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实故事，万钧之力

今年暑期，《洛桑的家事》在青岛西海岸影
城举行了点映场，让业内人士提前感受了这部
作品的不同凡响。《洛桑的家事》以西藏乡村生
活为背景，洛桑的孙女央金被酒后驾车的豆拉
伽撞成了截瘫，豆拉伽如果入狱，他的两个孩
子无人照料，势必让孩子的姑姑抚养，然而姑
姑与丈夫的婚姻矛盾已经激化，不可能收养侄
儿。洛桑既想让豆拉伽吃官司，又要被乡情牵
扯，三个家庭各自陷入了烦恼，信仰的力量和
生活的压力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导演张国栋自2005年起深入西藏采风，
《洛桑的家事》原本是一个发生在西藏的真实
事件，著名编剧芦苇把它改编成剧本，故事中
蕴含的情感力量感人至深。张国栋表示，“这
是一个不需要字幕观众就能看懂的故事，这些
角色们和我们影迷的心灵是一致的，情感也是
一致的。”该片摄影师来自马来西亚，曾担任过
大卖电影《湄公河行动》的摄影，在富有动感的
镜头下，雪域高原展现了淳朴又富有动态的美

感，日常生活的静谧、暴雪天气下的冷酷、野狼
的凶猛都给影迷极大的冲击力。“我想找另一
种视角拍摄藏区的生活，摄影师基本上是按照
我们沟通的想法拍的，最终呈现的效果我很满
意。”影片中酥油茶与可乐同摆一桌，视频网站
深入到帐篷里的日常生活，种种细节耐人寻
味。张国栋介绍，在影片后期制作阶段，编剧
芦苇也深度参与其中，“这部电影从剪辑、调色
到音乐，芦苇老师倾注了很多心血，我们感谢
他的付出。”

春节后约见影迷

在高原地区拍摄电影，对剧组来说挑战极
大。张国栋回忆，“拍摄期间最难的就是高原
反应，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内地来的，首先
要克服高原反应，而且拍摄期间气候特别寒
冷，零下三十多摄底度的情况下演员们光着膀
子拍戏，又有鼓风机又有造雪机，真的是天寒
地冻。拍摄现场刚喷出来的水雾到了身上就
结冰。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非常感动，为大家的
敬业、场工的付出而感动。那么一帮热爱电影
的人，一拍就一通宵，他们付出的不仅是体力，

还有精神。”片中一场人狼大战的戏份扣人心
弦，制片人李海涛介绍，这场戏借用了经过驯
化的真狼拍摄，既危险又辛苦，“我们付出再多
不重要，观众只认电影精不精彩。不管你花了
多少心血，电影不精彩都没用。为了让观众看
得过瘾看得感动，再辛苦也值得。”

据介绍，“全亚洲独立电影奖”是法国独立
电影奖的姊妹奖项，每年轮流在亚洲各国主
办。李海涛表示，“《洛桑的家事》本来要参加
金鸡电影节，但遇到一些情况，打乱了我们的
展演、展映安排，很多电影节的邀约我们都无
法去现场，像这次电影节有38部电影参加竞
争，我们主创不能亲自到菲律宾，获奖机会本
来很小，没想到获得了这么一个大惊喜。”

《洛桑的家事》原本计划在两年内完成展
映、正式上映，如今获奖大大提升了该片的知
名度。制片人李海涛表示，“对于艺术片来说，
最好先参加国际电影节、被业界熟知之后再正
式上映。该片原本想多参加一些国际电影节，
现在我们计划在2023年春节后找个合适档期
上映，希望大家尽快看到这部电影。拍摄时，
我们感觉有些地方没能做到尽善尽美，留有一
些遗憾，也只能以后总结。”

在乐迷印象里，交响乐团打击乐声部往往以
男性音乐家为主，然而近年来女性打击乐演奏家
不断崛起，青岛打击乐演奏家林喆、青岛交响乐团
打击乐首席孙菁晨等都是乐迷熟悉的演奏家，而
青岛籍90后，“音乐才女”王一冰也在打击乐领域
不断取得佳绩。她曾两次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与
格莱美音乐奖获得者Jamie laredo等大师合作，多
次回青为家乡乐迷献艺，担纲了谭盾青岛音乐周、
青岛交响乐团拉美巡演的打击乐演奏。

在接受采访时，王一冰表示，打击乐的演奏既
要追求准确，也要追求艺术内涵，“不论是艺术还是
教育，都急不得。音乐演奏的技巧和技术需要时间
去沉淀，就像煲汤一样，慢炖才能有个好的效果。”

力度练习，每天“打镲”
在交响乐演奏里，打击乐声部视觉效果突出，

沉重的定音鼓、庞大的锣镲、大尺寸的马林巴等都
需要演奏员的力度，对女性打击乐演奏者提出挑
战。王一冰表示，打镲确实需要力量，“大镲很沉，
3公斤左右，又大又圆，大的镲片 22英寸，而且演
奏中打镲需要很迅速地切入，‘咣’地一下需要力
量和技巧来完成。为确保它的音色好听，我每天
在琴房需要打不同大小、不同重量的镲，完善我的
力量和耐力，直到找到适合身体构造的方法来演
奏，通过加速度和爆发力去完成。”

