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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报记者刘海平

京奥影片导演实录北京胡同
1991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张伟民先后在电影《葛老爷

子》、《祝你好运》、《鹤童》、电视剧《中国的老字号》、《鸦片战争演义》担任
摄影师，其中《葛老爷子》与《鹤童》在国际电影节中屡获殊荣。
1997年，张伟民应邀到美国访问，俄亥俄州立大学一位教授对她

的作品非常欣赏，热心帮她安排申请到奖学金。当时已经在国内影视
摄影圈初露锋芒的张伟民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最终决定
留下读书。三年时间，她攻下了电影制作和多媒体制作两个硕士
学位，而且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电影专业
学生。
毕业后，张伟民先是在好莱坞电影后期制作公司搞多媒体设计，

然后在香港浸会大学教授电影。从2006年开始，她在旧金山州立大学
电影系任助理教授。2008年北京奥运官方电影拍摄中，张伟民任北美
组导演。

记者:我们先从你参与北京奥

运的经历谈起好不好？怎么参与到

其中的？

张伟民：这是一部国际化的奥
运纪实电影，体现世界各国人民的
参与。作为体育大国的美国部分也
占有一定比例，除了中国的摄制组
外，还包括了海外多个摄制组。这
次奥运会在北京举办，这部片子的
总导演是顾筠，这也是历史上首部
由中国导演执导的奥运官方电影。
虽然顾筠与我有同窗之谊，但是她
也只能起到推荐作用，最终经过层
层筛选考评，我最终获得了北美摄
制组导演的聘书。我想自己能入选
主要是我兼具在美国和中国的专
业背景和中美文化社会的熟悉和
了解。

记者：你的拍摄任务是什么？

张伟民：主要是三部分，追踪三
位美国参赛运动员，记录他们赛前
准备和他们奥运背后的故事；奥运
火炬在旧金山的传递；到北京继续
拍摄三位美国运动员的参赛过程以
及场外生活。采访对象包括荣获
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 4X100米
接力金牌的美国队主力队员理查兹
（SanyaRichards）、80公斤级跆拳道
金牌得主洛佩兹（StevenLopez）以及
代表美国队参加北京奥运会新设项
目小轮车比赛的运动员贝内特(Kyle
Bennett)。除旧金山市以外，摄制组
还到圣地亚哥、休斯顿、达拉斯、韦
科（德克萨斯州城市）等地拍摄。

记者：拍摄历时多久？薪酬高不

高？

张伟民：从2007年7月开始到
北京筹划，美国部分的拍摄从去年
1月开始，接着火炬传递，一直到4
月底，6月下旬飞到北京开始那边
的筹拍工作。总体说来，去年大半
年都投入到奥运会。报酬并不高，
基本上不能同美国影视工业领域
的报酬相比校。（记者插：对你来说
更多是种荣誉？）对，其实让我去当
义工，我也会去做的。能够参与奥
运确实是一份荣誉，与钱没有关
系，因为回北京就像回家一样，在
我家乡举行这样的盛会，对我来说
有更深层的意义，也包含了亲情的
因素，能够用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
经验参与这样一次历史盛会，这种
一生一次的机会对我来说是一种
莫大的荣誉。

记者：拍摄过程中，你最Enjoy

哪一部分呢？

张伟民：我其实都很Enjoy。在
选拍运动员时，我们选择人物和人
物背后的故事，以及不同文化体现
的精神。像跆拳道洛佩兹一家四个
兄弟姐妹，组成了美国国家队，他们
是从南美移民来美，从艰苦打工拼
搏开始，不但坚持实现了自己的美
国梦，还成就了名副其实的冠军之
家。另外，一个生长在美国农村、在

爷爷后院土坡上练习小轮车的男孩
子，居然有朝一日能到奥运赛场上
一展身手，山村中飞出金凤凰，也是
一个美国梦的实例，这些都很有意
思。另外一个非裔短跑女运动员，她
的故事也很耐人寻味。

记者：一共拍摄了多少小时的

素材片，成片有多长时间？

张伟民：几个运动员一共十多
个小时，火炬拍摄一个多小时，在美
国拍摄的部分大概有十七八个小

时。目前成片还在初步剪辑过程中，
预计最快8月底能够完成。这部官
方纪录电影最终将被收藏在希腊奥
林匹亚的奥运博物馆收藏，片子总
长度大概两小时，我的部分大概占
15分钟。（记者插：但是你拍了十七
八个小时的素材？）不仅是这些，还
有运动员在北京的部分，包括了他
们在赛场上以及幕后的花絮，拍摄
时间更无法计算，总之力求素材丰
富，包罗万象。

