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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孤星计划》导演徐展雄：

重塑旧上海“谍战风云”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百年前，一群临危受命的青年为

完成一场绝密护送任务，与各方势力

展开了生死搏杀。百年后，导演徐展

雄将这个故事搬上了大银幕，取名

《孤星计划》。

《孤星计划》是一部谍战悬疑电

影，由黄建新监制，任宁担任制片人，

徐展雄执导，王源、张雪迎、梁靖康、

李晨、印小天领衔主演。影片最初源

于徐展雄对一段鲜为人知历史的寻

访。在国共两党合作的背景下，上海

大学为两党培养了大量的文科干部

人才，然而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

裂，这所学校及其师生似乎逐渐淡出

了历史舞台。那些年轻的生命，在紧

随其后的大革命时代中纷纷牺牲，如

同划过夜空的璀璨星辰，虽然短暂，

却留下了永恒的光芒。这些年轻的

生命触动了徐展雄，他说，很想把他

们的故事搬上大银幕。

徐展雄将镜头对准百年前大时

代下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成长与牺

牲，再现了那段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人

和事。电影中的“孤星”不仅是影片

中的一个社团名称，更是贯穿全片的

象征性元素，它象征着那些在历史洪

流中短暂而璀璨的生命，如同影片中

的师生们，在最好的年华里绽放光

芒，即便面临生死考验，也从未放弃

对信仰的坚守。

12月7日，《孤星计划》全国上映。

“孤星社”真实存在过

“孤星”不仅是影片中的一个社

团名称，更是贯穿全片的象征性元

素。徐展雄解释道，“孤星”象征着短

暂而璀璨的生命，如同影片中的师生

们，在最好的年华里绽放光芒，即便

面临生死考验，也从未放弃对信仰的

坚守。

《中国电影报》：电影《孤星计划》

的创作缘起是什么？

徐展雄：其实是在 2021年，当时

我拍摄的《革命者》和黄建新导演的

《1921》同时上映，这两部影片都是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制作

的。之后，黄导的制片人任宁找到

我，提议合作一部新片。她提到一个

关于上海大学的题材，这所学校在上

世纪20年代非常有名，有“南有黄埔，

北有上大”之称。

1924年至1927年，在国共两党合

作的背景下，黄埔军校为两党培养军

事人才，上海大学为两党培养文科干

部人才。当时有许多知名人士在上

海大学教书、在读，但随着国共第一

次合作的破裂，上海大学似乎在历史

上消失了。很多上海大学的学生在

紧随其后的大革命时代牺牲了。他

们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划过了夜

空。这触动了我，我想把这段历史中

的人和故事拍出来。

《中国电影报》：“孤星”在影片中

有什么象征意义？

徐展雄：从历史角度看，电影中

的“孤星社”在上海大学是真实存在

的。而从影片意象来看，星星的短暂

生命和璀璨光芒，就像影片中的师

生，从黑夜中划过，璀璨美丽，却又短

暂。电影中，“孤星社”的领导侯少烈

在片中对“孤星”有过一段阐释，很好

地解读了“孤星”的含义。他说，孤星

只能发出一点点光亮，但在黑夜里，

这一点点微光也能给人们带去希

望。用这一点微光照亮自己，照亮他

人。侯少烈送给每位社员一支带有

星星的笔，象征了他们内心的信仰和

坚持，这也是影片的关键线索。

我看到王源骨子里的能量，

那是与生俱来的

相较以往的谍战片，《孤星计划》

将视角聚焦于大时代下的小人物，通

过他们的故事，再现百年前，临危受

命的青年的成长与牺牲。

在徐展雄看来，小人物更能贴近

当代观众的心灵，让历史与现实产生

微妙的联系。王源饰演工人出身的

青年李一民，就像一张白纸，他的成

长历程与选择，让每一个年轻人从中

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纯洁而勇

敢。如监制黄建新所言：“我们 20岁
的时候都是无比单纯的，当我们单纯

的心被浇灌了以后，就有了一个理

想，而这理想会影响我们一生。”

