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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第一次的离别》导演王丽娜

求学湖南，给她的电影带来了什么
电影《第一次的离别》

占尽了无数个“第一”。疫
情之后，第一部全国上映
的电影，第一部全部由“素
人”（没有拍摄经历的普通
人）参演的电影，第一部
全程“维语”对话的电影，
青年导演王丽娜的第一部
作品。

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
“第一”，它不仅相继斩获
了第 69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新生代单元国际评审团最
佳影片、第 31 届东京国际
电影节亚州未来单元最佳
影片、第 43 届香港国际电
影节火鸟电影大奖等多个
重量级奖项，连一向严苛
的姜文，在为它颁奖时也
称赞：作为处女作，它近
乎完美！

在刚刚过去的影视寒
冬里，《第一次的离别》轻
松走向国际。作为创作了
多个“第一”的女性导演，
王 丽 娜 也 由 此 声 名 鹊 起。
尤其，当这部以西北为背
景的电影进入湖南观众的
视野时，有影迷发现，影
片透着南方的细腻与温润。
再一打听，哦，原来这个
成长于西北的年轻导演竟
然毕业于湖南湘南学院新
闻专业。于是，有人开始
好奇，从新闻领域走进影
视圈，大学生涯给了王丽
娜怎样的艺术启蒙？秀美
丰润的湘南又带给了这个
西北姑娘怎样的熏陶和启
发？ 7 月 28 日，王丽娜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谈起了
自己的湖南求学经历，虽
是简单叙述，却充满了丰
富的画面感，如同她电影
里的镜头……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没有“流量”明星，演员还

都是“素人”；没有知名导演，而

且还是处女作；没有故事噱头，

甚至连戏剧冲突也不强烈。这

样的“文艺”电影放在以往，也

许不会被大众熟知，然而，作为

影院复工第一天在全国上映的电

影，《第一次的离别》显得应景

而熨帖。

“在第一次与电影院经历这

么长时间的离别后，人们也需要

被这样一部带着一点疼痛和困

境，但又纯真美好抱有希望的影

片温暖、治愈。”影片监制秦晓

宇说。

整体来说，这是一部讲述童

年的电影。故事发生在新疆阿克

苏地区的沙雅县，一个位于塔克

拉玛干沙漠的县城。这里拥有世

界上最大的胡杨林，几个孩子就

生活穿梭在这片沙漠之中。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叫艾萨的

男孩照顾生病的妈妈以及和一

个叫凯丽的女孩之间纯真的友

谊，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面临各

种美好，也面临必须面对的离别。

艾萨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医

生，治愈妈妈。扮演艾萨的孩子

就叫艾萨，电影中的故事也大多

就是他的故事。没有一名专业演

员，孩子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拍了

一部电影，不论是孩子还是老人，

都是跟随着王丽娜自然而然地完

成了表演。 

故事的发生地，也是王丽娜

的故乡，她居住的库木托卡依村

距离影片小主人公艾萨和凯丽姐

弟居住的村子只有 30 分钟车程。

读研期间，她回到故乡，惊讶于

从小熟悉的景色在她心目中激荡

出了不一样的情感。于是，她开

始拍摄三个孩子的童年时光。王

丽娜陪伴了他们一年，吃住在一

起，用摄像机观察他们，孩子们

也基本当镜头不存在。就这样，

积攒了维语翻译过来的素材共

60 万字。

原本，王丽娜的野心很大，

打算拍 10 年，用纪录片的形式

去记录孩子的成长。后来毕业了，

她要先找份工作，于是便到了大

象电影应聘导演助理。同样拍

摄纪录片出名的导演秦晓宇在看

完她的南疆素材后非常惊喜，马

上带着她去见了“大象”的创始

人。在停电的烛光下，他们最终

作为疫情后首部全国上映的

电影，《第一次的离别》关注度

很高，但在各大平台上，评分却

不尽如人意。在豆瓣上，该影片

评分 7.2，在淘票票上，评分为

7.1。

观众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

几乎毁誉参半。有的人盛赞这部

电影是“年度惊喜”，充满诗意，

也有人认为剧情太弱，很平庸。

对于这样的评价，王丽娜并

没有站在艺术的高度去辩解。她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电影

放映后，她会很认真的去看大家

的评论。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

她都很开心，因为都是一种关

注。“每个片子都有自己的观众，

而我也有自己讲故事的风格和方

式，我更愿意去做一个‘诗意’

