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出品、天津评剧院演出的新创话剧《红楼十
二官》近日在津上演。该剧是北方演艺集团“扶风起飞”孵化计划扶
持作品，由“90后”主创和“05后”戏曲演员挑大梁，围绕“出人、出戏、
出效益”的目标，更加适应当今观众审美需求，兼具艺术性和市场性，
也是当前青年戏剧人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一次新尝试。

从剧目视角来看，《红楼十二官》以《红楼梦》原著为创作原
点，跳出原著既定结构，不局限于“宝黛钗”情事和“金陵十二钗”
命运，而是另辟蹊径，以原著中着墨不多的梨香院十二女伶视角
破题，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红楼梦》题材艺术作品的故事内容。
剧本语言延续《红楼梦》原著风格，将新创内容与原著内容圆融
交织，在思想内容深度开掘的基础上流露出古朴雅致的韵味。

剧本结构不是对十二女伶故事就事
论事、平铺直叙，而是将“十二官”与
“十二钗”的映射关系巧妙勾连起来，
继续秉承曹雪芹在人物塑造方面的
美学风格。本剧为十二官设置了个
性鲜明的性格特征，刻画了鲜活生动
的群像人物，有天真娇憨的、温柔孤
傲的、安逸求稳的、仗义直爽的、被动
苟活的、希图捷径的……特别是针对
双女主芳官和龄官，设置了完整的人
物成长线——龄官是一个不卑不亢
的名伶，因为不甘戏子的身份，寄希
望于良人的救赎，最终惨遭抛弃疯魔
而亡；芳官从一个受欺负只会哭天抹
泪的爽直少女，一步步经历姐妹的离
散和生活的启迪，逐渐成长为独立自
主、努力抗争不公命运的坚强女性。

本剧导演自幼京剧坐科，戏曲导
演专业毕业，在话剧院做导演，其自身
跨界融合的背景在本剧创作中得到很
好的发挥。剧目许多情节的设置与舞
台表现对于原著内容的深度挖掘与巧
妙运用令人惊喜：例如将“元妃省亲”
与“刘姥姥逛大观园”这两个原著中分
开的情节合并同台表现，一雅一俗、一
喜一悲、一动一静对比强烈，借用戏曲
表演的虚拟性与程式化，配合多媒体
一个又一个牌匾的堆砌，将元妃省亲
的声势浩大与孤寂无奈，刘姥姥逛大
观园的滑稽调笑与她的乐观善良充分

展现，同时也在方寸之间呈现贾府锦衣玉食的生活美学细节。
本剧舞美以“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为主要意象，满台以白色为底

色，舞台顶部以白板和两侧楼景框出一个纯白的框景，打造了一个
全员被困住的世界。灯光和多媒体设计注重戏剧情境的营造和戏
剧情绪的宣泄，不断加强戏剧张力，将主角们在梨香院学戏时的朝
气蓬勃、蔷薇硝事件发生时的惊心动魄、贾府衰亡后万物凋零、镜花
水月的幻灭等情境渲染得淋漓尽致。音乐、服装造型和形体设计，兼顾
了舞台表现的准确性、艺术的审美性、艺术视野的国际化和艺术表达的
雅俗共赏，使观众在观剧时能一下被抓住，仔细琢磨后能品味到形式之
外的别具匠心：舞蹈部分能看到古典舞与现代舞元素的结合，服装造型
上是明制汉服元素、戏曲服装与“升平署”戏曲造型的结合，音乐方面能
感受到戏曲音乐和古典民乐、当代民谣、流行音乐的有机结合。

当代戏曲演员用话剧形式表现剧中的戏曲演员，同样是十几
岁如花一般的年龄，同样是戏曲科班生活，让她们能够穿越古今
彼此共情。结合演员自身掌握的戏曲技巧，剧中梨香院学戏的情
节中自然展现了戏曲的毯子功和把子功，包括矮子步和枪花、团
扇、云帚、昆曲演唱等戏曲功法，传统艺术的魅力让青年演员身上
增添了高光，成功“破圈”，吸引新观众关注戏曲的传承与发展。

