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2014年5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李蕊 组版：王晨 校对：王秀华

今日运河

人物

想想拍拍部部电电影影表表达达对对故故乡乡的的深深情情
本报独家专访《同桌的你》导演——— 郭帆

最近国内各大院线热映的《同桌的你》，唤起了不少80后、90后的青春记
忆。而拍摄这部电影的80后新锐导演郭帆，却是个能操着地道济宁话的济宁
人。27日，难得有时间的他回到母校济宁一中，不仅见到了久违的班主任，还
和学弟、学妹们一起畅谈对电影的感悟。

刚刚在济宁一中太白
湖校区会议室里坐下，老
师马涛就在郭帆面前放了
枚红字白底的校徽。看到校
徽的郭帆，立刻别到了衣服
上，然后兴致勃勃地掏出
手机留下一张自拍照。

“我是1996年上的一
中，那会儿还没有校徽
呢。”郭帆表示，第一次见
到母校的校徽，平时不怎
么爱自拍的他也特别想拍
上一张显摆显摆。

再次回到母校，不少

对电影有着极大兴趣的学
弟、学妹们，自然缠着他不
停的询问着与电影《同桌
的你》有关的故事。郭帆
说，整部电影的叙事模式
与他上学的经历不无关
系。“大家可能注意到片中
林更新的旁白，都像日记
一样明确的标有XX年XX

月XX日晴，其实这也是因
为我自己就有写日记的习
惯。”回想起高中时写的日
记，郭帆开玩笑的对学弟、
学妹们说：“你们现在可能

没有写日记的要求了，我
们那会儿不写还要挨批
呢。”

而郭帆也透露，片中
学生们因为南斯拉夫大使
馆被炸而去游行示威，其
实也源自他在一中的真实
生活。郭帆回忆说，那时他
正在班里上自习，突然一
位同学走上讲台，情绪激
昂的表示一定要去游行谴
责这一暴行。所以在拍电
影时，郭帆也把这段记忆
加了进去。

虽然郭帆毕业已经
十几年了，可他的班主任
房兆春一提起自己的这
个 学 生 ，仍 记 忆 深 刻 。

“那时候就文质彬彬的，
高高的个头篮球打的很
好，而且喜欢画画，所以
高中三年里，班里的黑板
报 几 乎 都 是 他 一 人 包
揽。”

因为从小喜欢画画，
所以郭帆到了高中时，就
特别渴望自己画的画能动
起来。“这自然就是电影
喽！”郭帆告诉记者，高三
的时候他自己跑去北京报

名北京电影学院编导系，
可那年恰巧不招山东籍考
生，失落的郭帆回到济宁
后，坐在他前排的一个女
生有些嘲讽的说：“就你还
拍电影？”

听到这句话，郭帆底
气十足的对这个女生说：

“15年后带着你老公和孩
子，一起去电影院看我拍
的电影吧。”回想起那段往
事，郭帆觉得这也是他走
上导演之路的一个小动
力。

无奈的郭帆后来报
考了热门的法律专业，但

对专业不“专一”的他大
学里还拍了两部微电影，
并且一毕业就带着一张
法律专业的毕业证，和两
部微电影去北京的各大
影视公司应聘导演。“人家
十分客气的告诉我，你可
以出去了。”郭帆笑着说
道。

就这样，在北京一家
电视制作公司找到工作
后，郭帆一边在这个领域
忙碌着，一边报考了北京
电影学院的在职研究生，
从此才慢慢的踏上了拍电
影这条路。

带上校徽，留下一张自拍照

一句嘲讽，给他奋进的动力

本报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张伟

高中毕业后，郭帆回济宁的机会越
来越少。可无论何时回乡，他都要去一中
校园里逛一逛。“听说去年咱们启用了新
校区……”郭帆说。

重新走在校园里，郭帆告诉记者，除
了办公楼他不常去外，校园每个角落都
有着他的记忆。“篮球场、小花园，还有我
上过课的教室。”虽然毕业已久，可走进
母校，郭帆仍像孩子一样。

随着郭帆的作品逐渐被人们所接
受，他也在规划着未来的拍摄计划。他坦
言，今后计划着要拍摄一部与家乡有关

的电影。“虽然1999年离开济宁后，几乎
一半时间都漂在外面，可我觉得无论是
谁，只要有机会都不会忽略对家乡感情
的表达。”

不过，济宁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
市，郭帆也表示短期内无法进行相关电
影的拍摄。“毕竟如何寻找切入点，用什
么样的形式来体现出这座城市的人文、
历史、文化底蕴，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确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并且朝着这
个目标义无反顾的去努力。”郭帆也给所有
有梦想的人建议，面对梦想，越单纯越好。

未来要拍一部家乡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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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桌的
你》导演郭
帆在济宁一
中和同学们
交流。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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