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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大海战》
承载一种文化自觉
本报记者专访著名导演冯小宁
记者 孙婷

由著名导演冯小宁执导，陆毅、夏雨、孙海英、吕丽萍、杨立新、郭家铭等主演的中国第一

部海战片《甲午大海战》日前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了。昨日，在对导演冯小宁的采访中记者

得知，该片预计将于明年春季与观众见面。对于即将在合肥举办的金鸡百花电影节，冯导说：

“金鸡节是第一次在合肥举办，《甲午大海战》作为安徽出产的重点影片，这次不能在电影节上

给观众展示部分的拍摄效果，是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甲午大海战》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

次尝试大场景海战的影片，可以说是无前人尝试，

其特技制作难度之大可以想象，可大多数场景冯

导还是用实景拍摄，“比如五月份在合肥巢湖水面

拍摄的戏份，虽然只有几个场景的容量，但拍了很

长时间，只是为了更加真实。我们要尽可能地用

实景，营造真实感，不完全依赖于特技，这也是《甲

午大海战》的一个特点。”

谈到演员，冯导对几位主演赞不绝口，尤其

是陆毅，“非常优秀，他的造型所带来的感觉绝

不亚于当年的李默然，也比李默然多了一份英

气。”

采访中，冯导也透露张艺谋的新片《金陵十

三钗》也许会来电影节上做展示。“《金陵十三

钗》是2009年开始策划筹备，比《甲午大海战》早

一年多，如今正好后期制作完。而《甲午大海

战》在秋收的时候还赶拍了最后一

个镜头，估计明年才能来安徽做全

面展示。我们原来也没想过今年

（电影节）正好在合肥举办，否则，这部安徽的大

片在电影节上应该要给观众透露和展示。我想

通过《市场星报》，向关心《甲午大海战》的安徽

朋友们表示遗憾。”

虽然这部安徽的大片不能在电影节上“露

面”，冯导透露他本人却有可能来合肥，届时将为

某个奖项颁奖。

《甲午大海战》的目的就是打造一个

让年轻一代看了能记住一辈子的电影，

能够对他们的人生，甚至后代产生影响，

这个影响是什么？冯小宁说：“就是人的

这种奋斗精神、不屈服于困境的昂扬之

气，这种精神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

都是不可或缺的。”

冯导还透露：“在我的这次拍摄当中，接触过

一些海军军官，其中一位如今已是上校，他告诉

我，当年走上海军这条路，正是《北洋水师》所带

给他的振奋和励志。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也需要

担负起责任，如果我们只是在烂片中满足于娱

乐，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观众。年轻人应

该在他的文化行为中，思考自己的人生和定

位。《甲午大海战》所承载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自

觉，也正是在这点上，安徽出版集团总裁、时代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亚非，时代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海明以及安徽出

版集团其他几位领导，恰巧和我们有共同的看

法，我们电影的生产和他们投资的目的，都有这

种‘文化自觉’，才促使了《甲午大海战》的拍摄，

这也正是这部影片值得观众期待的地方。”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说到底中国电影

的创作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冯导接着说：“从

前几年以票房为准，到现在完全以票房为准

是错误的，而我觉得文化创作始终应该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而文化自觉实际上就是一

种社会效益、社会责任。二十年来，我的创作

标准一直坚持首先好看，第二感人。好看了，

必然有大众，必然卖得好；感人了，必然有思

想内涵、情感内涵。几十年来，口碑好的电

影，一定都是感人的电影。而那些假大空的

电影，利用炒作的手段，在当时很火爆，但是

都是过眼烟云，很快被观众忘记。”

谈创作标准：“二十年不变：好看+感人”

谈影片：“《甲午大海战》承载一种文化自觉”

谈金鸡百花：“作为安徽大片，不能来很遗憾”

谈特技：“力求真实，不依赖特技”

采访冯小宁导演也是

第二次了。今年 5 月份，于

冯导下榻的合肥奥体中心

酒店采访他，当时正值某明

星的演唱会在奥体中心举

行。屋外演唱会上的尖叫

声一片，采访还没有开始，

冯小宁的第一句话便是：

“你觉得这有意思吗？你会

来听这样的歌会吗？”木讷

如我没有回答，他接着说：

“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怕，随

便一个人都能成为他们的

偶像，而那些明星其实是和

我们一样的，他们私底下都

是凡人。”

本次采访，他依然揪心

于 现 在 青 年 人 的 信 仰 问

题。冯导说，年轻人最起码

应该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

而活。“现在的年轻人真应

该去看看100年前的中国青

年是怎么做的，如果论学

历，那时候他们差不多都是

初中毕业，但在国家危急的

时候，他们的选择都让他们

配得上称为栋梁之才，而现

在的年轻人呢，都是高学

历，在他们的文化选择中却

很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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