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摄影最大的优势即胶片
的劣势， 在于其迅捷、 轻便和廉
价。以前拍摄一部电影，耗费的胶
片是一笔很大的费用，一般导演、
剧组承受不起太多的拍摄条数。

杨超导演的《长江图》，被冠
以“中国最后一部胶片电影”。

3500万，对于一部文艺片来
说，称得上是“耗费巨资”。而这些
钱，都与胶片脱不了干系。

胶片的摄影机非常重， 移动
起来很累。 每次摄影机的移动都
是一件大事， 高机位的吊臂也必
须是最大尺寸的， 普通的吊臂无
法承受胶片机的重量。

除了拍摄，送样片、初剪的工
作也更为周折。杨超告诉记者，拍
摄的过程中，每拍完一卷，换片员
要把片子换下来，“换片的过程也
很神奇。 换片员会用一个只开了
两个小口的暗袋把机器套住，全
凭手感把片子从机器上取下来，
再装进一个金属密封的盒子，再
用胶带封住。 全程不能有一点透
光。每次换片，换片员手上都承担
了全组人的工作成果。”

拍完的片子叫熟片。 拍完后
就把熟片放进船上的大冰箱里保
存。之后存到两个大行李箱，送片
员会带着行李箱下船， 搭乘最快
的交通工具去机场， 再买最早的
机票回北京。 两个行李箱就是他
能携带的最大量。

胶片到达北京后， 事先联系
好的洗印厂会尽快完成冲洗。底
片经过转磁， 磁带再转成数字文
件，送片员再带着硬盘回到剧组。
导演和摄影师检查拍的东西，看
看有没有问题，是否需要重洗。如
果没有问题， 这一轮送片员的奔
波就算结束了。 他回到剧组等待
两个行李箱再次装满， 再送去洗
印厂。

拍摄的三个月， 送片员就一
直处于这样的奔波状态。

而硬盘里的影像被导演看到
时，跟最后的成片仍有很大差距：
“最后出DCP（Delivered�Car-
riage�Paid，数字电影包）审片的
时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
拍摄成果。 拍胶片就是这样，从
拍摄到最后后期的全过程，都不
知道拍成什么样，都是经验的估
算。”

用胶片电影摄影师李屏宾的
话说，就是“胶片更接近于创作，
因为有一部分完全交付给未知的
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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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条胶片生产线即将关闭
再见了，胶片电影！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 不仅
生产出《铁道游击队》、《牧笛》、《南征
北战》、《鸡毛信》、《渡江侦察记》 等经
典的老电影，《建国大业》、《东京审判》
等新世纪的主旋律电影， 也从这里走
出去。

这些电影虽风格迥异， 但有一个
共同的标签———胶片电影。

上海电影技术厂现任厂长陈冠平
告诉记者：“我们厂是国内最早建成的
专业化电影洗印基地， 也是中国年产
量较高的影片技术加工基地， 曾有太
多经典电影在这儿诞生。《生死抉择》、
《2046》之类的，大家应该都知道。”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臻成熟， 胶片
时代极盛之后的衰退如迅雷般猛烈。
2012年是一条分水岭， 在此之后，胶
片业务出现了断崖式下滑。近年来，使
用胶片拍摄的电影已经越来越少。除
了香港、 台湾地区还有《一代宗师》、
《聂隐娘》这样的名导演大作，大陆也
只有《箭士柳白猿》、《长江图》等寥寥
无几的胶片作品。

技术厂的技术工人告诉记者，“随
着数字影像技术呈现井喷式地发展，
无论是传感器面积，还是分辨率、动态
范围等技术越来越接近甚至达到了胶
片的水平后， 胶片必然会被淘汰。”生
产线从鼎盛到停产过半到如今的全线
关闭，在中国仅用了十几年。

从鼎盛到
关闭不过十几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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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脚步的加快，那

个属于“从前慢”的时代的事物
也正一一离我们远去。如今，数
字技术的井喷式发展， 在人们
为VR技术和CGI特效惊叹的
同时， 曾在电影领域长期制霸
的胶片，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记者得知，10月底， 上海
电影技术厂胶片生产线将关
闭， 加上之前就已经关闭胶片
生产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
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这一次，
胶片电影在中国可能真的要消
失了。

胶片电影制作
非常复杂

胶片的美学
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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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超认为，胶片虽然退出了历

史舞台， 但胶片的美学不会消失。
那种多层次、复合的、缓慢变化的
质感以及美学的观念，会在数字的
自由度中继续保留下来。数字带来
的自由度并不会影响美学。

而在国外，胶片仍然有自己的
一方乐土。 昆汀·塔伦蒂诺和克里
斯托弗·诺兰两位极具个性的导演
都是胶片的坚决拥护者。而且他们
坚决只用高规格胶片拍摄电影。

诺兰使用胶片拍摄《蝙蝠侠：
黑暗骑士崛起》、《盗梦空间》与《星
际穿越》。昆汀使用胶片拍摄《八恶
人》。

在他们看来，胶片不仅是一份
情结。相比用数字去模拟“胶片质
感”，不如用真正的胶片来摄制、放
映。正如昆汀·塔伦蒂诺所言“电影
若不能以胶片形式呈现，那人们不
过是在电影院中看电视。”

诺兰 、J·J·艾布拉姆斯 、昆
汀·塔伦蒂诺对胶片技术的延续做
出了实际的努力。他们与同自己合
作紧密的大片厂进行谈判，要求片
厂每年购入一定数量的电影胶片
用于拍摄，以维系胶片技术的生命
力。 ■据《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