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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玫：我的梦

恐怕连胡玫自己都没想到，这场
“红楼梦”能做18年之久。

“拍摄《红楼梦》的念头源自我童年
时期对这部文学巨著的喜爱。”胡玫回
忆道，他们那一代人的童年似乎只能与
心灵为伴。记得差不多九岁的时候，她
在妈妈的床底下找到了一个珍藏的书
箱，里面便有《红楼梦》。

自此，她把这本书视若珍宝，几乎
翻掉了皮。“它给我带来了许多美好的
遐想和憧憬，我仿佛与大观园中的孩子
们进行了心灵的交流，这种奇妙的亲近
感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多年后，胡玫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
演系学习。在第一堂课上，导演系的老
师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知道，所有文学
描写的内容，用电影语言都可以表现出
来。”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划破了胡玫
对电影语言的懵懂。

接着，胡玫便开始探索电影语言的
最大承载力，即如何将文字语言转换到
大银幕。同时，她也思索着将《红楼梦》
这部文学巨著搬上大银幕的可能性。

“我从前辈们对《红楼梦》的改编和
具象化呈现中获得许多借鉴。除了传
承下来的话本外，《红楼梦》有40多部现
代影视作品。”其中，胡玫最为心仪的是
于1962年上映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影
片中徐玉兰和王文娟对贾宝玉和林黛
玉的演绎已成为经典范本。

这一版《红楼梦》深深打动着胡玫，
她想，为什么古典传统戏曲形式能够如
此深入人心？她是否可以用电影语言

在大银幕上展示一个不同于以
往的《红楼梦》？

直到与编剧何燕江反复打磨剧本后，
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他们为电影版《红楼
梦》找到了一个新抓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
切入，以“贾坑林财说”探讨这段悲剧爱情。

想在两个小时内把《红楼梦》的所有
故事说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胡玫
和编剧在漫长的创作取舍过程中决定，《红
楼梦之金玉良缘》以宝玉出家倒叙开始，随
后转至林黛玉回府奔丧，逐步揭秘王熙凤
如何贪没林如海家产修建大观园，直至一
个“调包计”逼死黛玉，最终情散人悲。

这里涉及很多引人思考的问题，贾母
为何一直默许宝玉与黛玉的爱情？为何贾
琏从林家回来不久后，贾家就能挥金如土
大修大观园？而贾琏口中的那笔“横财”又
是什么？林黛玉为何不能继承家产？胡玫
说，这部电影“可能是颠覆意义上的解读”。

除了这些需要“脑力”的思考题外，那
些在《红楼梦》中出现的“名场面”，在这
部电影中也都得到展现。

“元妃省亲、黛玉葬花、刘姥姥进大观
园，这些电影里都能看到。”胡玫透露，

“红楼儿女”们的吃穿用度在电影里也有
很细致的展现。道具组搬来了许多古董
摆件，角色服饰上使用玉雕、缂丝、双面绣
等非遗技艺，宝钗的婚服甚至耗时一个月
才刺绣完成。《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也是
读者热衷的研究点，电影中众多美味的淮
扬菜，可能要把银幕前的观众看饿了。

此外，《红楼梦之金玉良缘》还特意邀
请了来自美国艺术圣殿的专业视效团队
来负责影片特效，将《红楼梦》原著文字描
述中的庞大场景如太虚幻境的缥缈、大观
园的四季更迭，以及宝玉出家的大雪漫山
一一转化为震撼人心的视觉画面。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红
楼梦》中，观众能做着那雍容华贵的美梦，
也能感受梦碎时分的悲凉哀伤，这正是这
部不朽名著所带给人们长久震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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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床底下的“宝贝”

她的“柔软”源自家乡江苏全新视角下的“名场面”

胡玫的艺术人生，无需赘述。仅凭
《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孔子》《乔家大
院》《进京城》等作品，就足见其辉煌的
过往。她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七八
级学生，与张艺谋、陈凯歌等系并肩的
中国第五代导演，是中国获得国家级大
奖最多的女导演，历任第十一届、十二
届全国人大代表。