学习打击乐对于王一冰来说充满乐趣，她的
家人都是音乐爱好者，从小听音乐会为她埋下了
音乐的种子。“中学时我去上海听了费城交响乐团
举办的音乐会，觉得定音鼓演奏很帅气，我就很想
学，后来这位定音鼓演奏家变成了我的大学老
师。”13岁被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录取后，王一冰一
路披荆斩棘，先后在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茱莉亚
音乐学院拿到全额奖学金，跟随费城交响乐团、纽
约爱乐的打击乐名家学习。明年即将从波士顿大
学演奏专业博士毕业。

她钟情于定音鼓的演奏，“直到现在，我还是
很喜欢交响乐团的演奏，喜欢定音鼓，虽然就是简
单的四个或五个鼓，但是它的音乐表情很丰富，体
现乐队的气势，也能展现神秘、黑暗或是温柔的感
觉。我很喜欢研究音色搭配，比如贝多芬《第五交
响曲》里有一段讲人们在墓地里行进，咚咚咚的鼓
声表现葬礼上的感觉，定音鼓有不同的音色，可以
做出很多有内涵的表达。”现代打击乐演奏家需要
高度的手指灵活性，优秀的马林巴琴演奏家甚至
能娴熟控制六个鼓槌，而首创六槌演奏的安倍圭
子也是一位女性打击乐演奏家。王一冰介绍，“演
奏家需要记住握槌的感觉，音程更加舒服，准确度
更高，经过长期练习后，音乐家可以在任何情况下
重现精确的演奏。”

玩打击乐也要懂“收藏”
现代音乐的发展，赋予了打击乐更多的技巧

和表现能力，在爵士乐、摇滚乐、朋克和世界音乐
等领域打击乐大显身手，中国的民族音乐打击乐
飞速发展，新发明的手碟等打击乐乐器不断涌
现。打击乐演奏家既要在多种音乐风格间穿梭，
还要掌握多种“独门”打击乐器，往往一个打击乐
演奏家也是乐器收藏家，“打击乐乐器的收藏不是
基于乐队本身，很多时候是为了寻找合适音乐的
音色。比如说铃鼓，我有六个铃鼓，不同的音高，
不同的大小，铃鼓的材质、单层还是双层都有区
别，可以演奏不同的音乐。比如，《卡门》开头的铃
鼓演奏，需要大尺寸、带有铜质的铃鼓，用更有穿
透力的声音表达吉普赛姑娘热情奔放的舞蹈感
觉，而布里顿《四首海之间奏曲》需要铃片很敏感
的铃鼓演奏。我也在慢慢收集、补充藏品，毕竟打
击乐乐器很昂贵。”

对于青岛热爱打击乐的琴童，王一冰提出两
个建议：一是要多听现场音乐会，听大师怎么演
奏，还要去想为什么这么演奏，建立一个对音乐、
对美的认知。二是要从自己喜欢的乐器入门。很
多小朋友从架子鼓入门，比较好上手，也比较有
趣，通过架子鼓，大家去了解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
和文化，比如爵士乐打击乐、拉美打击乐、古典打
击乐分别是什么样的。

海外求学期间王一冰多次接到回国演出的邀
请，“青岛的艺术氛围、文化氛围很浓厚。我跟张
国勇指挥和青岛交响乐团合作过两次，两次的票
房都很成功，结束后观众掌声不断。”王一冰现在
担任芝加哥 Civic交响乐团打击乐手和定音鼓鼓
手，跟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也有合作演出，“今
年我的乐季演出还是集中在芝加哥和波士顿，希
望未来有机会我还能回到家乡演出。”

情系打击乐，
音乐需“慢炖”

音乐才女王一冰打出艺术天地
小女生钟爱定音鼓宏大之美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编剧芦苇曾经跟张艺谋、陈凯歌、王全安
等导演界领军人物合作，打造了《活着》《霸王
别姬》等著名电影。《洛桑的家事》是芦苇第一
次与导演张国栋合作，缘起于一部纪录片。芦
苇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和张国栋有个藏族好
朋友，他是这部电影的原型，这原本是他的家
庭故事，被张国栋拍成了纪录片，我看了之后
深受感动，我说‘这个故事发展一下，增加一些
戏剧元素，可以拍一个非常好的电影’，导演采
纳了我的意见，我就写了这个剧本。”《洛桑的
家事》看似简单明晰的乡村冲突，然而在独特
的人文背景下，这个故事被一点点打磨出了人
性的光芒，“西藏农牧民在解决生活问题时价
值观取向有其独特之处，其实我是按照很真实
的人物原型创作的剧本，就是组织了一下情节
和故事结构。”

作为见证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著名编剧，
芦苇对合作对象的挑选非常严格，“我和国栋对
电影抱有单纯的目的，就是想拍真善美的电
影。持有这样的原则，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这
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电影团队。”芦苇表示，希望
在自己的剧本里体现一种电影价值观，“我的追
求很简单，就是把中国拍得真实，把中国人人性
里最积极的一面展现出来，展现国人的魅力和
特点，展现中国人的努力和奋斗，而且要非常饱
满地在银幕上展现。用电影刻画中国人的人性
美和对真善美的追求，讲好手头的故事，这是我
们既定的目标。”

