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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叶辛（中国作协副主席）：!西藏天空"展

示的是西藏从 !"#$年到 %"&'年的变化#确

实很不容易$ 细节很真实# 演员也演得蛮到

位#央金%女主角&所生的娃娃跟少爷的关系

处理得很好$

王纪人（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西藏是一
个非常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 拍摄这样的电

影难度很大$ 我觉得这部电影从某种意义上

说超过了当年上影厂拍的!农奴"$ 影片背景

非常宏大#而且没有回避重大的历史事件#一

个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一个是后来的叛乱#还

有就是文化大革命$ 片中两位主人公的纠葛

和爱恨情仇是有阶级性'有人性的$更重要的

是#这两个人都失去了自我#影片展现了他们

找回自我的过程$

毛时安（文艺评论家）：从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农奴"#到后来的!红河谷"#再到如今

的!西藏天空"#涉藏电影逐渐把真实的西藏'

真实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告诉了当今世界#让

观众能够了解西藏人是怎么一步步从落后的

农奴制走到今天的现代化生活形态中的$

葛颖（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如今
的年轻观众对西藏其实是非常有兴趣的#比

如西藏的历史问题和西藏的宗教# 而这些都

是!西藏天空"重要的构成元素$ 影片从一个

比较正向的角度去表现这些元素# 除了能为

故事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精彩之外# 也能因

此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汪澜（上海作协党组书记）：这个片子不
是简单地写西藏解放#而是写人的解放#不光

是农奴的解放#也包括农奴主的解放$ !农奴"

里面的农奴主和农奴的关系是非黑即白的#

!西藏天空" 则表现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个

体#写了他们自我寻找'自我发现'提升自我'

完善自我的历程#这个历程是超越了民族界限

的#是一个全人类的话题$在这一点上#影片体

现了现代性# 而且它具有与国际接轨的语言$

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探索$ 张艺 整理

! ! ! !本报讯（记者 张艺）由著名作家阿来编
剧、上影集团出品、上海与西藏两地宣传部联
合摄制的史诗影片《西藏天空》，将于本月 !"

日在上海首映。影片昨天在上海举行专家研
讨会，得到评论界的高度评价。

精致的色彩和质感、首次使用的藏语对
白、美轮美奂的西藏风景，以及每个人物变化
节点之后所隐藏的西藏重大历史事件，都让

《西藏天空》显得与众不同。该片将于 #月 !"

日在上海首映，初步定于 "月底全国上映。
《西藏天空》于 $%!$年 "月开拍，是我国

首部使用藏语对白的影片。该片编剧阿来是
知名藏族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影片的时代
背景从上世纪 &%年代中期西藏和平解放前
开始，一直延续到 $%世纪 '%年代，纵贯西藏
史上最风云激荡、沧桑巨变的一段历史时期。

其主线是庄园少爷丹增与农奴普布、央金之
间的恩怨情仇，通过两代藏人的人生轨迹和
命运，真实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民主改
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三个重要阶段
中个人命运和思想的改变。影片每一个人物
变化的关键节点，都对应了西藏历史上某一
次重大历史事件，这些真实事件使影片呈现
出一种现实主义的笔触，客观而生动地描绘

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的困惑与
坚守。整部电影镜头大气、色彩艳丽、质感细
腻，充斥着独特的西藏风味。影片获得了第 ("

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与优秀民族
影片奖，该片演员阿旺仁青获得华表奖优秀
新人奖。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出席昨天的
专家研讨会并讲话。

!西藏天空"&月)"日在沪首映
上影集团出品由藏族作家阿来编剧的首部藏语对白影片

影片表现的是人的解放
沪上专家昨充分肯定"西藏天空#

! ! ! !《西藏天空》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独立
制作，仅剧本酝酿、主创团队整合就花费了近
"年的时间。编剧、知名作家阿来在充分尊重
史料记载的基础上，写出了 *万余字的电影剧
本。汉族导演傅东育带着全剧组人员，在西藏
山南地区实拍 )+%天，克服了高原反应、遭遇
车祸等种种困难，终于如期完成了高原外景的
拍摄。昨日，影片主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不走寻常路
《西藏天空》最初定下的导演和编剧并非

傅东育和阿来。作为“命题作文”，按理来说，传
统的创作方式和拍摄手法才是最“稳妥”最“保
险”的。不过，上影厂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走
寻常路”，他们启用了新锐导演傅东育，因他有
着一股“求真”“求新”的韧劲儿。影片拍摄前半
年，傅东育就进藏采风了，藏区高指数的紫外
线把他晒成了一个“黑人”，等剧组主创在藏区
和他汇合时，傅东育已经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
个“藏民”，至今他的肤色也没有变回来。

"年来，影片修改的剧本足足有十几稿，编
剧也换了好几位，最后确定由获得茅盾文学奖
的知名藏族编剧阿来担任。影片中的一些角色，
在最初定案时，想请内地的大腕来拍，但傅东育
把这提案否定了。他认为，藏族的电影和角色，
如果能由藏族演员来扮演，真实性会大大提高。
$%!$年，傅东育给藏族演员多阿布杰打电话，
邀请所有西藏话剧团的演员加盟该片，并决定
全片用他们民族的母语来拍摄。这对于国内藏
族题材的影片来说是一创举。

不找寻常人
作为一部涉藏影片，《西藏天空》的题材较

为特殊，其中涉及到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
民族和宗教方面的细节，"年中数易其稿。有趣
的是，该片的编剧阿来是一个喜欢简单的人。"

年前，当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找到他，希望他担
任《西藏天空》编剧时，他一口回绝。又过了两
年，任仲伦把历次修改的剧本做了汇总，以“看
看剧本”为由把阿来“骗”到了拉萨的西藏民族
饭店。其中，正是《西藏天空》剧本引起了阿来的
注意，剧本中的两个人物关系既基于西藏某种
实际情形，又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的变化。他
以一位优秀作家的敏感，觉得这样的关系很有
戏剧张力，可能会产生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可惜
当时的剧本停留在表面，人物关系没有得到发
展和很好的处理，角色就翻身得解放了。“我这
个人喜欢喝酒，酒一喝什么事情敢答应。”事后
阿来有些“反悔”，“我当时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
答应下来了。”

不怕不可能
在制片人祁伟礼的眼中，《西藏天空》本是

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他带着创作组
上高原采风，恰逢冬天，所有人都是流着鼻血
回来的。“我当时就跟领导汇报了，西藏的拍摄
条件太艰苦，要完成这样一部影片是难以想象
的。”

为了使演员在摄像机前呈现最完美的
状态，剧组于开机前在拉萨对他们进行了为
期两个月的集训。在藏区拍摄时，演员工作
量非常大，经常从早上 , 点拍到第二天凌晨
"点，而休息几个小时后还要继续工作。据透
露，影片摄制组共有 &%% 多人，平均年龄 -'

岁，拍摄时分 "组，'%多人轮流作业。因西藏
物资缺乏，所有的设备和必需品都要靠内地
用卡车运过去。因水土不服，剧组很多人生
病。而最危险的是剧组的卡车进山，到戏里
拍摄的那个悬崖。因为路太难走，连副驾驶
和押运人员都不得不跳出车来……其中的
艰辛一言难尽。

本报记者 张艺

拍摄#没有$不可能%

! 上影青年导演傅东育%左一&在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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