本剧由一群平均年龄22岁的年轻人集体创作，“小荷才露尖尖
角”，今后在戏剧节奏、详略取舍、话剧表演风格与火候等方面还需
要进一步打磨精进，但他们挚爱戏剧，大胆探索、创造创新的热情和
激情以及取得的实践成果值得鼓励，也希望这部剧未来会更好。

传统上，中国百姓食用、洗涤用的碱主要是天然碱，加
工粗糙，品质较差，影响健康。1900年，英国卜内门公司在
上海设立分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和低廉成本，其生产的纯
碱对天然碱产生巨大冲击，并长期垄断中国碱业市场。而
此时我国肥皂、造纸、玻璃等行业发展迅速，迫切需要高度
纯碱作为原料，天然碱已无法满足需要。1917年冬，范旭
东、陈调甫、王小徐等人在天津进行小型制碱试验获得成
功，试制出9千克样品碱，同年成立永利碱厂，锐意制造民
族品牌纯碱。

当时，国际上先进的索尔维制碱法被索尔维公会
垄断，碱厂设计方案和制碱生产技术只向会员国开
放。为了实现建厂夙愿，范旭东等人多方寻求解决
方案。1918年，陈调甫在纽约华昌贸易公司总经理
李国钦的介绍下，结识法国人杜瓦尔，力图从外国引
进设计方案。杜瓦尔是美国宾州华盛顿玻璃厂的总
技师，在原料分析、技师培训以及碱厂的设计方案等
方面，均对永利助益良多，但他虽熟悉化学工业，却
对机械并不在行，因此，碱厂的雏形虽然远超实验室规模，
日产量达数百磅，但规模化生产仍旧困难重重，工艺生产流
程不甚清楚，设备亦无法从国外购买。

此后，永利聘请曾在美国碱厂工作20余年的孟德负责碱
厂设计工作。由于资金短缺，只能从美国购买一些旧机器设
备，而这些旧机器设备严重干扰和阻碍了永利的制碱进程，
生产中只要有一小部分设备发生障碍，全厂就得停工等待。
此外，根据永利的整体设计，机器设备必须要定制方可使用，
但定制产品价格高昂，因此，永利只能从美国购买关键设备
（如锅炉、发电机、压缩机、真空泵等），其他部件则是尽量更
改设计尺寸，由国内生产。但这又意味着双重考验，一方面
更改设计方案是对永利技术人员的考验；另一方面，在当时
国内制造业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制造合格的机器部件亦非易
事，原料、技术以及大型设备的运输，每一个环节都是考验。

陈调甫多次谋划去参观外国制碱工厂，均未获对方允许，后
来他回忆一次参观未成时道：“是时雪深没胫，寒风刺骨，咫
尺蓬莱，可望而不可及，惆怅可知。”经历多重曲折之后，范旭
东又创设铁工房，力图改变机器依赖国外进口的状况，实现
自主生产。

1919年，陈调甫带着在美国完成的碱厂设计图纸回国，
不久碱厂正式开工建设。1920年9月10日，“红三角”牌商标
正式注册，商标样式为黑圈内套红色三角形，中心是一个做

化学实验的坩埚图案，象征纯碱生产过程中气体、液体和固
体的三相反应，体现了索尔维制碱法的工艺特征。1921年，
侯德榜加入永利。此外，经孟德介绍，美国制碱专家李佐华
来到塘沽永利碱厂指导设备安装工作。然而，永利制碱事业
面临的艰难远超想象。仅是2吨左右重的部件、30米高的蒸
氨塔以及南北两座约10层以上高楼的建造，就给当时的安装
和建造技术带来巨大挑战。永利人尝试各种方法，克服多重
困难，至1923年，除了部分机器管线还未完工外，其他厂房设
备基本就绪。

技术的考验更为严苛。由于碱厂设计方案主要由杜瓦
尔、孟德等人在美国设计，缺乏对中国原料特殊性的了解，
而且小规模实验数据与大规模工业生产之间存在巨大鸿
沟，碱厂试运行阶段仍旧困难重重。例如，国外碱厂一般使
用饱和的矿盐作为主要原料，而永利多使用海盐，海盐的芒

