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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心灵史诗，
丁一滕青岛“寻根”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丁一滕

青岛大剧院以“刘震云三部曲”开启
2024年度戏剧盛宴。三部戏剧中，《一日
三秋》《我不是潘金莲》由备受瞩目的青
年导演丁一滕执导。在戏剧创作期间，
丁一滕陪伴刘震云重返河南延津，一起
探寻小说的起点，也促使丁一滕产生了
打造“延津宇宙”的想法。“延津宇宙”包
含了形形色色的角色，他们由延津这片
土地生发，从刘震云笔下“走”上戏剧舞
台，角色们血肉丰满、有笑有泪，构建起
具有历史重量和史诗质感的艺术世界。

作为中国新生代戏剧人的代表，丁
一滕近年来创作了《窦娥》《新西厢》《伤
口消失在茫茫黑夜中》等佳作。近期，

《一日三秋》《我不是潘金莲》连续在青岛
上演，丁一滕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他透露：“父亲是地地道道的青岛人，我
从小就熟悉青岛口音、青岛美食。就像
是《一日三秋》中的‘明亮’回到延津寻根
一样，这次回到青岛也是一次我对父亲
故乡的寻根之旅。”

“花二娘”也是一座山
丁一滕将《一日三秋》定位为一部献

给平凡人的“心灵史诗”。剧中，陈长杰、
樱桃、明亮等小人物的苦与乐、笑与泪构
成了整部作品。“原著小说中很多隐喻和
象征的部分，我们也做了展现。比如，小
说中的‘花二娘’是个巨大的象征：在人们
的梦中，她让人讲笑话，你能逗笑她，她就
给个甜柿子；你不能逗笑她，她就变成大
山压死你。在我看来，她代表着人们的生
活——如果你能笑对生活，生活本身会给
你甜头让你走下去；如果你沮丧、麻木，生
活就像大山一样碾压过来。这就是小说
巨大的能量和理念，排练时，我们将这些
信息放大到舞台上。”

《一日三秋》集结了一批熠熠生辉的
演员，包括舞蹈家唐诗逸，音乐剧演员徐
均朔，话剧演员李腾飞、张晔子、王丁一、
丁博轩、黄易子、马啸天，艺能人金广发，
戏曲出身且拥有多年舞台经验的姜博、
冯田等。“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舞台是
开放的，也是丰富的，我自己又喜欢跨
界、跨文化的艺术方式。一个题材汇集
这么多能人，就是对舞台的极大丰富。
在一场戏里，观众可以欣赏到舞蹈、戏曲
等多种艺术，可以大饱眼福。”丁一滕说。

艺术构建“延津宇宙”
近年来，幽默、随和的作家刘震云频

频出镜，通过《向往的生活》《听你这么说》
等节目获得众多年轻观众的喜爱。戏剧

《一日三秋》创作期间，丁一滕与刘震云结
伴回到河南延津采风。“采风过程有两个地
方令我感触颇深。第一个触动来自刘震云
老师的旧居，在那里，我看到了他祖母院子
里的枣树——小说里一直伴随‘明亮’成长
的故乡的树——这个重要意象被我们放到
了舞台上。舞台上的枣树一直萦绕在主
人公的心中，代表着故乡、亲情和过往经
历。我在延津看到了、摸到了这棵树，刘
震云也讲到了这棵树，让《一日三秋》这部
戏有了‘根’。”丁一滕介绍，“第二个触动
来自刘震云自己的家，也就是他写作的地
方。他的床很硬，一点儿也不舒适，体现
了一个作家的自律。他要一直保持清醒
状态，持续思考，休息是一件奢侈的事
儿。他的书桌十分简朴，桌子上放着《一
日三秋》的修改稿。小说里，‘孙二货’去
医院做检查，原本写的是‘抽血’，后来被
他圈出来改为‘验血’。刘老师对文字的
尊重和细节把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不是潘金莲》《一日三秋》搬上舞
台，丁一滕由此提出一个“延津宇宙”的
概念。“在这些创作中，我渐渐走进延津，
从更广阔的范畴看，我是走进中原、走进
北方，感受着中国人的心灵史诗。所谓

