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谈·农村12 中国电影报 2022.12.28
责编责编::姬政鹏姬政鹏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农
村
流
动
数
字
电
影
市
场
（2022
年12
月17
日
—2022
年12
月23
日
）：

2 0 2 2

年
第5 1

周
农
村
电
影
市
场
点
评

专访编剧、制片人罗娟：

在民族电影创作中感受责任和尊严

自 2006年开始，在潇湘电影集团

的支持下，作为一名编剧和制片人，罗

娟携手团队与导演韩万峰一道，16年

来扎根民族电影创作，先后拍摄了黎

族、羌族、苗族、侗族、土家族、蒙古族、

藏族等 9个少数民族题材，13部影片，

并在国内外电影节展中获得多个奖

项，成为我国多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

独特现象。

在创作中，罗娟摸索出了通过聘请

本民族顾问把控民族风俗习惯等创作

方式，进行了投资多元化及成本风险控

制等方面的尝试。在她看来，想要讲好

少数民族故事，不仅要注重商业性和艺

术性的结合，更关键的是要展现少数民

族的真善美，把人类共同的真善美与今

天的现代化中国相结合。

目前，罗娟正在收集云南彝族的

资料，她表示：准备创作的这部少数民

族题材影片会表现当今彝族文化的特

点和内涵。

改编自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

亲子动画电影《西游记之七十二变》定

于 12月 30日登陆全国影院。牛魔王、

狮驼王、金角、银角……影片集结了《西

游记》中上百种妖怪神仙，有趣的是，这

一次，妖怪们不再是取经路上的拦路

虎，而将与孙悟空一同进入三星洞，学

习仙法。

影片监制刘晓光透露，电影中传授

“七十二变”的三星洞仙法学院，就像

“哈利·波特”里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求学路上的小妖们与孙悟空在这里学

习仙家法术，逗趣的学仙法日常好不欢

乐。

三星洞仙法学院

刘晓光是个“西游迷”，2014 年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2016 年《西游

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刘晓光的

身份是制片人。两部影片一部票房

超 10亿，一部票房破 12亿，皆为春节

档大赢家。

2015年，动画电影《西游记之七十

二变》进入筹备期，刘晓光担任监制，打

定不再重复《西游记》中观众熟悉章节

的想法，刘晓光将目光锁定在原著小说

的前两章——孙悟空拜师学习七十二

变。

在刘晓光看来，改编“七十二变”

的故事“戏路颇宽”，创作者拥有巨大

的创作空间，“我相信，只要看过《西

游记》的人，一定都知道七十二变，但

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是在哪里学的？

又是怎么学的？很多人未必说得出

来。”