硝等含量较高，氨化后容易产生沉淀，继而造成管道阻塞，
等等。至1923年秋，碱厂设备机械安装基本完工，并在年底
进入单体试车阶段。在侯德榜的带领下，试车工作昼夜进
行，经过对工艺和设备的数百次调整，1924年8月13日，永
利首次全厂开工试车并成功运行，但由于“机械设备均属创
造，调度不易”，生产出来的纯碱呈暗红色，而非白色。为了
解决红碱难题，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员和永利技师们共
同努力，最终发现是由于铁与氨等发生反应，产生了红色的

铁锈，红碱问题方得以解决。
1926年 6月 29日，永利最终生产出碳酸钠含量

99%的白色纯碱，解决了批量生产纯碱的一系列技术
难题，掌握了被索尔维公会封锁长达半个世纪的索
尔维制碱法。1926年8月，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
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制奖章，时人评价为
“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1930年，“红三角”牌纯碱
又获得比利时工商国际博览会金奖。

1927年，永利开始试制洁碱（生活用碱小苏打），
成为国内最先生产生活用碱的企业。1931年，范旭东等人
又进一步在塘沽扩建工厂，生产烧碱。永利的纯碱远销日
本、印度、东南亚等地，打破了卜内门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垄
断地位；永利生产的纯碱、烧碱、洁碱，不但改善了国人的生
活质量，更为当时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

从1917年永利创办，到1926年批量生产纯碱成功，在永
利实现制碱技术突破的过程中，以范旭东、侯德榜为首的爱
国人士和工程技师身先士卒，排除万难，努力突破求创新，
以“本来无所谓甜头，所以吃苦头并
不是意外”的大无畏精神，努力将国
外技术与本国研发力量相结合，突破
了国际巨头的重重阻碍和垄断，创造
了民族企业的辉煌，并留下许多可供
后人学习和参考的创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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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品牌“红三角”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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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至1964年，我在天津鞍山道小学读书。大约
四年级时，班上来了一名插班生叫谷川。不久，谷川邀
我去他家，就是学校对面那个阔门高墙的大院。穿过大
门，不由不惊叹迎面楼房的造型与颜色，那是一种从未
见过的样式，仿佛积木搭摆般别致。通向楼房的甬道两
侧，铺着纯白如雪的鹅卵石，石砾中静静挺立着几株大
树。已忘记进楼之后是怎样走到他家的，只记得踏着的
楼梯仿佛全新，赭红色的油漆生鲜锃亮，不像其他同学
家楼梯陈旧得露出原木且磨得失了棱角。屋内窗明几
净、洁雅至极，犹如彩色电影《黑熊与公主》里的宫殿。
印象最深的是铺有台布的桌上竖一相框，嵌着谷川父亲
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住惯了大杂院平房的我，紧张得
近乎窒息，我家仅有一张腿子和四周均可折叠的、重新
抹了土黄色漆的二手方圆桌，用时才能摆至凹凸不平的
黑泥地面上，更不晓得还有台布可铺。后读《红楼梦》，
方觉自己当时恍有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之感。

读初二时，我便离津赴陇拓荒大漠去了。时隔25年
调回天津后，方知谷川家住的是静园。静园本名乾园，末
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流落天津，先住张园，后于
1929年移居乾园。入住后，溥仪亲自改“乾”为“静”，意在
“静以养浩然之气”。岂料，树欲静而风不止，竟演绎出一
组惊天秘闻大故事。1931年10月，这位“皇上”同“皇妃”
文琇居然经律师履行法律程序而离婚，成为中国皇权史上
空前绝后的孤案，静园也被舆情推上风口浪尖。一个月
后，日本装甲车又大剌剌开到静园大门前，一边让便衣队
烧杀抢掠制造暴乱，一边瞒天过海送溥仪出津，挟往长春
去充当伪“满洲国”的傀儡。横竖是末代帝王曾经“屋漏
偏逢连阴雨”的宅子，我能在普通人不得入内的年代，进
去当了一把“刘姥姥”，这段经历还算蛮特别的。

静园虽称园，却只是宅院而非园林。由于我迄今尚
无长时间乐享旅游的机会，便也无缘品赏闻名遐迩的拙
政园、留园、狮子林等江南园林。纵使为拍摄电视系列
片《中国母亲》到了昆山，也未敢越雷池半步前往苏州，
那可真叫可望而不可及。