在《洛桑的家事》之后，芦苇还将与张国栋
合作一部西部武侠电影，“武侠是中国人比较成
熟的电影类型，港片对世界电影的贡献之一就
是贡献了武侠片这个类型。这个类型后来被我

们继承过来了，而且这个类型的潜质还没有完
全发挥出来。我想以西部乡土为背景，把我的
生活感受、历史质感加入其中，拍出一个更有新
意的武侠片。”

1988 年上映的电影《疯狂的代价》轰动全
国，该片在青岛拍摄，作为编剧的芦苇当时第一
次来青。“我对青岛印象很深，那个时候青岛比
较单纯，是一个很独特的海港城市，整个剧组很
喜欢青岛，觉得吃得也好，当地人也好。”近年
来，青岛着力发展影视产业，芦苇也注意到了青
岛走出的多部电影大制作，“我觉得青岛不必复
制北京上海的条件，一定要做有青岛特色的电
影。像青岛西海岸着重打造影视基地非常有特
点，乌尔善的《封神》系列就是在青岛拍的，所以
就青岛的地位和目标来说，它有望成为中国电
影的一个重要支点。”

芦苇：做纯粹而真实的电影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喜获亚洲电影大奖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电影《洛桑的家事》日前喜提捷报：11月
20日在菲律宾揭晓的全亚洲独立电影节上，
该片荣获故事片单元最佳影片奖，为“青岛出
品”电影又添新荣誉。这部电影由青岛橙禾
影视、山东迦玺文化传媒出品，是中宣部电影
精品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青岛近年来在代表电影工业化方向的大
制作领域推出了《独行月球》《流浪地球》和
《流浪地球2》等代表作，而《洛桑的家事》作
为文艺属性、西藏题材的故事片代表，展现了
具有思想深度和影像美学的电影探索，填补
了青岛电影作品序列的空白。

该片导演张国栋之前凭借《少年桑吉》等
作品展现了鲜明的个人风格，而著名编剧芦
苇凭借《霸王别姬》《狼图腾》等电影剧本被影
迷熟知，他与导演合力打磨了《洛桑的家事》，
体现了两人在电影价值观和艺术探索方向的
高度一致。该片在艺术院校放映时也得到了
影评界的一致认可，获得了“不需要字幕的电
影”“真实自有万钧之力”等高度评价。

《洛桑的家事》在菲律宾获奖消息传来，北京
电影学院郝建教授早早给导演张国栋发来短信，
祝贺影片获奖。而圈内影评人也表示，《洛桑的
家事》是近年来最真实平静、最接地气的国产电
影。张国栋在喜讯面前颇为平静，“这个片子得
到亚洲电影界朋友的认可，我还是很高兴的。通
过这部电影，大家感受到当代西藏的生活，也感
受到我们拍这部电影的用心，我也是很开心的。
电影受影响的这几年，电影界的每个人都像星星
一样，相互照耀，彼此温暖。《洛桑的家事》反映的
正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宽容博爱，反映西藏
真实生活情况、人们的生活状态，传递对生命的
看法和理解。”

一部质朴又带有情感温度的《洛桑的家事》，
将莽撞的骑马汉子豆拉伽、心思细密的洛桑以及
坚忍顽强的小女孩央金展现给影迷。作为一位
山东导演，张国栋对表现西藏的生活有着强烈的
创作激情，“我想把我的镜头对准这里的普通人，
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呈现的生活质感、生命
状态，展现现代生活方式与西藏文化的冲击和碰
撞，体现法律与人情、信仰与生活的交织共生。”
受疫情影响，他的前作《少年桑吉》、新作《洛桑的
家事》都未能按照原定档期公映，“我仍然对电影
有信心，电影是大家的精神食粮，真正热爱电影
就不会随便放弃。”

对于青岛的电影公司来说，拍摄一部西藏题

材的故事
片非常有挑
战。制片人李海涛
表示，橙禾影视落
户青岛，看重这里的影视氛围，“青岛尤其西海岸
的环境是非常好的，不管是人文环境，还是自然
环境，包括各方面对电影人都非常支持、非常理
解，这一点足够吸引我们了。”张国栋表示，与芦
苇下一部合作的西部武侠电影正在进行剧本工
作，“我们把这部电影定义为‘中国的西部新武
侠’，与传统的武侠电影完全不同。我跟芦苇老
师对电影有共同的认识、理解和价值追求，就想
踏踏实实做一部我们愿意做的电影。”

张国栋：像星星一样彼此照耀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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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演员本色出演《洛桑的家事》。

■《洛桑的家事》海报。

■■《《洛桑的家事洛桑的家事》》影像质影像质朴朴，，感人至深感人至深。。

青岛出品《洛桑的家事》

92022年11月28日 星期一

责编 马 兵 刘宗伟 美编 李晓萌 审读 王忠良 排版 姜 金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