在与创作团队研读西游故事时，刘

晓光发现，《西游记》中许多神仙妖怪都

具备“变”的法术，但整部书中，提及教

授这些仙法的地方，唯有孙悟空学习

“七十二变”的斜月三星洞。

“我们推测，江湖上会仙法的神仙

妖怪可能都是从三星洞毕业的。”刘晓

光举了个例子，猪八戒会三十六变，牛

魔王、二郎神会七十二变。而在《西游

记》的故事里，孙悟空在学仙法时，原本

可以选择“天罡三十六变”或者“地煞七

十二变”，他选了后者。那么，猪八戒、

牛魔王、二郎神有没有可能也是在三星

洞学的？

在这一推理的逻辑下，主创团队开

始了对“七十二变”的故事大刀阔斧的

改编。

调皮、努力又励志的孙悟空

电影中，主创团队将传授仙法的三

星洞命名为“三星洞仙法学院”，在刘晓

光看来，“三星洞仙法学院”就好像一个

西游版的“哈利·波特”霍格沃茨魔法学

校。

主创团队为七十二变、三十六变中

的每一种变化命名，包括坐火、祈雨、御

风、入水、分身、隐形在内的十几种法术

在电影中一一呈现。20多个物种，百余

神仙妖怪在这里学习。他们当中，有的

出身名门贵族，有的也如孙悟空一样

“没什么背景”，但他们都将成为未来江

湖的继承人，学院里自然也少不了仙界

的派系斗争。

不仅如此，妖怪神仙之间的关系和

人设也做了全新设定。《西游记》中的妖

王组合“七大圣”，在电影里是同学。最

受观众关注的孙悟空，在电影中变身成

努力上进的“学霸”悟空。

导演覃劼透露，片中的孙悟空是一

个纯真又调皮的猴子，还没有被压在五

指山下，没有怨气，没有暴力，也没有

恶。即使作为花果山的王，孙悟空初入

三星洞只能干挑水、扫地的活儿，一干7
年，也没有阻止他学习仙法的决心。用

覃劼的话说，《西游记之七十二变》恢复

了原著中孙悟空早期的品质，虽然出身

平凡，但“真的很认真、很努力、很励

志”，“我们的影片希望传递一个价值

观，即英雄不问出处，任何人只要努力

都可以破圈儿，都可以打破阶级的魔

咒。”

适合3岁的孩子，

也适合45岁的大人

与市面上流行把“西游记”的故事

以成人向动画片展现不同，《西游记之

七十二变》选择了亲子向。

“我们希望这是一部大人能陪着小

孩一起看的动画电影”，刘晓光告诉记

者，在影片测试阶段，《西游记之七十二

变》最小测试过三岁的孩子，最大的测

试过 45岁的男性观众，他们都在影院

完整的看完了影片，对于影片的合家欢

属性，刘晓光表示，“这是我们非常自信

的事。”

《西游记之七十二变》之后，三星洞

仙法学院的故事并未落幕。刘晓光透

露，孙悟空和他的妖怪同学们，还将在

魔法学院继续上演，创作团队将在续集

电影中，继续讲述孙悟空与神仙妖怪们

的搞笑又励志的日常。

11部“五个一工程”获奖

影片可供订购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

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获奖名单，多部电影获得

“特别奖”和“优秀作品奖”，其中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

辈》、《守岛人》、《奇迹·笨小孩》、

《中国医生》、《峰爆》、《我的父亲

焦裕禄》、《柳青》、《攀登者》、《送

你一朵小红花》、《秀美人生》等11
部获奖影片可在电影数字节目交

易平台订购。

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近三年

来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的丰硕成

果，欢迎各地院线订购放映，进一

步弘扬先进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更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新期待。

2022年全国公益电影放

映培训班举办

12月 21日，由中央宣传部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组织开展的

2022年全国公益电影放映培训班

在云端举办。北京、广东、福建、

浙江、青海、山东、广西、内蒙古、

新疆等多个省区市的电影主管部

门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 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00
余个公益电影放映单位的 3000
余名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放映员

代表在线参加。

授课培训主要包括落实意

识形态责任制加强放映规范管

理、公益电影公共服务平台优化

升级进展、智能放映设备的安装

环境及实际操作、基于APP的放

映订购操作详解及注意事项等

内容，来自北京、云南、广西等地

的电影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和

放映员代表介绍了公益电影放

映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如

何做好基层放映工作以及校园

放映的经验。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

训班内容丰富，课程有高度、有深

度、有广度，切合实际，受益匪浅，

对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者全面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持续做好电影公共文化服务提质

增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家

要自觉扛起推动精神文明共同富

裕的使命任务，以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

线，不断提升电影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质量，切实有效扩大其覆盖

范围，让更多群众受惠。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

雪莹）

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

dfcc.org.cn）可供订购影片近4600部，其中2021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约270部。当周全国共有来

自19个省区市的36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257部

影片，共计约2.3万场。

目前南方气候温暖地区还在开展较大规模

订购放映工作，如海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

任公司、怒江州大怒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惠州市惠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等院

线，他们在影片订购部数和场次方面表现都相对

突出，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的回

传放映卡次数和回传放映场次最多。

故事片订购方面，战争题材影片《巴山女红

军》、《先锋之那时青春》，动作题材影片《特警队》

和喜剧电影《疯狂的赛车》并列前四名；《万里归

途》、《独行月球》、《爱情神话》、《扬名立万》等今

年城市影院热门影片表现也十分亮眼。

随着寒假临近，《儿童步行交通安全》、《我能

做的事儿》、《儿童成长健康习惯》等相关科教片

受到院线更多关注。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西游记之七十二变》监制刘晓光、导演覃劼：

它像一部西游版“哈利·波特”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中国电影报》：您拍摄、制作少