《中国电影报》：《孤星计划》将视

角聚焦于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这是出

于怎样的考虑？

徐展雄：虚构的小人物更能与当

代观众产生共鸣。历史上的真实人

物往往被史实束缚，而虚构角色则能

更自由地创造和发展。例如，王源饰

演的李一民就是一个具有代入性的

人物角色，他纯洁得像一张白纸，他

从重庆顺江而下，来到大城市上海打

拼，与当下许多年轻人的选择是一样

的，他的所见所感，与年轻观众所进

入的视角也是一样的。他的选择能

与观众产生共情。

《中国电影报》：如何解读电影中

李一民、丁梦华、许天平三人的关系？

徐展雄：我跟演员们第一次剧本

围读时，就阐述了这三个主要人物：

李一民如同一张白纸；许天平则是月

亮，经历阴晴圆缺，其变化与摇摆受

制于时代与家庭；而丁梦华，她是太

阳，拥有巨大的能量，是全片的主题

性角色。她以自身的能量和信仰，引

领并改变着周围的人，不断释放光

芒，普照大地。

因此，影片中所有主题性的话语

均出自丁梦华之口，诸如“我们虽然

不能改变自己的过去，但是我们能改

变自己的未来”，以及在学校遭遇冲

击前夕，她对众人说的“我相信，信仰

会让我们再次相逢”。这些话语体现

了她的信仰本质，她就像太阳一样，

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

《中国电影报》：为什么选择王源

来饰演李一民这个角色？在您看来，

他契合了人物身上的哪些特质？

徐展雄：我需要的是一张白纸，

王源无论是从角色层面还是演员层

面都符合这个要求。王源之前的表

演经验不多，但正是这种纯洁和单纯

使他适合这个角色。他越是纯洁，越

是单纯，就越能反射出他所面临的时

代和城市的复杂。

在邀请王源出演这个角色前，我

看过他在《地久天长》中的表演，我看

到了一个叛逆的儿子，也看到了他骨

子里的能量，那是与生俱来的，是从

内而外的爆发。这是李一民这个角

色所需要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王源

是李一民的不二人选。

《中国电影报》：片中有一场王源

受刑的戏份，这场戏拍摄时遇到过较

大挑战吗？

徐展雄：那场受刑戏，王源饰演

的李一民被绑在十字架上，打的是侧

逆光，那是一个被献祭的造型。开拍

前，我们想了各种酷刑方式，最后选

择了用电刑来表现国民党反动派的

凶残。

我们遇到的最大难点在于谁都

不知道电击的真实体验是怎样的，是

全身抽搐，还是口吐白沫，只能靠想

象。我确实不知道王源会演成什么

样，完全是交给演员去完成的。王源

非常敬业，他不断回看和调整自己的

表演，每次重来，都要往他身上洒凉

水，我们拍了很多条才最终完成，最

后剪辑出的这一点点，是现场拍摄的

九牛一毛。

《中国电影报》：影片中有很多细

节设计，比如李一民和梦华在影院接

头时，银幕上放映的《劳工之爱情》，

这是特意安排的吗？

徐展雄：是的，我们挑选了很多

影片，最终选择了《劳工之爱情》。有

两个原因，一是《劳工之爱情》是那个

时代的影片，影院确实会放映；二是

它讲述的是劳工的爱情故事，而李一

民恰好是工人阶级。

《劳工之爱情》放映的电影院有

着双重意义，它既是行动的接头地

点，也是人物情感重逢的地点。影片

后半段，李一民从狱中逃出后第一个

回到的地方就是电影院，这里是他和

丁梦华重逢的地方，而如今，斯人已

逝。他又看到了这部电影，他回过

头，看到了那束光，他想起了第一次

与丁梦华在学校相遇的情景，两人隔

着楼，丁梦华用手电筒的光照亮他的

一刻，那一刻，他的情绪崩溃了。

《劳工之爱情》是一部带有喜剧

色彩的爱情片，片中放映的桥段也是

《劳工之爱情》的喜剧段落，这是我们

精心挑选过的。我想用片中观众的

哈哈大笑，来衬托李一民的悲伤。

搭两万平米街景，复原真实

旧上海

《孤星计划》的故事背景设定在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一座被白色

恐怖笼罩的城市。徐展雄说：“我们

想展现一个真实的旧上海，一个既有

灯红酒绿，也有残败恐怖的老上海。”

