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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观影团”

免费看电影

本报1月10日讯 (记者 鞠平) 1

月4日，本报与烟台世茂时尚欢乐影城

联合举办了“征集最爱对白·赠送免费

首映”活动，共有20名读者幸运地获得

了《纳尼亚传奇3》的首映电影票。为了

让更多的读者有机会看到免费电影，本

报即日起成立“齐鲁晚报今日烟台观影

团”，只要加入本报的观影团，就有机会

赢取免费的电影票。

1月7日下午，本报记者和赢取了

免费电影票的读者们一起观看了3D大

片《纳尼亚传奇3》，几位读者告诉记者，

这样的机会太难得，真希望以后常能有

这样的机会。还有的读者带着媳妇一起

看电影，希望本报能多多奖励，一张有

点少。

为了答谢读者的厚爱，本报决定成

为成立“齐鲁晚报今日烟台观影团”，凡

是加入该团的读者，只要写出对热映电

影的看法感受，就有机会获得本年度上

映大片免费的电影票。根据影评的内容

和篇幅，本报每天将选登一到两篇，给

予一张到两张的奖励，还等什么，快来

参加吧！

目前“齐鲁晚报今日烟台观影团”

主要通过QQ群组织活动，并发布各种

观影信息，观影团群号为：132778015，有

参加意愿的读者请在认证消息里输入：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观影团。

据了解，本报观影团的第一次观影

活动将于1月11日下午5点举行，观影

影片为《创战纪》，共有20个名额，请喜

爱看电影的读者抓紧时间。另外，一月

份本报将组织《新少林》、《武林外传》等

新片的观影活动，请团员们抓紧时间，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昂扬的“子弹”

读者 王哲
姜文的名气很大，作品却非常少，

加上“子弹”无非导了三四部，而且之前

的作品多是文艺片，属于小众群体，真

正具有商业性的影片也就这部让子弹

飞了。

姜文是有个性的导演，他的作品一

样深深烙上姜文的印记。激情四射，昂

扬向上，有男人的阳刚气。故事说起来

很简单，匪头张麻子劫持去鹅城上任的

老爷，让原老爷做师爷，自己冒充老爷

去上任，在鹅城为任期间与地方恶霸黄

四郎斗智斗勇，最后把黄四郎扳倒。故

事虽然简单，情节却一波三折，不乏逞强

斗狠、阴谋诡计、机缘巧合的桥段，还有

戏剧性的设计，语言方面也够精彩，特别

是葛优扮演的师爷最是妙语连珠，笑翻

观众，有些台词已经成了当下流行语。

《让子弹飞》是一部很有劲儿的电

影。演员的选择都是硬汉型的，邵兵、廖

凡等一色小平头，体形彪悍男人气十

足。就连影片的色彩都透着太阳的金黄

色，那样昂扬向上。

稍有不足的就是节奏太快，就像马

蹄声“哒哒”的，又如密鼓一般，让人时

刻绷紧着神经，生怕溜号漏看什么，事

实也是如此，稍微溜号，再接着看就有

点晕了。

久石让的配乐很给力，是影片一大

亮点，虽然在《太阳照常升起》已经用过，

不过我认为还是适合这部电影。这部电

影姜文做出了极大的让步，恨不得揪着

观众告诉内容是怎样怎样，但在一些细

节方面却有一些语言或智力上的机关，

需要反复回味深入思考才能明白。

作者将获《创战纪》电影票两张

烟烟台台高高校校DDVV剧剧
进进入入““花花开开季季””
大学生越来越喜欢通过影像表达自我
本报记者 孔雨童

10日，记者在鲁东大学见到张成良老师时，他的办公桌上正摆着一份由该校学生电视台提出的“首届烟威地
区高校影视作品节”策划书。“能感觉出，这一批青年人越来越多的喜欢通过影像去表达自我.”张老师说。

从2004年胶东首部校园DV剧《青春同盟》诞生，到2009年《那年的情书》获得全国校园DV、摄影作品大赛二等
奖，到2010年半年的时间三大高校分别推出《迷障》、《我们》、《因为有明天》，烟台大学生自拍电影进入一个“花开

季”，越来越多的高校年轻人拿起手中的数码相机、DV机去记录、构建他们眼中的世界和生活。

提起校园DV剧，鲁东大
学毕业生刘晓梅至今仍会想
起2004年自己学校电台拍出

烟威地区首部“校园电影”

《青春同盟》时的情形。“那时
宣传海报贴到了食堂门口，

学生拍电影大家都觉得很新

鲜，电影拍出来去网吧一看

同校学生都在看。”晓梅说，

虽然故事略显俗套，学生表

演也比较青涩，还是在整个

学校博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从《青春同盟》开始，烟

台各高校开始了一系列的校

园DV剧拍摄。“那个时候的

作品还是显得很稚嫩。”鲁东

大学学生电视台原台长赵林

林告诉记者，之前拍摄《爱上
爱情》时，还必须借助音乐推

动剧情的发展，甚至讲故事
的时候也不得不配上“画外

音”才能把故事说明白，而随

着拍的作品越来越多，他和

身边的这些学生团队开始懂

得去通过画面讲故事，2009年

《那年的情书》获得全国校园

DV、摄影作品大赛二等奖。

在题材方面，从一般校园剧
逃不开的“浪漫爱情”“励志”

