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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磊：走心的电影 随性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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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电影《八月》将

在全国上映， 带着第53届金

马奖最佳剧情片的光环，这

个讲述90年代呼和浩特故事

的影片也让导演张大磊迅

速蹿红。3月7日，本报记者采

访了这个新锐80后导演，彼

时，他正在和朋友一起谈论

音乐。张大磊独家向本报记

者介绍了拍摄《八月》的心路

历程，同时也让记者领略到

张大磊生活中的一面。

高中退学远赴俄罗斯

虽然之前在网络上看

过他的照片，也曾在电话中

通过话， 但是第一次见面，

眼前的张大磊还是让记者

吃了一惊。 这个皮肤白皙，

瘦瘦的大男孩，一件洗得发

旧的藏蓝色毛衣穿在身上，

搭配黑色的牛仔裤，走在街

头既不显眼也不出众。坐在

椅子上的时候， 他身体前

倾，右腿微微抖动，怎么看

都不像是一名刚刚获奖的

电影导演。

作为土生土长的呼市

人，张大磊爱吃焙子、羊杂

碎，踢过足球，玩儿过乐队，

对呼市文化有着很深的情

结，这点也在影片中展现得

淋漓尽致。 对于电影《八

月》， 他显得很谦逊：“我没

想过获奖，只想拍一部走心

的电影。”

虽然拍电影走心，但是

生活中的张大磊却是一个随

性的人。 今年35岁的张大磊

不喜欢做计划，他说，只要把

握大方向，其他的就可以不

去计划。一有计划，就会很没

意思，会缺少好多东西。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张大磊从呼和浩特市第十

四中学退学了， 本来想搞

乐队的他在赋闲1年之后，

远走俄罗斯学起了拍电

影。 由于父亲在内蒙古电

影制片厂工作， 张大磊从

小就对电影有一种发自内

心、深入到骨髓的热爱。他

说：“小时候的我虽然不淘

气，但是也不爱学习，家人

为此很头疼。 得空儿我就

跑到标准放映厅里看电

影， 有时候也不是为了看

电影， 只是感觉在那儿坐

着，心里就比较踏实。慢慢

地，我喜欢上了电影，就搞

了这个。”张大磊从没想过，

某一天会和父亲成为同行，

不过，父子俩在家里却从不

聊电影。 用张大磊的话说，

他和父亲的电影价值观迥

然不同， 所以聊不在一起。

但是， 看到儿子崭露头角，

父亲还是很高兴的。

尽管父母早已搬到了

北京居住，但是张大磊还是

将家安在了家乡呼和浩特。

4月底， 张大磊将迎来人生

的新角色———父亲。张大磊

用缘分形容了这段婚姻，对

于还未出生的宝宝，他也没

有太多想象， 只是说：“4月

底到5月中旬， 孩子出生这

段时间我会一直在家，孩子

出生后就又得去台湾做宣

传了。”

影片未播先火

在第53届台湾金马奖

上，《八月》 连续拿下第53届

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奖和最佳新演员奖以及费比

西国际影评人奖。影片的大

获成功也让张大磊在很短的

时间为众人所熟知，此后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围

着《八月》打转。不过最令他

高兴的莫过于，《八月》将于3

月24日在全国上映。

3月22日， 张大磊带着

“打玩意儿”乐队和北京先锋

戏剧团在北京用音乐剧的形

式进行《八月》的首映宣传，

他希望把呼和浩特文化、电

影和年轻人结合在一起。获

奖之后，张大磊接受过很多

影评人和媒体的采访，对方

总是试图从一个点或多个点

切入，从而挖掘《八月》中导

演“良苦用心”的电影语言。

对此，张大磊说：“其实，我真

的没想那么多，也没有那么

多电影语言。对于我来说，童

年有这么个事儿，我想把他

拍成电影，接着我就认真去

做了。在影片中，我没有刻意

安排什么，我觉得如果安排

的多了，就会破坏电影原有

的感受力了。”

都说“一千个人的眼中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电影

也是如此。在之前点映过程

中，张大磊得到过两种观众

反馈： 第一种是探讨型，一

直在说电影中的镜头语言、

拍摄手法、 光学运用等等，

并举出很多优秀影片作对

比；第二种是感受型，在看

完影片之后， 淡淡地说了

句：“挺好的。”虽然，这两种

反映没有对错之分，对于张

大磊而言，他很欣赏第二种

真实的感觉。

一边是《八月》如火如

荼的宣传，另一边张大磊已

经开始着手下一部电影。他

说：“下一部电影应该还是

《八月》这种风格，但是具体

是什么还不方便透露。”