记者：奥运开幕式当天你也在

赛场吗？你怎么看自己这九个月的

拍摄经历呢？

张伟民：我们奥运电影的相关
人员，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七八十
人。从2008年7月20日开始集中
全部住在指定的地点，一切行动统
一安排。开幕式当天我们也只申请
到14个机位，每个机位只有两个
人，由于我是摄影出身，所以当时也
负责一台机器掌机。我们是8月8
日下午4点进入鸟巢，深夜1点出
来，很累很热，也很开心。这大半年
历程，对我来说非常值得回味，作为
一个一直搞电影的北京人参与到这
么大的历史事件，为我的祖国做点
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特别值得
欣慰和自豪的事情。

纪录片震撼观众感官
记者：奥运官方电影是一套纪

实性的电影。你这几年好像也将焦

点转到纪录片上了？

张伟民：纪录片是对现实的真
实纪录。

纪录片的真实性对观众造成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这是虚
构出的故事片无法比拟的。我是从

故事片摄影出身，那种拍摄是能够
预先设计的。

在剧本的基础上，导演会分镜
头，机位和拍摄角度都能做到很准
确，但是纪录片却很难达到，拍摄具
有不可预知性和挑战性。从1995年
拍摄第一部作品《女书》开始，我就
爱上了纪录片。

记者：记得上次奥运火炬传递

前采访你时，谈到了一部新纪录片

《北京胡同的最后日子》，怎么想到

这个题目的？

张伟民：其实北京胡同从90年
代中期就已经在经历大规模地拆
迁。我在香港教书的日子，当从妈妈
那里得知我曾经生长过的胡同也将
面临同样的命运时，一种义不容辞
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我觉得自己应
该记录下这段历史变迁的瞬间。这
些年来，北京的变化真可以说是日
新月异。在海外居住的时间越长，就
会对故土更加思念，更怀念那些熟
悉而刻骨铭心的东西。当我知道胡
同里熟悉的邻里街坊2004年春节
将是最后一次在胡同中过年了，我
就一个人扛着摄影机从香港飞回北
京，回到了我生长的胡同，将从年三
十晚上到初三的经历拍了个遍。如
果说当时的拍摄还是源于一种冲
动，那么后来我回到美国以后，也开
始认真思考，觉得应该制作一部思
想深刻纪录片，反映中国时代的变
迁，城市的变迁对人们生活、社会以

及子孙后代的影响。2007年时，我
再度回到北京的胡同拍摄，这时候
北京的变化更大了，我2004年去拍
摄的三户人家中已经有两家搬走
了，满眼砖头瓦砾，一片苍凉中的废
墟，我感到越来越多的胡同已经或
者正在消亡。2008年的奥运会不但
对中国是一件大事，对生活在北京
胡同里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我
也想记录下北京胡同中的人如何渡
过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记者：现在的进度怎样了？制作

过程中有什么新的感触吗？

张伟民：我目前正在剪辑过程
中，片长一小时，预计在7月底能够
完成。我拍摄的三个家庭中共有四
位老人，在我制作的过程中有两位
老人去世了，他们搬出胡同，住进居
民楼，一切都是陌生而无法适应的。
原本我去拍摄的时候他们还精神很
好，但是离开胡同以后很快就痴呆、
衰竭，辞世，对老人来说搬离胡同非
常无奈，而且非常残酷，纪录片的真
实性和存在价值这里也体现出来
了。

记者：片子出来之后有什么计

划呢？会冲击奥斯卡吗？

张伟民：会参加一些电影节，
争取在美国纪录片最热门的放映频
道PBS和POV中放映。奥斯卡并
不遥远，每次奥斯卡得奖纪录片我

都非常关注，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拍
出同等质量的电影。我会尽力去尝
试一下，不过，中国也有句古话：“谋
事在人，成事在天。”对我最有意义
的是真诚地投入每一部片子，体验
整个过程。张伟民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拍摄。 图片由张伟民提供

拆迁中断壁残垣的北京胡同一景。 图片由张伟民提供
从拍摄奥运谈起

被移民的美国梦吸引

奥斯卡并不遥远

回归北京的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