当然，也有可望且可及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初到
扬州出差，同以往一样，入住招待所后先买一张当地地
图，按图索骥寻找蹭游点。发现距住处最近的景点是
“个园”，游人极少，正是细赏良机，然而我却是古典园林
艺术的“文盲”，总觉天下园林长得一个模样，其亭台楼
阁跟天津人民公园的也无甚差别。人民公园过去叫荣

园，与个园同属清代建造。但个园名字取得极妙，门票
上的简介说，一因园内多竹，故以半个“竹”字为园名；二
因“个”字形若竹叶，是为名。
“先生！”一年轻人打断了我对门票的阅读，“请问清

朝建园时，‘个’字还是繁体吧？当时能取这个园名吗？”
颇含挑战性的疑问似具传染性，繁体的“个”字本当左为
单立人，右为“固”字啊，我也不得不生疑了：“当时也能
这么写吧？现在有些简体字好像就是古人书写行草时
简化的呢！”我的回答或可自圆其说，不过却无实证。很
久以后，直至有条件在互联网上一睹书法家墨宝时，才
查到赵孟頫、赵雍父子，八大山人朱耷，以及郑板桥、赵
之谦、吴昌硕都曾写过简化的“个”，其中吴昌硕的“个”
字像极竹叶。找到证据后又不免突发奇想，个园何不辟
一碑林，专门展示这些“个”字呢？

对个园建筑看不出所以然，却对园内的“四季假山”
印象深刻，其想象力超强的设计巧思令人折服。春山用
寓意“雨后春笋”的“笋石”巧构，夏山赖“夏荷满湖”的
“湖石”妙叠，秋山为“叠翠流金”的“黄石”垒砌，冬山以
“银装素裹”的“宣石”形塑。整个园子面积不算大，却设
计建造得小巧玲珑、精妙绝伦。

近抵嘉兴，游览南湖却意外闯入勺园。从未听说过
的一个园，造得却出人意料的好，步步佳景，令我端着手
机拍不停。据传该园形同一把勺子伸向南湖湖面，故
名。勺园建于明末，是复社和东林党一干文人饮宴聚会

之所，吴梅村、陈子龙、钱谦益、张溥、陈维嵩等均曾留踪于
此。这里最著名的故事，与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一部巨著有
关。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陈氏开始对柳如是与陈子龙、钱
谦益的姻缘进行考证，十年后方完成他写作时间最长、篇幅
最大的八十万言封笔之作《柳如是别传》。书言：“勺园一
地，乃钱柳姻缘得以成就之枢纽。”柳如是系嘉兴人，自幼聪
慧好学，才气过人。因其文艺才华出类拔萃，获称“秦淮八
艳”之首，列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等之前。八大山人题过
她的画，其书法亦被后人赞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字如其人，挥毫时腕发铁力，乱局中身具铁骨，她曾与诸多民
族志士纵论天下兴亡，抒发政治抱负。明崇祯十三年（1640
年），在勺园养病的柳如是与当时官场失意、赋闲在家的文坛
名士钱谦益相见相识，在钱处于人生最低谷时主动相嫁。崇
祯自缢、清军进京后，柳如是鼓励丈夫支持建立在南京的弘
光小朝廷，出任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兵临南京城下，
南明岌岌可危。柳如是志在践行自己“中原鼎沸，正需大英
雄出而戡乱御侮。如我身为男子，必当救亡图存，以身报国”
的誓言，欲牵手丈夫投水殉国。贪生畏死的钱谦益却苟且
不前，最终被逼下水，又言“水太冷，不能下”，死死托住欲沉
水中的柳如是。旋即他不听柳的苦苦相劝，甘愿降清，赴北
京做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半年后终受执意留守南
京的柳如是感召，称病辞归。清顺治四年（1647年），钱因
反清案受牵连入狱，家人一筹莫展，只会唉声叹气，无一人
敢言施救。柳如是临危挺身而出，四处奔走，救钱出囹圄，
并鼓励其与抵清将领联络，从事复明活动。后钱谦益去世，
族人欲夺家产，柳如是以命相搏，做出门前自缢的壮烈之
举，用大无畏气概吓退恶棍，将生命定格于46岁。
明清交替动乱之世，集侠气、才气、骨气于一身的柳如是