数民族电影多长时间？目前一共摄

制 完 成 多 少 部 ？ 涉 及 多 少 个 少 数

民族？

罗娟：目前，我们已经拍摄了十

三部少数民族电影，涉及九个民族，

有黎族、苗族、羌族、嘉绒藏族、侗

族、土家族、蒙古族、哈沙克族、花瑶

族等。

《中国电影报》：介绍一下拍摄、

制作少数民族电影的初衷和背景？

罗娟：海南黎族电影《青槟榔之

味》是我们的第一部少数民族电影，

制作的时间是在 2006 年，这部电影

一开始很艰难，在这里，特别要感谢

的是潇湘电影集团，当时就是在潇

湘电影集团对民族电影的支持下，

我们第一次尝试了用少数民族母语

拍摄电影。当时我们就是从保存这

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为出发点，这部

电影诞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而这

个过程中黎族语言逐渐在消失，我

们身在其中，也意识到这种忧虑，我

们把这种忧虑呈现在电影中，于是，

就 有 了 这 部 用 黎 族 母 语 拍 摄 的

电影。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黎族电影

的拍摄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以及政

府的支持，之后我们团队拍摄少数

民族电影的信念就有了。接下来我

们拍摄了羌族电影《尔玛的婚礼》、

苗族电影《锹里奏鸣曲》、侗族电影

《我们的嗓嘎》、土家族电影《梯玛和

他的儿子》等一系列采用民族语言

母语的民族电影。近几年，我们拍

摄的《屋顶上的马奶节》、《西兰姑

娘》、《父母的城市生活》等是希望表

现少数民族群体走进大都市，在与

城 市 的 融 合 中 出 现 的 问 题 以 及

思考。

《中国电影报》：能否分享下筹

备、拍摄和制作少数民族电影过程

中的感触？

罗娟：刚开始拍摄民族电影的时

候，相对缺乏经验，我们在尝试的过

程中，尽量选用本民族演员，制作团

队尽量缩减成员，这种题材相对缺

乏 商 业 性 ，市 场 回 报 率 很 低 。 所

以 ，我 们 在 成 本 控 制 上 也 是 在 摸

索。后来摸索了一系列对少数民

族电影成本控制的一些措施，我们

在拍摄过程中，经常和当地政府及

当地资源对接，让投资多元化及成

本 风 险 控 制 上 做 到 了 最 好 的 结

合。我们当初拍民族电影是就为

人口不多的民族做一些记录，有一

种责任感。所以，尽管在商业性有

所缺失，但它的史学价值和人类学

价值日益凸显出来，到今天看来，这

类民族电影价值愈发凸显，也得到

了更多人的关注。

《中国电影报》：拍摄时，怎样保

证少数民族这种日常生活和风俗习

惯的真实性？

罗娟：实地采访至关重要，我们

会聘请本民族的顾问，由他们来把

控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确保日常

生活的真实性。 2007 年，我们在汶

川拍摄《尔玛的婚礼》，这部电影反

映羌族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羌族

姑娘和汉族小伙的爱情故事，所呈

现出文化上的差异性。2008 年汶川

地震，而我们电影的记录了汶川、理

县、茂县地震前的风貌，《尔玛的婚

礼》是不仅一部民族电影，更是对羌

族地区地震前的风貌做了一个完整

的记录。有时候电影记录下来的真

实 性 ，所 拥 有 的 价 值 ，我 们 也 很

意外。

《中国电影报》：讲好当下的少数

民族故事要在哪些方面加以注意？

罗娟：我们有三个方面的经验总

结：第一，题材的商业性和艺术性相

结合是可以尝试的；第二，多关注少

数民族年轻人的故事及年轻人感兴

趣的话题；第三，展现少数民族的真

善美，把人类共同的真善美与今天

的现代化中国相结合，做到你中有

我 ，我 中 有 你 ，我 们 都 是 一 个 共

同体。

《中国电影报》：作为制片人和编

剧，您对接下来的民族电影创作有

什么规划？

罗娟：民族题材的创新，一直是

我的创作目标，近期我也在收集云

南彝族的资料，准备创作的这部少

数民族题材会表现当今彝族文化的

特点和内涵。

◎对话罗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