的电影。”王丽娜说，在读书时，

就有老师告诉她，“诗歌式的电

影更长久”。

导演淡定，几位登上全国各

大荧幕的小主演更加淡定。这

阵子，王丽娜的第二部作品《村

庄的音乐》正在沙雅县拍摄。她

依旧和“艾萨”“凯丽”住在一起，

影片中的小学生，现在已经是半

大不小的初中少年，但却因为故

乡淳朴的环境，保留了那份纯真。

“她们也会玩手机、看电视，知

道电影正在上映，但是她们的生

活节奏和生活态度并没有因此有

一点点改变。”王丽娜说，影片

方要主演们签名，凯丽觉得在自

己的头像上写名字很新奇，将海

一部难上加难的电影

“我写剧本不能坐在家里，

必须要走出去，寻找真实的底

色。”王丽娜说，这也是她在湖

南读大学时养成的习惯。

2007 年至 2010 年，王丽娜

在湖南湘南学院修读新闻本科。

在此之前，她只熟悉西北。所

以刚来到郴州时，马上就被眼

前的景色触动，“满眼都是绿色，

电影背后的“湘西奇遇记”
山清水秀，一年四季，好像永

远都是春天，永远都有绿意”。

大学里，王丽娜十分活跃，

参加了学校的广播社团，编辑

主持一档文学节目，因此阅读

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段阅读

经历也让她开始关注“人”。后

来她又担任了一本校园杂志的

负责人，这使她获得了多次到

湘西苗乡采风的机会，“关注问

题少年、留守儿童等，也就是

这时候开始的”。

王丽娜清楚地记得，在湘西，

她遇见了一个旧社会过来的“压

寨夫人”，十几岁时丈夫就死了，

“她一直守寡，同时写着女书表

达对丈夫的思念”。

多年后，王丽娜坐在《第一

次的离别》电影作曲人文子的

车上，听到一首文子自创的歌

曲《听说》，听着听着，她对文

子说：“我想起了一个人。”

“谁？”文子问。

“湘西的一个压寨夫人。”

听到这里，文子张大了嘴巴，

十分吃惊。原来这首歌，正是

文子写给这位湘西女子的。两

人都没有想到，彼此竟然会在

正在拍摄的第二部电影

拍板，把这个毕业生拍摄的纪

录片改成剧情片。

“少数民族题材，难；儿童

电影，难。想要挑战难上加难的，

还是个零经验的年轻人。”影片

出品方、上海易腾影视媒介负

责人肖副球接受采访时，回忆

了影片摄制的艰难。当年，整

个拍摄团队只有 5 人，每人都

身兼数职。比如王丽娜的研究

生导师李勇，就担任影片的摄

影师、灯光师和司机。

“只有 5 个人进行拍摄，一

方面是因为成本，更重要的也

是因为怕阵仗太大，把孩子们

吓到了。”王丽娜说，她花了一

年时间，好不容易让孩子们熟

悉摄像机旁观的生活，她不想

打破这种真实的质感。

也正因为这种真实，让不

少观影者惊叹 ：“分不清是真实

故事，还是虚构。”对于这种用

拍纪录片的形式拍“剧情电影”

的方式，豆瓣上有人评价王丽

娜是在“刀尖上跳舞”。

不同的年份，去到同一个地方，

了解同一个故事，又在另一个

时间点，通过音乐连接起来。

更没想到的是，《第一次的离

别》竟然会与湖南有这么多千

丝万缕的缘分。

“所以真实的故事、情感是

可以通过艺术来共同感知的。”

王丽娜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去年起，她和团队就已经

在拍摄张家界一个养老院的故

事，以后也会做成电影或者纪

录片和大家见面。“具体是什

么故事，现在还不方便透露。”

报铺满整整一张床，然后对王

丽娜说 ：“我是海报里开出的一

朵花。”

现在，除了《第一次的离别》

后续宣传事宜，王丽娜最重要

的事，就是完成献给故乡的第

二部作品《村庄的音乐》，这同

样是一个具有真实底色的故事。

村庄里绵延的家族，少数民族

音乐带出的人性力量……

“我心目中理想的电影就是

纪实，不是 拍 摄手法的纪实，

而是通过真实地重建和讲述生

活的方式，让观众成为认知生

活的参与者。”王丽娜的认知，

正如 法国 著 名导 演 戈 达 尔所

言——伟大的故事片电影都接

近于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