无疑显示了一种大义凛然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
怀。反清革命家徐天啸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妇女通史”的
《神州女子新史》中赞柳“其志操之高洁，其举动之慷慨，其言
辞之委婉而激烈，非真爱国者不能”。同为嘉兴人的王国维
则赋诗赞柳：“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
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述说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包
括柳夫钱谦益在内的那些屈膝变节之士大夫，论气节与操
守，又有几人能比肩那个所谓“下贱”的歌妓？

仿佛就在不经意间，于人生的三个阶段巧遇三个不同
的园。历史上的静园并不平静，曾见证变幻莫测的时代风
云；个园确有个性，愿天下园林都能造出让人记得住且耐寻
味的鲜明个性；勺园则可助我们舀取深湖之一勺，凝望晶莹
的滴水，去透视比天空海洋更为奇丽的人心……

据报道，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将于2025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
部法律的修订，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文物保护
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中国文物保护事
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回望历史，有一部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对文物保护产生过深远
影响的书籍，这就是《全国建筑文物简目》。
《全国建筑文物简目》的编纂，源于1948

年底北平解放前夕的紧迫任务。面对即将
可能到来的战斗，如何保护北平这座历史名
城中的众多建筑文物，成为党中央和各界有
识之士认真考虑的问题。一生致力于保护
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的建筑史学家梁思成，
在二战期间曾有过为国民政府及盟军编制
敌占区文物建筑名单的经验。1945年编制
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也对后
来《全国建筑文物简目》在成书体例和保护
项目选定上起到了参考作用。受党中央委
托，梁思成的挚友、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张
奚若带领解放军干部拜访梁思成，请他在地
图上标注北平重要古建文物的位置，以防在
战争中遭受炮火毁灭。梁思成欣然允诺并
严谨圈画完成“北平重点文物图”。此后不
久，为在解放战争中保护祖国各地的文化遗
产，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带领下，中国建筑
研究所的同仁们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又应约完成了“简目”编写工作。

据了解，“简目”有三个版本，首版即
1949年 3月的刻印本。此版“简目”全称为
《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书名在封面上
方，为横排空心字，字间有方框相隔。相较
于后版，书名多出“重要”二字。第二版为
1949年6月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
处印行，出版信息置于书籍内页并用线条框
起。第三版改由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文
化部文物局于1950年5月印行，与前版相比，
在文首增添了“重印说明”，特意强调“普遍
发给全国各级政府，使其知道各该管境内有
些什么古文物及古建筑，以便加意保护”，并
针对划省分县、省县名称的变化梳理后附对
照表。后版封面改为竖排汉隶体字，与书名
交叠的装饰有汉乐舞画像石刻图案，横向延伸至封底，凸显古朴典雅风格。

该书编者标注为“国立清华大学 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合设建筑研究
所”。作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于1929年由朱启钤
创办于北平。学社运用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的方法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调查
研究，对当时的大量古建进行测绘并搜集一手资料。抗战时期学社曾迁往
四川宜宾李庄，抗战胜利后学社参与创建清华大学营建系，合办中国建筑研
究所，梁思成任系主任和所长。梁思成的学生、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
家组组长的罗哲文，参与了书籍编写并负责刻写钢板和油印装订，他曾在文
章中回忆编书时查阅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和有关出版物，以及尚未发表
过的调查材料。而各地营造学社还未及调查过的项目，要从中外书刊中查
阅、搜集，全书力求做到简明、清晰、准确。
“简目”涵盖465处建筑文物，分省（市）县两级编排，一级为二十个省和

两市，两市即北平市（第三版改为北京市）和南京市，省内项目通过二级分县
列明，便于读者按地域查找。这些建筑文物包括佛寺、道观、陵墓、桥梁、宫
殿等多种类型，每处项目名称后加注详细地点、文物性质、建筑（重修）年代、
特殊意义价值，以全面描述建筑文物情况。在此基础上，还通过圈数标注了
文物的重要性等级。通常重要者无圈，随圈数增加重要性递增，至四圈为最
重要者。凡带有“※”符号项目，代表中国营造学社曾实地考察过，确保信息
的可靠性。一些地区项目的实地调查比例很高，如北平28处（共33处）、河
南62处（共69处）、四川58处（共64处），在战争频发、交通落后的时代，足以
证明中国营造学社多年的调查功绩。书的附录为《古建筑保养须知》，介绍
了关于古建筑保养的详细方法和建议。文中不仅提到拔草排水、防火通风、
防止鸟害等常规事项，还列举了整理游览茶座、注重厕所卫生等今人称其为
“提升文旅体验度”的前瞻性内容，不仅体现当时学者们的专业素养和对文
物保护的深刻认识，更为后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指导。
“简目”成为中央及各省市确定各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范例和参