‘延津宇宙’是一个虚拟概念，它包括延
津又不只是延津，是东方人对于人生、家
乡、同胞和土地的深深情感。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多么深情、多么温暖的观照和
体验！‘一日三秋’是对人也是对土地的
深情。这片深情属于刘震云，也属于每
个中国人，它扩散成为中国人的整体情
结，也是我们创作‘延津宇宙’时要体现
在每个人物身上的理念。”

稳健：滋养影视产业根脉

刚刚发布的《若干政策》被称作 3.0版本。
近 10 年，青岛有关影视基地政策措施已经发
布两个版本，对影视基地建设产生巨大影响。
新版《细则》专业度、操作性更强，既重视对高
品质影视项目的扶持，同时将扶持影视与增加
影视营收、提升科技水平、促进就业规模等目
的深入结合，获得了业界的高度评价。

“看到《若干政策》《细则》后，我当即转给
一些朋友，建议他们把项目拿到青岛来，‘你在
西海岸新区设立新公司、立项，申请政策扶
持。现在申报，拍完了到第三季度就可以申请
上半年的扶持资金。’”制片人蓝法凯接受采访
时非常振奋，在他看来，《若干政策》体现了三
大特点：操作性强、奖补提前、透明度高。

备受影视人关注的是俗称“杀青奖补”的
扶持政策。《若干政策》规定：“影视作品在本地
拍摄完成、摄制配套费达到 100 万元以上的

（含 100 万元），按高科技摄影棚租赁费的
20%、专业制作配套费的 10%，给予第一出品
方或主要制作方制作补贴最高 500 万元。”而

《细则》进一步指出：“影视项目摄制完成后，申
领60%补贴资金，播映后凭播映证明申领剩余
40%补贴资金。”这一条让蓝法凯深有感触：

“对于青岛本地中小影视企业来说，我们做一
个数百万投资的影视项目，只要开机就能去申
请最高 30 万元的剧本补贴，杀青后就能申领
60%补贴资金，播出后再拿其他部分的奖补。
以前，大家看不到奖补的落实，现在，每一步有
每一步的奖补，这让项目方充满信心。”

从亿元级投资商业大制作到本地小成本
制作，《细则》坚持对“青岛出品”实施有针对性
的扶持，鼓励影视企业、影视项目落地，培育影
视产业的根脉。

制片人曾宇在青岛拍摄了电影《少年日记》
等作品，在澳门电影节荣获奖项。他认为，新出
台的奖补政策非常全面，“最大亮点是照顾初创
型的影视企业，像我们公司主要做小成本电影，
争取金鸡百花奖等主流奖项。票房不是我们这
个阶段追求的，而新出台的《细则》旨在培养底层
土壤，对青岛影视公司来说，这是明显的利好。”

按照制片人估算，一部百万投资的电影、
网剧在拍摄到播出的全流程里可以拿到十几

万的奖补，而200万元以上投资的影视项目
（其中 100 万元的拍摄配套费在青岛发

生）还能进一步拿到服化道和影棚的奖

补。对此，蓝法凯认为：“《细则》
的出台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后

续，外地影视企业来青岛创立公司、
投资项目、做影展的热情将大大提
升。我们和编剧聊剧本、立项、研发等
话题也将更有底气。”

拓宽：从微短剧到高科技影棚

2023年，微短剧大行其道。意识到这一影
视消费时尚，《细则》对网剧、微短剧给出有针对
性的扶持。宁波市微电影协会转发了这份《细
则》，体现了业内对青岛扶持政策的高度关注。

青岛荣喜文化传媒负责人庞志刚表示，当
下，微短剧另辟赛道且一路繁荣。“今年年初，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微短剧拍摄计划，提出
2024 年要创作播出 100 部‘跟着微短剧去旅
行’主题优秀微短剧。我们本来就跃跃欲试，
计划将网络电影改编成微短剧，同时契合《细
则》里对微短剧的扶持政策。”

