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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纪录录片片《《烟烟台台开开埠埠》》下下月月登登陆陆央央视视
带你聆听一个城市被迫开放后的脚步声

本报记者 于涛

十集大型纪录片《烟台开埠》将于12月登陆
央视纪录片频道，该片由烟台市委宣传部、外宣
办联合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筹划拍摄。这部
纪录片围绕烟台1861年前后的历史展开，将目
光对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埠对烟台的影响。
而片中将有许多珍贵历史资料首次公开。

“这是一段有些屈辱的历史，但是应该看
到，开放的影响渗透到现今烟台生活的方方面
面。”导演王海峰说。

今年8月，《烟台开埠》前期拍摄完成后，总
导演王海峰又一次来到烟台，只为了落实一个

“时间”。
据了解，《烟台开埠》的一集中提到了一幅

著名绒绣《王后出巡图》，这幅图是由当时的烟
台绒绣高手董泰所绣。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传
教士“密师母”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当时的英
国女王玛丽。

但摄制组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有资料称赠
送绒绣的时间是1886年。“这就不对了，1886年
玛丽王后还未出嫁，还是公主。直到1893年，她
才嫁给了乔治五世，才能被称为王后。”王海峰
说。

为了核对这个细节，王海峰放下当时正在
赶后期制作进度的《烟台开埠》，从济南来到烟
台再次联系当时的采访对象，董泰的孙子许若
愚老先生。按王海峰的话说，如果这东西让英
国人看了，会招人笑话的。

最终许若愚老先生的亲口确认让王海峰
松了一口气，这幅绒绣是在1894年左右赠送给
英王后的，所以叫《王后出巡图》没有问题。

对于王海峰来说，虽然同样是讲故事，但
纪录片和电视剧的区别就在于，纪录片讲的故
事是真实、具有众多史料证明的历史故事。

还有一集，提到了中国的第一所大学———
登州(今山东蓬莱)文会馆的故事，这个说法就
遭到了一些专家的质疑。“有专家说，登州文会
馆的建制和规模完全算不上大学，至多算一个
中专。”王海峰笑着说，“那我们就需要证明。”

为了证明这一个称号，王海峰去拜访了上
海历史研究所的基督教和中国社会史专家陶非
亚、主持编篡《中国近代史》的专家王先民、清华
大学原校长梅贻琦，甚至还飞往美国旧金山大
学寻找基督教研究方面的专家。最后，终于证明
了当时登州文会馆的课程和校制已经达到了大
学水准，并且还和山东大学颇有渊源。

《烟台开埠》由烟台市投拍，初步定为十集，
《开埠史话》、《“洋关”秘闻》、《海港记忆》、
《“租界”风波》、《洋行往事》、《西
风东渐》、《实业兴邦》、《港
城旧影》、《炮台寻踪》、

《海军学堂》，每一集
都是由一个独立的
主线串起，并且
定会有一个中
心事件来作为

“由头”引出
其他脉络。

核对细节

认真讲述每一个故事

《烟台开埠》并不单单只停留在烟台拍摄，摄制
组去了其他和开埠有关的地方寻找历史碎片，然后
将它们一个个拼合起来。

据总导演助理舒胜华介绍，摄制组从2012年10

月开机，在今年的6月份才算关机。拍摄前期主要在
烟台进行，多为空镜头的拍摄。

拍摄空镜头也并非一件易事。在冬天，为了拍
摄到风浪及雪景，摄制组的成员们不得不驾着一艘
小船迎着凛冽的海风和汹涌的波涛出海。

在拍摄朝阳街和所城里时，还要时刻防止镜头
里出现的现代化元素，不然这部历史纪录片会变得
穿越感十足。最后拍摄人员只好使用一些拍摄技巧
和技术手段，将这些“××银行”“××KTV”的牌
子遮挡掉。

除了山东省内的潍坊、淄博，他们还去了天津、
上海、南京、厦门等地，这些地方都有关于烟台开埠
的珍贵历史资料。

“拿厦门举例吧，那里的炮台上有一门克虏伯
大炮，在烟台的东炮台也有着同样型号的克虏伯
炮，可惜因为战乱原因，是件仿制品。”舒胜华说，为
了还原克虏伯大炮的细节，摄制组跑到了厦门，从
不同角度对这门大炮拍了个够。