为了精准再现旧上海风貌，剧组搭建

起两万平米的老上海街景。他们用

原始的工艺复原内外墙面的细节，用

逐块凑齐的红砖砌起阳光下不会穿

帮的墙，用逐个特制的彩色玻璃拼出

光彩四溢的窗户。在“一砖一窗”间，

整个场景拥有了时代的脉动。

《中国电影报》：《孤星计划》拍摄

时，为何选择搭建两万平方米的老上

海场景，而不是使用现成的影视基

地？

徐展雄：我们想要还原一个真实

的旧上海，现有影视基地的老上海场

景过于华丽，而李一民这批人，他们

生活的不是那样的上海，他们生活在

工人区，生活在上海的背面。这样的

上海，是很多人没有见过的，它没有

灯红酒绿、十里洋场，但它又是真实

存在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搭建上

海的工人区，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庞大

的工人区存在，才支撑了那个十里洋

场的上海。我们想要展示的是这座

城市的一体两面，但这个城市的背

面，在影视作品中是鲜有展现，需要

自己去搭景。我们通过灯光、美术做

出了一个残败的、恐怖的上海，路人

随时会被搜身，街道上随处可见垃

圾、火堆，整座城市散发出被暴力屠

杀的恐怖氛围感。

《中国电影报》：影片在某个时间

节点上，影调风格出现较大变化，这

是刻意为之吗？

徐展雄：从某种程度上讲，影片

中的角色均带有象征意义。故事背

景设定在国共从合作到分裂的时期，

这必然涉及两边的变化过程，一方亲

共，一方亲国。随着历史的发展，双

方从最初的紧密合作逐渐走向分裂，

就像原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

家人，在某个历史节点上各奔东西。

具体到时间节点，1924年是李一

民进入上海大学的年份，那时正值他

们美好的青春年华，影片前半部分因

此采用如梦如幻的影调风格，以展现

那段灿烂时光。而到了1927年，随着

国共分裂，影片后半部分的影调则转

为恐怖与肃杀，通过刻意区分前后两

段的影调风格，来体现从国共合作到

分裂的剧变。

《中国电影报》：拍摄完《孤星计

划》后，您有什么新的创作打算？

徐展雄：我一直在筹备一部新的

电影，具体细节还不方便透露。总的

来说，我还是会坚持拍自己喜欢的作

品，同时也会考虑观众的需求和市场

的变化。

本报讯 12月 10日，杜比实验室

宣布，英皇电影城将成为中国首家采

用全新“杜比视界+杜比全景声”相结

合的解决方案的影城品牌，为其自有

影厅带来优质的视听体验。英皇电

影城将率先在其位于北京三里屯太

古里新店中采用这一全新解决方案。

通过为高端影厅配备“杜比视

界+杜比全景声”解决方案，电影院

线可以用全新的方式为电影观众呈

现杜比体验。英皇电影城计划于

2025年首先为其北京三里屯太古里

店升级“杜比视界+杜比全景声”解

决方案。

杜比视界的卓越画质与杜比全

景声沉浸式音频强强结合，能够让电

影创作者和电影观众沉醉于具有变

革意义的影院体验中，让观众能够真

正身临其境地感受电影故事。

杜比实验室全球影院销售副总

裁 Michael Archer 表示：“如今，中国

消费者对于高品质沉浸式娱乐体验

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我们非常期待与英皇电影城合作，将

‘杜比视界+杜比全景声’相结合的沉

浸式视听魅力带到中国，首先带到北

京，让更多电影观众因为杜比体验，

更加热爱电影。”