微短剧拍摄成本较低，场景相对简单、固
定，然而，微短剧的收益并不低，行业规模已
突破 300 亿元。青岛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民营
片场、道具库等资源，精准匹配了微短剧的拍
摄需求。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赵芳介绍，西海岸新区拥有“西区片场”“有道
有具”两个标准化的小片场，“‘西区片场’的
影棚是空的，可以现场搭景，拍摄电影、短剧、
广告等内容；‘有道有具’片场的特点是搭建
了年代戏场景、别墅场景、医院场景等现场场
景，剧组入驻就能拍摄，后续计划搭建更多稀
缺场景。这些小型片场是对青岛影视基地的
有益补充，欢迎全业态、全类型项目前来拍
摄。下一步，我们计划将藏马山打造成一个
微短剧的基地。”

从微短剧项目落地到小型片场技术提升，
《细则》都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扶持措施。业内
人士表示，微短剧、竖屏剧的拍摄周期较短，作
为拍摄基地一年拍摄一百余部剧集是正常产
量。青岛既有充足的正规片场又有扶持政策，
对微短剧的精品化提升有重要意义。

作为与微短剧相对应的另一极，科技影
棚、数字影棚等新技术的应用和高科技影棚的
拍摄制作也是西海岸新区扶持的重点。赵芳
介绍，“在发展数字技术领域，东方影都一直保
持全国范围的领先，这其中肯定要有技术产品
的更新迭代，这几年我们不断引入新的影视科
技技术，从虚拟制作平台、动捕技术以及穹顶
光场系统都得到了深入应用，最近还新增了一
个专门拍车戏的 LED 虚拍棚，后续还会有阿
里帧享虚拍棚落地。”《若干政策》规定：对投资
总额 200 万元以上的影视数字科技和信息技
术类的新建或技改类项目，按项目技术设备投
入的 10%给予项目运营方奖补，最高 200 万
元。这项政策的落地，有助于巩固“科技影都”
在全国影视基地行业里的技术优势。

兑现：服务也是一种效能

纵观此次西海岸影视基地扶持政策，不只

是优惠的延续、力度的加强、格局的拓展，也是
服务意识的提升。《若干政策》规定，西海岸新
区对影视扶持项目每年申报兑现两次。“原则
上于每年第一季度、第三季度组织对上个周期

（上年7月1日-12月31日，本年度1月1日-6月
30日）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兑现。”业内人士
表示，“一年一次奖补”对于下半年开机的剧组
吸引力更大，而如今变成“半年一次奖补”，让
影视投资方及时得到扶持，压力更小，投资意
愿更强烈。

近年来，青岛拍出《流浪地球》《独行月球》
《封神》等多个现象级影视项目。亿级影视项
目需要长周期的决策和至少两年的制作周期，
尤其看重扶持政策的持续性。浙江润璟影视
负责人朱宏俊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画皮
2》等大制作的重要推手，他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政策来看，青岛新发布的影视政策比较优
惠、有力度。尤其在当下影视行业发展的大背
景下，青岛吸引了多部大片落地，像《红海行动
2》等新片也在拍摄中。相较于其他影视基地，
青岛更适合大剧组集中拍摄，主创团队能够静
心封闭式创作。政策的关键在于兑现，深入开
掘影视资源、发挥自身政策优势，青岛完全有

可能成为更大的好莱坞。”
对于影视投资方关心的兑现问题，西海岸

新区也设立了政策兑现的管理办法。“我们对
每个时间点的流程都有要求，比如，接到项目
后多长时间必须完成初审、多长时间必须完成
第三方审计等。我们还同步优化了‘一站式服
务平台’，影视企业入驻后，从注册开始到发展
项目、资源协调等需求都可以在一站式公共服
务平台里解决。单纯只有政策激励，没有服务
平台承接，那么，政策的效力就是短暂的，我们
的服务中如果不能长期维护，可能会导致影视
资源的流失。”赵芳强调，“影视服务要跟得
上。政策是一种效能，服务也是一种效能。服
务效能是我们更大的竞争优势所在，也是我们
的软实力所在。”