考。由于编写历史背景，书中并未涉及当时天津的建筑文物条目，1956年
的“天津市第一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名单”（包括文庙、清真寺、天后宫、玉皇
阁）中未能有所借鉴。但以当今的行政区划来看，书中所列蓟县（今蓟州区）
独乐寺观音阁、独乐寺山门、观音寺白塔和宝坻广济寺（西大寺）三大士殿共
四处为天津境内项目。梁思成对这些项目关注有加，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
音阁山门考》，称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
有之宝物也”，独乐寺这座千年名刹成为举世闻名的古建瑰宝。至于宝坻广
济寺，梁思成也曾悉心考察并撰写《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虽然广济寺
没有被完全保存下来，但在2005年时按照梁思成当年测绘的图纸精心设
计，得以原地复建，并于2007年对外开放，成为颇具规模的仿古建筑群。

作为中国现代最早统计全国重要古建筑目录的专书，《全国建筑文物简
目》虽言简意赅却内涵丰富，以其权威性、专业性和及时性闻名于世。它不
仅见证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起步，更在解放战争硝烟中，为保护建筑文物
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学界有识之士对历史文化的尊重
和保护意识，推动了文物保护工作的规范化和法治化进程，并为当今和未来
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极限运动挑战着生命的极限
和观众心理承受的极限，看似“疯
狂”行为的背后表达了怎样的人生
态度？2015年上映的动作冒险电
影《极盗者》或许能给出些许答案。
《极盗者》讲述的故事有点“无

间道”的味道，探员身份的主角潜入
犯罪团伙中当卧底，竟和敌人产生

了友谊。有意思的是，这帮犯罪分子有点“不务正
业”，除了做坏事，他们一直在秘密进行着看似不可能
完成的危险任务——尾崎八项挑战。“尾崎八项挑战”
是影片针对极限运动的挑战提出的说法，类似“铁人
三项”，其中包含了人们比较熟悉的攀岩和冲浪，也有
不怎么常见的、听上去更刺激的运动——翼装飞行。
被称为“死神运动”的翼装飞行，其受伤和死亡率比高
空跳伞要高出43倍多，即使是世界上最资深的选手
也会有失误，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极限运动危险刺激，要将其搬上大银幕并非易
事。《极盗者》的导演埃里克松·科尔，入行最开始是
在剧组里当摄影师，曾在极限飙车经典电影《速度
与激情》中担任过摄影指导，积累了丰富的极限动

作拍摄经验。当他在银幕上看到《惊爆点》里主人公
乘风破浪的飒爽英姿时被深深打动，由此激发了自
己导演一部极限运动电影的想法。

在绿幕盛行的时代，《极盗者》该怎样拍出极限
运动的疯狂？科尔决定全力实拍。首先，针对不同
的极限运动，他精选了德国、瑞士等10个国家或地
区进行取景；其次，他要求演员尽可能自己完成动
作，不过，大多数惊险动作还得让专业的顶尖极限运
动者完成；再者，为了捕捉极限运动最刺激的瞬间，
科尔费尽心思，比如翼装飞行这场戏，为了能近距离
拍摄到飞行中的人，他采用了“隐形第五人”的手段，
这个“第五人”要以特殊的飞行方式跟随其他四个影
片角色，在保持相对合适距离的同时捕捉镜头。

又要飞又要拍，这种超高难度谁能胜任？科尔
特地邀请屡次刷新翼装飞行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
顶级的翼装飞行世锦赛冠军乔纳森·弗德瑞兹参
与拍摄。作为“隐形第五人”，弗德瑞兹配合剧组进
行了长达两周的测试，五人“跳崖”60多次，才捕捉
到翼装飞行阵列最完美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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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