除了国内，摄制组还将拍摄范围扩展到了国
外。今年5月，因为得知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卢
斯是在登州(今蓬莱)出生长大，摄制组专程飞往美
国，和2010年前往烟台收集卢斯有关资料、预备撰
写《卢斯传》的《时代周刊》前副总编迈克见面，使得
这一集的故事更加丰满。

历史“拼图”

拍摄足迹踏遍国内外

除了史料介绍、空镜头衔接以及专家采访，在
《烟台开埠》里还有占三分之一比重的情景再现。

而因为这次是还原历史，所以扮起来格外有
趣。在《烟台开埠》里，请来的演员都不是专业的，但
他们演起来仍有模有样。“时间紧张，所以大家都提
前扮上，然后坐车去拍摄现场，路上看着一车的清
兵啊什么的，真有一种穿越的感觉。”舒胜华说。

早在2012年的二三月份，《烟台开埠》的脚本创
作就已经开始，共有5人参与，包括烟台港档案馆馆
长刘文君，来自北京大学的著名撰稿人孙力舟等。
整部影片几乎事无巨细再现了烟台开埠时的所有
情形，马礼逊考察登州是否适合开埠、张弼士参加
外国酒会、小冰心的童年等场景都被还原了出来。

关于演员的选择，舒胜华说：“演员基本都是摄
制组的人员，在拍摄有洋人的场面时，还请了几个
鲁东大学的外教。”让剧组感到有趣的是在牟氏庄
园拍摄时，那里的游客还主动上前毛遂自荐，而摄
制组也让他过了一把戏瘾。

“我们的摄制组里有一位老司机师傅，他一
个人就演了六个角色。什么兵丁、秘书、门
卫……各个都是有名历史人物的手下，简
直就是组里的‘龙套之王’。”舒胜华说，由
于是在这种轻松氛围下完成的，所以即
使请不起专业演员，演出效果也看起
来不错。

情景再现

老司机分饰六角

王海峰和《烟台开埠》的团队决心将
这部片子拍成中国一流的城市纪录片，所
以在这支队伍中，有张艺谋的摄像师；后
期配音时，邀来了曾给《舌尖上的中国》做
旁白的著名配音师李立宏；而“烟台开埠”
四个字，则由书法大师欧阳中石题写。

在《烟台开埠》中，还有很多首次曝光
的珍贵史料。比如，日本投降后率军接受
南沙群岛的海军将领林遵和烟台海军学
校的渊源，比如烟台大花生以及驰名中外
的“青香蕉”、“红香蕉”、“国光”等苹果品
种的来源。

这其中最为人所争议的，莫过于烟台
有没有“租界”。据王海峰调查，要将其称
为租界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工部
局，另一个是有巡捕职位。而在当时的烟
台，确实出现了“工信馆”这一工部局下设
机构，但政府却一直没有承认这个洋人私
设的机构；而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也迟
迟未有批准洋人建立租界的要求，所以烟
台的“租界”称为“租街”更加合理。

“要查到有些资料非常的困难。”舒胜
华说，之前拍摄关于冰心在烟台居住时的
场景时，摄制组曾提出要拍摄“冰心相
册”，在相册中共有二十多张相片，而对外
只公布了四张。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一
开始博物馆方面并不想将相册交给摄制
组拍摄，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摄制组才终
于将这二十多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相
片尽数收入《烟台开埠》中。

导演王海峰说，在他的感受中，外界
对于烟台的认识，可能多数是“美丽的海
滨城市”、“苹果之乡”、“葡萄酒之乡”这样
的印象，而甚至连烟台人也不一定足够了
解，这个城市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

“1861年的开埠对于烟台和中国可能在感
情上是一个屈辱的历史，但是开放毕竟给
这个城市带来方方面面深远的影响，而用

我们现在的眼光会了解，开放
应该是大势所趋，从某

种程度上，它帮助
了这个城市。”

珍贵史料

很多都是首次曝光

真实还原

因为许若愚老先生年事已高，耳朵有点
背，王海峰导演把问题写下来向老人确认赠送
绒绣的时间。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大
腕
云
集

《烟台开埠》的片头由著名书法家欧阳
中石题写。（剧组供图）

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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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摄制组的司机师傅在路上已经扮上了。（剧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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