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线电影《挑山》在泰安开拍

任达华娄艺潇演绎泰山挑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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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薛瑞 侯海燕 江焕冉

12月19日，院线电影《挑山》
在泰安天地广场举行开机仪式。

《挑山》剧组将在泰安开始为期45
天的拍摄。开机仪式当天，影片
主演任达华、娄艺潇、李菁、赵燕
国彰等演员悉数到场。作为土生
土长的泰安人，导演郑春雨历经
十年打磨剧本，如今他想以影像
形式把泰山挑山工群体永远记
录下来。

“历经抗美援朝战火洗礼，
他转业回到家乡泰山脚下，照顾
牺牲战友年迈的母亲，成为一名
自食其力的泰山挑山工……”电
影《挑山》将以电影、影像形式，
把泰山挑山工群体记录下来。本
片主演任达华在开机仪式上说，

“虽然拍摄是在严冬进行，但我
们也会学习挑山工不畏困难、勇
挑重担的精神，将铅华褪去，色
彩隐掉，回归泰山本真的状态，
展现泰山筋骨！把泰山的正能量
传递出去。”演员娄艺潇则说，

“我一定好好学习泰山挑山工的
精神，通过大银幕的形式弘扬正
能量。”

15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在泰山三里屯见到了郑春雨
导演。据了解，电影《挑山》的拍
摄全部在泰安取景，主要取景地
为泰山红门、十八盘、碧霞祠等
代表性景点，三里屯内搭建影棚
进行内景拍摄，届时泰安一些老

的街景会出现在电影之中。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电影

《挑山》从想法诞生到落地实施，
已经有十余年时间。导演郑春雨
出生、成长于泰山脚下的财源
街，1987年机缘巧合下涉足影视
行业，前往北京工作发展，后加
入冯小刚团队担任执行导演，编
剧、导演过《爱情呼叫转移2》《十
月围城》《夜宴》《集结号》《钱学

森》等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影
片。

2006年，电影《集结号》正在
紧张拍摄中，在给演员张涵予做
造型时，当时张涵予的形象让郑
春雨想起了自己童年上学时经
常见到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决
定，今后一定要写出这么一个人
物。“我最早是运动员出身，作为
基础训练，冬天每周都有两次从
红门跑到山顶，沿途见到太多的
挑山工，跑累的时候看看他们，
当时心里就想我还得往上，一定
要继续往上。”

几个原型相结合，让他有了
拍摄电影《挑山》的思路构架。为
了塑造更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
2007年郑春雨跟拍一位泰山挑山
工。挑山工师傅内向寡言，郑春
雨就每天背上牛肉和酒，跟师傅
走一样的路线，爬到山顶再一起
吃午饭、聊天。一个多月下来，俩
人越聊越近，郑春雨心里的人物
也更清晰明朗。与泰山挑山工的
多年接触，对郑春雨自己的人生
影响很大，给了他向上、坚韧不

拔的力量，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深刻。

今年郑春雨决定开始拍这
部电影，“我觉得时机到了。疫情
期间那么多人牺牲小我奔波在
战疫一线，现在大家普遍认识
到，泰山挑山工不只是山里的挑
夫，各行各业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的人，都是挑山工形象的缩影。”

如今泰山挑山工群体变小
了，郑春雨迫切希望以电影、影
像形式，把泰山挑山工群体永远
记录下来，“拍了三十多年电影，
这是第一次在山东拍，我希望以
泰安市民的身份，做点泰安人该
做的事。”郑春雨说，回归家乡让
他感到开心，他也希望能借这次
机会为家乡做好宣传。

据了解，作为建党百年献礼
片，电影《挑山》将深入挖掘新时
代泰山挑山工的感人故事，展现
共产党人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影片主
创团队在泰安拍摄期间还将深
入生活，让剧本内容更加真实并
富有生活气息。

《挑山》主要演员在开机仪式上与观众见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汪泷 康岩
通讯员 陈曙光

巡演到曲阜

与至圣先师“面对面对话”