“同学友爱”传统题材，到后

来开始了更多的尝试。

2010年夏天，赵林林和他

的团队决定拍摄一部悬疑片

《迷障》。“拍摄悬疑剧，对编

剧营造氛围的功力是个挑

战。”赵林林说，拍摄《迷障》

前，他们团队黑着灯连看了

好几个晚上的恐怖片“找感

觉”，真正拍摄时因为兼任摄

影师，经常需要赵林林在关

了灯的环境内拍摄，鲁东大
学第四餐厅的楼道内，亮着

“紧急通道”的绿色小灯，四

周一片寂静，窗外树影晃动，

经常有躲在后面的工作人员

会跑出来突然拍一下赵林林

吓唬他。“说实话，那种感觉
不太舒服。”赵林林笑说，但

是为了拍出悬疑的感觉，很

多时候在这种环境里大家反

而都在想一些尽量恐怖的画

面，经常在被对方吓一跳后

哈哈大笑。

2010年是烟台各个高校

“学生电影”丰收的一年。除

了《迷障》在优酷、酷6、百度

等多个网站赢得关注，4月，

山东工商学院推出一部82分

钟的作品《因为有明天》；2010

年12月，烟台大学学生自拍

的电影《我们》也引发了烟台

媒体的关注。目前，《我们》的

主创正在对片尾曲进行最后

的制作，以求推向全国。

从配“画外音”到“悬疑剧”

烟台工商学院的张连成

拍摄的《因为有明天》讲了这
样一个故事：大四学生江涛

因为迷茫于未来而日渐颓

废，这时他遇到了大一新生

林乐珊。林对大学生活充满

憧憬，一边积极的参加各种

校园活动，一边认真学习，在

与林乐珊的交往中，江涛渐

渐受到这种朝气的感染，决

定出国留学，等学成后再回

来找这个新生太阳般的女

孩……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

活。”张连成告诉记者，现在

在自己的身边有不少这样的

学生，大一的时候充满干劲，

但是大二课少了，便开始沉

迷于网络、恋爱，到了大三想

要为未来准备的时候，发现

因为功课学得少不敢考研，

因为专业水平不行即使遇到

好的工作机会也不得不放

弃。“我其实想告诉大家，我
们还年轻，不管昨天怎样，不

要放弃现在和未来。”

《因为有明天》在工商学

院首映时，1200人的场地挤进

了1600人。张连成说，电影中

曾出现过一个QQ号，是他们

团队中一个女生的。电影放完

了之后这个女孩不断在QQ上
接到加好友的请求。怕被骚扰

这个女孩一再的拒绝，但是之

后对方发过来一个信息：我真
的不是坏人，我们是烟台大学

一个宿舍的女生，我们只是想

在这里告诉你们，看过你们的

电影，我们真的很感动，这就

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生活的自拍

校园电影也改变了一些

大学生的轨迹。在采访中记
者发现，今年三所高校电影

的学生导演都不是影视专业

的学生，但他们都无一例外

的开始了自己的电影之路。

9日，当记者在鲁东大学

图书馆见到《那时的情书》

《迷障》等多部作品导演赵林

林时，这位大四学生正在准
备他的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

研究生考试。

“现在我就想做与电影相
关的。”赵林林个子不高，眼神

有一份同龄人难得的沉静，虽

然说起电影、梦想之类他总抑

制不住的兴奋。赵林林说，大
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室

友的电脑上看到了岩井俊二

导演的《情书》，忽然间觉得

“电影是那么美”。此后他加入

了学校电视台，开始学习摄影

和制作。2009年的清明节，他和

学校电视台的团队一起做出

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一路走
过》，到了五一假期他们又拍

了一部《爱上爱情》。这部表现
大学生爱情心态的短剧经过

他们师哥、《青春同盟》导演娄

雷推荐，被放上了新浪的视频

网，在一个周的时间内点击率

达到近五十万。在这之后，他

还为人人网专门拍摄了一部

短剧《那年的情书》，之后是悬

疑剧《迷障》。

而与赵林林相似的是，目

前《我们》的导演烟台大学体

育系学生孔令诗也与他选择

了同一所高校作为考研目标，

《因为有明天》导演张连成则

已经“在路上”，大四的他拍完

《因》从父母那里获得了作为

奖励的一台数码摄像机，退出

电视台的他为了“练手”在学

校内开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

毕业后他准备北上跟组，为了

那个真正的电影梦去打拼。

“有过这些拍摄的经历，

机器已经放不下了。”张连成

说，现在他正在写一个关于梦

想的新剧本。“我身边都是学

商的，但是我曾经问过很多

人，他们的梦想都不是银行家
或商人，也许电影让我们这些

拍电影的人更加坚定了对梦

想的坚持。”张连成说。

三个“导演”的专业电影梦

“数码相机的日益平民

化，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

到这个行列中来。”鲁东大学

的张成良老师告诉记者，在

他的课堂上有时还没上课，

就有学生跑过来告诉他“自
己拍了一个片子，可不可以

放给大家看一看”在张老师

的眼中，这些年的校园剧拍

摄，许多孩子都是自掏腰包、

义务拍摄，有的为了剪片子
熬通宵，但是却仍旧可以收

获一种快乐。

“学生都有一种自我实

现的愿望。”张老师说，通过

一部电影除了可以使他们获

得一种成就感，更多的可以

表达学生们对于自己眼中世

界的态度。“以前的人可能会

写诗、会写文章，我们需要表

达，而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种

表达方式。”一位校园电影的

参与者告诉记者。

就在前不久，张老师收

到了校园电视台学生们递上

来的一份《首届烟威地区高

校影视作品节》策划。在这份

策划书上提到，要在烟威地

区举办针对高校学生的电影

节，包括征集DV作品(包括

长、短DV)、剧本展示等各种

项目，还提出了征集“静电

影”想法。“静电影是一个去

年才出现的电影分类，可见
我们学生们对电影的关注”

张老师说。

一代人的表达方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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