印象中，她就是“男人戏”里的大女
主，柔中带刚，智慧果决，肆意驰骋在光
影之中。但血液里，似有一股江南的柔
软，始终萦绕在胡玫的身体里。

“我的家乡是江苏沛县，虽然在人
们印象里，徐州人是充满豪情的，但其
实我生长在北京，家乡给我的是一份浪
漫思念。”胡玫说，小时候每到假期回到
家乡，感受最多的是微山湖的美，跟着
家人打鱼烧鱼，那满池的荷花，波光粼
粼的水面，真是如梦如幻的童年。

“所以这种美感，这种壮阔，是血液
里带着的，也潜移默化地在影响我。”胡
玫说，《红楼梦》就像一粒种子，在儿时
埋入了泥土，在她的身体与脑海里进行
了转化，然后发芽、长大。

而《红楼梦》与江苏、与南京也有着
深深的缘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
纠葛，也似是流动着南京故事。《红楼
梦》中的许多人物对话也夹杂着南京方
言，为整部书增添了浓厚的地域色彩和
生活气息。

“所以我们在选角的时候，也想着
一定要有南京籍演员。”胡玫说，饰演史
湘云的南京姑娘江安菁十分优秀，中学
就考进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大学考进北
京电影学院，她的加入也为整部电影增
添了南京情缘。

十八年磨一剑，痴情如愿

“18年的创作过程并不算长，曹公写
红楼也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未完成。
如果能够再给我10年的时间，我还可以
继续。”这也正是这部巨著的魔力。

如今，《红楼梦之金玉良缘》终于跨过
时间之海，来到观众面前，而胡玫所经历
的磨难也化成了她电影中的浓墨重彩。

2006 年开始，胡玫带领剧组主创一
遍又一遍地修改剧本，从三集改编成两
集，从两集改编成一部《红楼梦之金玉良
缘》，最终有了十年后剧本的批准通过。
随后，剧组开始了全球海选，培训演员，大
规模置景，直到2018年6月，万事俱备进
入开拍。

为了带给观众绝佳的视觉体验，主创
团队在河北香河天下第一城，投资两个多
亿，搭建了16000平方米的4个摄影棚，
启用了一个当年最大的特效棚，实景搭建
荣宁二府，全方位复刻贾宝玉、林黛玉、王
熙凤等主要角色的房屋古建。

“《红楼梦》的文学地位太高了，这次
我们挑战了极限。片中除了贾母，以及夫
人系列，其他全部都是新演员。因为原著
里的故事，宝黛钗都是十几岁，原著就发
生在他们年轻的时光，所以这版《红楼梦》
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打造一部真正的‘青春
红楼’。”胡玫说。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包
罗万象。因此，任何时代都会给艺术家们
留下巨大的想象与创作空间。面对外界
质疑，胡玫坦言：“我的优势是叙事和人物
塑造，利用镜头讲一个好的故事，这是长
期摸索的结果。挖掘历史中那些能打动
现代人的题材，是我的追求。”

公映前多场点映的好评让胡玫吃下定
心丸。“财经学校的学生们看了电影，他们
讨论起《红楼梦》里的经济问题，法律学院
的学生们看了电影，他们以《红楼梦》里的法
律问题展开辩论。还有很多孩子，甚至男孩
子流泪，为这场最纯真的爱恋而感动。”

在胡玫心里，戏比天大，这部千辛万
苦得来的青春版《红楼梦》，一方面希望它
能影响年轻人去重读名著，丰富修养，另
一方面，她还有个更大的愿望，希望它把

“红楼文化”传播到全世界，让更多
人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一朝入红楼，终身梦难醒。距
离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全国
公映的时间越来越近，中国第五代
导演胡玫，为了这部电影“磨”了
十八年之久。一时间，很多质疑声
袭来，“为啥要碰这部名著？不怕
拍不好吗？”对于胡玫来说，《红楼
梦》之于她有着特殊意义。

《红楼梦》是她童年时期的“宝
库”，是她少女时代的梦想，亦是
她电影道路上的坚持。胡玫期冀
着给《红楼梦》拍一张“青春照”。
8月酷暑，现代快报与胡导相约北
京，聊聊这份痴情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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