自问世以来，杜比视界和杜比全

景声重新定义了高端观影体验，帮助

电影人实现创意愿景，让观众深深融

入银幕中的世界和角色，这其中也包

括在众多电影的全球首映礼上的观

影体验。超过 600 部故事影片已经

或确认将采用杜比视界和杜比全景

声发行，包括过去一年的票房大热影

片，如《沙丘 2》《芭比》《银河护卫队

3》《蜘蛛侠：纵横宇宙》，以及票房最

高的国产热门电影，如《长津湖》《满

江红》《流浪地球》《唐人街探案 3》《你

好，李焕英》《热辣滚烫》等。

（赵丽）

电影《盛极一时的爱情》已于 12
月 10日全国艺联专线上映。该片是

导演李冉的长片首作，影片围绕当代

女性的困境、抉择与成长等多个热议

话题展开。在采访中，李冉展现出了

极佳的条理性，这可能与她先前的法

学学习背景有关。究竟是什么促使

一位清华大学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转

而成为电影导演呢？或许对她而言，

拍电影就像影片中所探讨的寻找真

实自我一样，她也开启了一段自我探

索的旅程。

这部电影是我人生选择的自传

李冉坦言，这部电影是她人生选

择的自传。作为一个符合大人期待

的乖孩子，李冉从清华大学法学专业

毕业后，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攻读法

律硕士，按照以上求学路径，李冉原

本应成为一名法律从业者，然而命运

的齿轮却发生了微妙的偏移。在接

触到了很多艺术家和欧洲的独立电

影文化后，李冉突然意识到她或许可

以成为一名电影人。于是，她申请了

布拉格的一所电影学校深造电影，学

习拍摄剧情片。从电影学校毕业后，

李冉尝试拍摄了一部短片《露西亚》，

讲述了一名 16岁的乡村女孩露西亚

和男友之间的故事，短片在海内外电

影节上都收获了很好的反响，这增强

了李冉成为职业导演的信心。

2016年，当李冉从布拉格毕业回

到北京时，她发现国内的朋友都过着

非常稳定、体面的生活。但令她意外

的是，这些朋友却很羡慕她能自由追

寻电影梦想。她能感觉到身边的女

性朋友虽然有着较好的生活，却不甘

于平凡生活的束缚。受此启发，李冉

创作了该片，试图呈现和探讨女性面

临的情感困境和寻找自我的旅程。

通过电影发现真实的自我

作为新人导演，李冉的首部长片

确实也遇到不少困难。从融资到拍

摄都经历了许多难题，在发行上，她

发现“近几年，大家的观影习惯产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更愿意在手

机上看短视频，不愿意去电影院了”。

此次，影片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

盟与观众见面，期望能够吸引更多的

志同道合之士，与之产生共鸣。

《盛极一时的爱情》的结局是一

个开放式结局。对于电影结局，李冉

坦言，人在变，事情在变，所有的结局

都不是终局，把人们推向真正的成熟

和自由的，是勇于改变的决心和与之

而来的痛苦磨炼。这也正是李冉想

要通过影片所传达的，“不要惧怕试

错和变化，只有拥抱各种可能性，才

能打开思维的窗户，逐渐发现真实的

自我。”

作为已有长片电影创作经历的导

演，李冉分享了一些她的感受：“导演

一定要有非常强烈的表达欲，因为拍

摄过程的艰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如

果你想要去做，就不要思前想后，没有

最好的时机，你要立即行动起来。”

本报讯 由魏泇丞、杜晓宇导演，

费翔、左凌峰、傅菁领衔主演，马东锡、

宋小宝特别主演，黄小蕾、黄才伦特别

出演，史策、杜晓宇主演的贺岁喜剧

《窗前明月，咣！》近日宣布定档 12月
31日，并发布“奇咖笑聚”版定档海报

及“咣咣乱套”版预告。

影片讲述了金牌律师胡恭平（费

翔 饰）与情人佘小漫（傅菁 饰）幽会

时，房间突然天降一具“尸体”（宋小

宝 饰），胡恭平喊来冤种助理朱士奇

（左凌峰 饰）帮忙，却不想惊慌中脱口

而出的数个谎言引发了一连串乱子。

《窗前明月，咣！》是费翔、马东锡、

宋小宝三人首次合作，定档海报上，费

翔一副泰然自若、一切尽在掌握的风

流模样；而在他身后，马东锡已经开启

“战斗模式”，恶狠狠地盯着前方，随时

准备着出拳；宋小宝则一脸窘态地晃

坐在轮椅上，也让观众对其身前身后

的荒诞经历浮想联翩；左凌峰双手拿

着电话听筒自顾不暇，这场‘闹剧’让

他进退两难；傅菁摇晃着酒杯优雅地

在窗边欣赏着这出好戏。这一荒唐夜

晚，窗前佳人有约，五人“奇”聚各显神

通，上演好戏连连，俏皮诙谐、喜感十

足的海报风格也让观众提前感受到了

岁末专属的欢乐氛围。

《窗前明月，咣！》由无锡贵映木

水、东阳首嘉、上海淘票票、华夏电影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出品。

（杜思梦）

本 报 讯 由 新 创 华 授 权 ，

GuGuGuGu出品的“名侦探柯南连载

30周年纪念展”北京站近日宣布将

于 12月 21日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开

幕。

由青山刚昌创作的漫画《名侦

探柯南》已连载30周年。30年间，漫

画《名侦探柯南》风靡全球，吸引并

积累了全球众多粉丝，成为享誉全

世界的知名漫画 IP。
“名侦探柯南连载 30周年纪念

展”是为庆祝《名侦探柯南》漫画连

载 30周年特别举办的巡回展览，此

次北京站将 1比 1复刻日本原展内

容与场景，在展览的 6大主题展区

里，各位柯迷可以尽情回顾《名侦探

柯南》漫画中各种高光时刻，身临其

境地与自己喜欢的角色开启一场

“真相之旅”。更有青山刚昌创作心

路历程大揭秘，探索幕后不为人知

的辉煌篇章。

（杜思梦）

“名侦探柯南连载30周年纪念展”
北京站即将开启

喜剧电影《窗前明月，咣！》定档跨年

《盛极一时的爱情》导演李冉：

通过电影发现真实自我

英皇电影城将采用
全新杜比视界和杜比全景声解决方案

■文/彭康婧 李佳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