今年9月28日，也正是孔子诞
辰2571周年之际，由山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出品、著名艺术家张继
钢执导、山东省话剧院倾力打造
的话剧《孔子》，在山东省会大剧
院进行了世界首演，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全程记录报道了该剧创排
演的精彩历程。时隔两月有余，在
中共曲阜市委宣传部、曲阜市文
化和旅游局的积极协调下，经过
总导演张继钢及全体演职人员的
精心筹备，略有调整的“巡演版”

《孔子》成功登陆曲阜会展中心。
15日当晚，象征着春秋时期

的车轮、竹简、笔墨，在意境悠远
的满月的点缀下，交融了古意与
现代的交响配乐，以及高古之风
的华彩霓裳、变化多端的舞台场
景转换……让曲阜的观众仿佛置
身于两千多年前的古老曲阜，走
过青砖灰瓦的街巷，聆听杏坛的
朗朗书声，抑或是在孔家大门口
栽植下一棵柏树幼苗，静待它穿
越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见
证儒家思想的兴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主办方了解到，在执行疫情防控
要求的75%上座率的前提下，话
剧《孔子》三天三场，几乎场场“满
座”。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演出中，
无论是孔子吟诵出那些流传千年
的至理名言，还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经典故事，都让现场爆发出雷
鸣般的掌声。

据主创团队相关人员介绍，
2018年5月下旬，话剧《孔子》的创
作人员第一次来到曲阜，拜谒孔
府、孔庙、孔林，寻访尼山圣境，走
进孔子大学堂，还参观了孔子出
生的夫子洞和晚年居住的茅草
屋。张继钢导演曾深有感触地说：
这才是孔子真实生活的地方，是
在这里诞生了孔子的伟大思想。

在孔子故里演出《孔子》，意
义非凡。因为这块土地曾是养育
孔子和孔子成为教育家、政治家、

思想家的地方。是话剧《孔子》唤
醒了这里的人们，还是这方土地
印证了话剧《孔子》的诗思？这里
的人们的认知很重要。

观众盛赞

孔子走入“寻常百姓家”

首场演出结束后，来自青海
西宁的观众赵鹏朝告诉记者，因
为此前就了解到话剧《孔子》要在
曲阜上演，酷爱儒家文化的他是
专程赶过来购票观看的。

“我觉得《孔子》是对原有艺
术类型的突破，更平易近人，更富
有真情实感，更丰富多元！”在赵
鹏朝看来，司马迁和小孔丘的出
现演绎了三个哲学命题的问与
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
里去？“观看演出之前，我又特意
去了趟孔庙。”赵鹏朝说，那里有
横跨两千五百年历史时期的石
碑、殿阁、故事，其实也是在给世
人解答孔子是谁、他从哪里来、要
到哪里去。“恍如隔世却又历历在
目，那句‘他死不了，这些人不让
他死’让人泪流满面。而这句话，
不正是我们走进剧场的理由吗？”

同样感受颇深的，还有不少
曲阜本地观众。对于在家门口看
过许多版本的“孔子”剧目的他们
而言，话剧《孔子》让人们印象中
端坐在神坛上的孔子走入“寻常
百姓家”，更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人。观众何先生在演出间隙对记
者说，他在每一个章节中都能看
到孔子非常真实的一面，“无论是
施行仁政的时候，还是周游列国
的时候，孔子的很多言行表现出
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作为一个
人该有的困惑、无奈、悲伤，或者
是喜悦。”

也有观众对该剧表演形式的
创新印象深刻，“阳货与赖三的对
话贯穿全剧，让整部剧更加连贯，
而且两人之间的对白也让许多故
事更加通俗易懂。”观众曹璐说，
尤其是剧中的一些对话很“现
代”，“初听之下可能有些不适应，
但全剧看下来就会感觉到这样的
效果让这部历史剧距离我们更
近，用观众更容易理解的话语来
表现，也让儒家文化变得更接地
气。”

12月15日至17日，山东省重点舞台艺术创作项目——— 话剧《孔子》在济
南成功首演后，来到孔子故里曲阜连演三天。这场文化盛宴，不仅让该剧
的演职人员们激动地说出“我们带夫子回家了”，也让曲阜的观众在家门
口跨越两千多年的时空，与至圣先师孔子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

“夫子”回家
跨越两千年时空对话

话剧《孔子》曲阜连演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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