主创人员3月26日现身
首府

3月24日,《八月》 将第

一次在全国院线上映，张

大磊对票房没有期望，他

只是希望观众在看电影的

时候能够“什么都不要去

想， 静静地去感受就可以

了， 因为这个电影特别的

简单。” 在张大磊看来，电

影市场应该是多元化的，

每一类型的电影都应该有

生存空间， 应该是市场去

考虑作者电影， 而不是艺

术片的导演为市场而拍

戏。 文化市场的发展应该

从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转

变为经济搭台、 文化唱戏

为主要目的。

正如第53届金马奖评

委会对《八月》的品评：“白

日梦爱做梦， 恬静影像扩

散出一股糜味， 氛围掌握

妙至颠毫，拍无事之事，举

重若轻，若有似无，悠然如

小津安二郎， 时现侯孝贤

《童年往事》神采。所有的

八月，都只是过去了，过去

了。”这是一部看似平常却

不平凡的影片， 是看了第

一遍就想看第二遍的影

片。

为此，张大磊很期待3

月26日在呼和浩特摩尔城

举行的影迷见面会，届时，

观众不仅仅可以重温这部

影片， 还能现场和该片的

所有主创人员交流。

文·摄影/本报记者周婷实习生张冰洁

3月18日16时许，巴

彦淖尔市的哥赵师傅急

匆匆地来到临河区公安

局车站派出所，称有位乘

客将钱包落在出租车上，

内有身份证、 银行卡和

6000多元现金，可惜没有

失主的联系方式，希望民

警帮忙寻找失主。 最终，

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

终于找到了失主张先生。

据赵师傅回忆，事发

当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

跑车，突然发现出租车后

座上放着一个钱包，打开

一看，钱包内有一些重要

证件和银行卡，以及花花

绿绿一沓钞票。由于拉得

乘客太多，赵师傅一时记

不清是在哪段路上哪个

乘客丢失的，一想到失主

出门在外没有钱和身份

证，一定很着急，便想到

了找民警帮忙。

民警将钱包打开检

查，找到了一张身份证和

3张银行卡， 在夹层内又

发现了6000多元现金。民

警立即通过钱包内的身

份信息，联系到失主的母

亲，并辗转通知了失主张

先生。 大约一个小时后，

张先生来到派出所认领

钱包， 民警核实好身份

后， 将钱包还给了失主。

在派出所，张先生分别拿

出200元一再对赵师傅和

民警表示感谢，但是都被

婉言谢绝了。

文/本报记者白忠义

水果还可以

这样玩

通常， 大家吃完水果

就把果皮当垃圾扔了，包

头市科技少年宫幼儿艺术

三班的孩子们却变废为

宝，用柚子皮创作出猴子、

海豹、 机器人等一张张独

具特色、栩栩如生的面具，

创意十足。

摄影/内蒙古日报记者
宋阿男

自称遭遇家暴 10岁男童负气出走

3月21日，因被父亲打了一顿，呼和浩特市一10岁男童竟负

气出走。所幸被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名大学生发现，及时

送到了大学西街派出所。

当天14时30分左右，在内蒙古大学南门前，一名10岁左右

的儿童引起了大二学生董静的注意。当时，她和同学张学斌、杜

瑞斌正准备去上课，发现这名男童在校门前徘徊了很久，起初

以为孩子是迷路了，所以上前询问，结果孩子称自己被爸爸打

了，不想回家，所以才来到这里闲逛。了解完情况后，3名大学生

担心孩子出现意外，向大学西路派出所民警求助。

派出所民警王建忠告诉记者，孩子说他叫王博超（音），今

年11岁，老家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妈妈在自己一岁的时候便去

世了，爸爸是一名安装空调的工人。这些年，他一直和爸爸生活

在一起，由于当天被爸爸打了一顿，便想到了离家出走，准备回

老家去找亲戚。在民警询问过程中，孩子称从早晨出来后一直

没有吃饭，热心的民警便将其带到附近的饭店。在吃饭过程中，

民警注意到这名男童胳膊上记着一串电话号码，但是拨打后显

示关机。

在采访过程中， 这名男童向记者提供了一个家长的电话，

但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与此同时，民警也在第一时间通过警

务平台发布了协查通知。 由于孩子说不清楚具体家庭住址，所

以民警只好暂时将孩子送往儿童福利院。

该名男童身高1.2米左右，穿黑色带帽羽绒服，灰色裤子上

有白色英文字母，灰白相间运动鞋，民警希望家人或者知情人

士看到报道后与儿童福利院联系，让孩子尽快回到家人怀抱。

文/本报记者艾文涛

捡到6000元不动心 的哥苦寻失主1小时

张大磊正在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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