延展：立足特色，后来居上

作为后来者居上的影视基地，东方影都
能够迅速形成影视出品的工业化特色和影视

作品的稳定输出，影视扶持政策与制作供应
链的全面结合至关重要。有志于形成影视全
产业链的竞争优势，西海岸新区根据行业发
展态势随时调整扶持政策，在补贴效能、时间
节点等方面持续贴近行业需求。

作为一线从业者，影视制作人对扶持政
策有着专业的考量。去年，一位影视制作人
在山东拍摄了“水浒”主题影视作品，他对山
东与横店的对照有着切身体验，“影视行业的
产业集群和氛围非常重要，不只要有硬件，还
需要影视行业的配套，这也是影视扶持政策
容易忽视的方面。像我之前在横店拍戏，不
论是在康庄南还是康庄北，任何时间想要找
100 个群演拍婚礼、拍蹦迪，好几个群头马上
带领演员到位，而且都是有经验的群演，不是
普通路人。”赵芳也表示，新政策将更多扶持
政策落到影视专业化配套供应链体系，“直接
受益方是第一出品方和主要制作方，而间接
受益方则是专业影视配套机构，比如置景公
司、道具库、美术公司和器材商，包括化妆和
群演都会间接收益。他们的服务可以在供应
库里更频繁地被采购，拿到更多业务。”

城市的影视产业积淀，也决定了扶持政

策的不同侧重点。影评人陈锦庄认为，香港
的影视扶持政策对其他城市有着很好的启
发。“首先，对于新导演的首部长片提供全额
支持，每年有 6 个名额。比如新人导演的《过
时·过节》，300 余万元总投资均由香港电影
发展局投资，让导演完完全全拍摄自己想拍
的东西。其次，香港有一个‘薪火相传’计划，
邀请金像奖获奖导演担任监制，一对一辅助
年轻导演拍摄电影，每部电影获得 900 万元
左右的投资，也是由香港电影发展局投资。
这样的扶持方法能激励创作，也能保证电影
艺术特色的延续。”

城市对影视产业的扶持思路，往往立足
于已有文化特色的延长线上，比如，西安着力
建设微短剧产业的拍摄基地，佛山结合当
地 功 夫 文 化 打 造“ 大 湾 区 功 夫 电 影
周”……结合影视领域的明星优势、人
文优势和科技优势，青岛势必走出
一条从奖补扶持到内生孵化的影
视产业成长之路。

“电影之城”潮起潮涌，青岛奏响“春之声”
“影视基地高标准建设”迎来新一波利好 “新政”助力城市文化与影视产业共同发展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影视产业潮起潮涌，局面从未像现在一样瞬息万变。
从技术角度看，人工智能正在快速进入影视产业，传统的电影岗位持续遭受冲击；从产业角度看，影视基地仍然在快速建

设，新技术与新项目并行发展；一方面，顶级大制作从去年起相继启动，电影工业化进程推进迅猛；另一方面，投资低、制作周
期紧凑的竖屏剧大行其道，甚至进军海外、获得国际观众追捧。影视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维度，技术领域的“向上”、消费习惯
的“向新”并行不悖，电影、剧集、短视频、竖屏剧之间的“概念之墙”正在被一一拆解。

一座“电影之城”，意味着对影视产业与时俱进的理解。如何推出有针对性的影视扶持政策？如何与当下的影视产业发
展现状匹配？3月1日，西海岸新区发布《青岛西海岸新区支持青岛影视基地高标准建设的若干政策》以及《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若干政策》《细则》），对影视产业的发展扶持做出了专业化、精细化的规定。在每一项政策背后，是对产业趋势的研判、
影视作品的联动、影视公司的博弈。

贴合影视投资的长周期决策，抓住视频新品类的当下风口，在这份充满诚意和专业度的《细则》里，影视人感受到了城市
与影视产业共同发展的春天讯息。

■电影
《莫斯科行
动》拍摄时
在东方影都
搭建的场景。

■航拍东方影都。

■东方影都的电影拍摄车。 本版摄影 王 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