拍《攀登者》就像登山队员一个台

阶一个台阶地往前走。”

任仲伦将《攀登者》的经验概括为

“国家支持、观众共鸣、电影工业发展

和市场辽阔”。“对《攀登者》我们有自

己的追求，要把创作难度变成艺术高

度。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成绩来自

于艺术家的创造，来自于国家力量的

支持，来自于观众爱国情绪的共鸣，来

自于电影工业的发展，来自于电影市

场的辽阔。”

李仁港

拍摄过程中，李仁港始终在高度压力

下工作，他与任仲伦见面的问候语经常是

“昨夜睡着了吗？”拍摄过程中，李仁港经

常会在演员讲台词的时候放相应的音乐，

把音乐的调性、节奏、情感铺到对应的地

方，用音乐将主创带到相应的情感中。

吴京

吴京的膝盖有伤，拍摄过程中伤势加重

他特地去日本打针，医生叮嘱打针后要休息

三周。电影中有一场方五洲向徐缨告白的

戏，有飞檐走壁攀爬的镜头，为了不耽误拍

摄，吴京打针一周后就开始拍摄这段镜头。

章子怡

进组后，章子怡第一时间跟导演李仁港、

吴京及上影的团队共同梳理了自己的角色脉

络。章子怡说，我和观众的关系是“互虐”的，

观众希望我有突破，我渴望给他们惊喜。

张译

电影中有一场第二台阶三个登山队

员搭人梯上坡的戏，搭人梯需要踩其他队

员的肩膀，带冰爪的鞋子没法穿，只能赤脚

往上爬。片中的角色曲松林因此冻伤了双

脚、导致截肢。拍摄过程中，在接近零下十

度的拍摄现场，张译赤脚踩在雪地里，坚持

用实景和真实表演完成了全部镜头。

胡歌

胡歌饰演的角色原型是夏伯渝，2018

年70多岁高龄的夏老先生凭借惊人的毅

力用义肢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塑造角色

的时候，胡歌也一直把夏老先生的故事记

在心里。

王景春

《攀登者》是王景春和李仁港导演继

《盗墓笔记》之后的第二次合作，拍摄登顶

一场戏的时候，李仁港放了音乐，演员忽

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拍摄过程中，

王景春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台词是：“不管

是我们今天的成功，还是明天的强大，不

需要所有人的承认。”

何琳

何琳在电影中饰演队医赵虹，在她看

来，集体英雄其实是“我”和“我们”的一种

辩证关系。“我”的优秀固然好，“我们”的

力量才能做更大的事情。

陈龙

陈龙在片中饰演攀登珠峰、测出中国

高度的林杰，为了塑造角色他专门学习了

打绳索、穿冰爪、冰上行走等技能。片中，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台词是“我们要测量出

中国人自己的高度。”

刘小峰

刘小峰饰演的徐浩天是老一辈登山

队长，他也是第一个进组拍摄的演员，表

演前他参考了相关的纪录片，“实拍的时

候，穿上设备几乎不需要怎么训练，都会

气喘吁吁。”

曲尼次仁

曲尼次仁在片中饰演的黑牡丹原型

是中国著名女登山家潘多。拍摄前，她参

考了大量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并提前两周

进组参加训练，学习绑冰抓、打结，甚至学

习如何呼吸。

拉旺罗布

拉旺罗布曾经参与过电影《西藏天

空》的拍摄，此次饰演的人物原型贡布是

第一个登上珠峰的藏族登山运动员。对

拉旺罗布来说，加盟《攀登者》除了能在五

十年后重现前辈的故事，也是因为这是一

个发生在他家乡的故事、很自豪。对拉旺

罗布来说，拍摄最大的困难是胡子。因为

拍摄服装比较厚，胡子经常掉下来，所以

他特地自己留了胡子。

◎ 主创创作花絮

本报讯 由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

影智库、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

史教研部和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

高精尖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电

影现实主义创作与价值引领”学术座

谈会日前在中央党校举办。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李文

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北京

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洋，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夺冠》）编剧华玮琳

等嘉宾出席座谈会。

本次论坛聚焦中国电影创作与价

值引领的逻辑关系，分析中国电影现

实主义创作在当下的经验与困境，探

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弘扬社会主义

价值观的方法与路径。与会嘉宾围绕

主题，从不同领域和维度发表了见解。

李文堂在欢迎辞中充分肯定了本

次活动的意义，是对于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创作以人民为中心和讲好中

国故事等重要论述的学习贯彻，他表

示，中国电影在构建国家形象文化软

实力方面地位突出，具有强烈关怀现

实主义的传统，应秉持一种独立的精

神姿态，用自己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库秘书

长侯光明代表国家电影智库致辞并指

出，中国正由电影大国迈向强国，正由

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但在思

想引领、艺术创新、经济效益以及国际

影响力还存在很大开掘空间，希冀本

次座谈会能为当下中国电影发展助

力。

张颐武结合国庆热播影片对现实

主义创作的现实观照进行了阐释，他

认为，要将情感结构和现实做结合，注

重家庭、伦理以及日常生活，并与国家

象征结合起来，做好本土文化的全国

传播和全球传播。 （木夕）

本报讯 正在全国热映中的《中国

机长》，近日曝光插曲《翱翔天地》新版

MV，MV 中首度披露诸多电影幕后工

作细节，记录了电影拍摄和宣传期的

重要节点，展现电影主创与工作人员

为电影的艰辛付出，致敬了《中国机

长》每一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曝光的 MV 中，首次披露了诸多

幕后细节，记录了电影拍摄和宣传期

的重要节点。电影 2019 年元旦开机

后，辗转重庆、成都、拉萨等多地拍摄，

杀青后在洛杉矶进行后期制作。为再

现真实细节，剧组设置超大风筒，风力

大到让工作人员摔倒。此外，电影主

创更是奔赴重庆、武汉、深圳、广州等

多地进行路演，获观众称赞“这是我今

年看过的最好的中国电影！”

电影《中国机长》票房已突破 27
亿，跻身华语电影票房前十。上映至

今，《中国机长》曾连续 9 天获得单日

票房冠军，上座率数日蝉联第一。影

片内容也成为网友热议焦点，其台词

“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成为

网友热议话题。

电影《中国机长》是博纳影业“中

国骄傲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影片根

据 2018 年 5 月 14 日四川航空 3U8633
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

编，刘伟强执导、李锦文监制，张涵予、

欧豪、杜江、袁泉、张天爱、李沁领衔主

演，正在全国热映中。

（杜思梦）

“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与价值引领”
学术座谈会在京举办

《中国机长》插曲MV致敬台前幕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