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遺書》拍攝前，郭吉勇
已經炮製出不少爆款視頻、紅遍
網絡。2021年河南衛視《端午奇
妙遊》晚會中的開場節目水下舞

蹈《洛神水賦》、同年禮讚建黨百年之作的水下
舞蹈《紅》，均出自郭吉勇之手，以水的流動特
性，結合古典或現代舞，加之鮮艷的服裝道具，
打造出曼妙的舞蹈場景。郭吉勇將自己定義為國
風極限創意視頻導演，也與他此前的這些視頻作
品息息相關。

《敦煌遺書》是郭吉勇執導的文化融合輸出藝
術節目《舞今中外》的第五集。前四集分別為
《風林火山》、《冰火島》、《一代宗師》、
《巴黎中國紅》。其中《巴黎中國紅》在海內外

社交媒體上火爆出圈，視頻裏，兩位「95後」中
國女孩身穿紅衣現身巴黎街頭，一個表演颯爽英
姿的武術，一個表演行雲流水地彈奏古箏，一靜
一動、一文一武完美結合，十分吸睛。

突破自我 深耕中華文化
「以前大多都是拍攝水下舞蹈，這次是純陸地，

對我自己來說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了！」作為
一名水下創意導演，郭吉勇坦言，此次最大的困難
便是未知，對於水下舞蹈，自己已經駕輕就熟，然
而《敦煌遺書》並非只要美就可以，除了舞蹈外，
還涉及跨國拍攝、場景轉換、敘事結構、特效製作
等多方面事項，「直到成片完成前最後一刻，我都
很緊張，不像之前那些作品一樣信心滿滿。」

郭吉勇告
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接
下來的創意
視頻可能會
涉及中國茶
文化、其他
傳統樂器，
甚至《山海經》等元素，依然是濃濃的中國風，
「我覺得任何一名導演如果能用自己擅長的方
式，去表現他喜愛的主題，這就是一件非常幸福
的事。中華文化是一個巨大的寶庫，還有很多等
待我去用國風極限創意視頻去挖掘、去呈現，所
以我很幸福！」

以舞蹈述文物前世今生
喚醒國人心中那團火

文物回國主題片《敦煌遺書》導演細說「爆款」背後的故事：

商業片通常只需拍攝一天，而此次《敦
煌遺書》跨越不同國家拍攝九天，對郭吉
勇及團隊來說，也是史上第一次。除時間
成本外，團隊此次拍攝花費近20萬元人
民幣，更因趕上暑假出遊高峰期，往返英
國的機票就佔了將近一半的預算。
取景、拍攝後，團隊還面臨了大量素材

的剪輯以及特效的製作。《敦煌遺書》
中，妞妞站在大英博物館文物前凝視着木
雕佛像，繼而佛像如黃沙般消散，博物館
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莫高窟的逐漸搭
建。僅僅這樣一個三四秒的鏡頭，團隊需
要同步推進實景轉化與電腦建模渲染，才
呈現出最終自然流暢的場景切換特效。
「在英國時，因為與國內後期團隊有時
差，每天我們都等待他們睡醒後，檢查我
們拍攝的素材有沒有達到建模的要求，不
行的話就趕緊出發再去補拍。」再次回憶
創作過程，郭吉勇認為《敦煌遺書》比以
前創作的視頻都要艱難。
傳統文化無價，然而現實卻是弘揚者很

難因此賺錢。「因為不賺錢，所以弘揚傳
統文化的內容生產者很少。我只是覺得在
能夠保證自己生活的基礎之上，不計付出
地做自己想做的東西，是一件很酷的事
情。」
下一步，郭吉勇希望通過此次《敦煌遺

書》在線上的備受關注，讓敦煌文化能夠
同樣在線下出圈，一起聯動，「我們在考
慮做成一個小的舞台劇，讓更多人能切身
感受到傳統文化的魅力，並投身到傳播傳
統文化中來。」

「隔空聯手」籲文物「回家」
提及頻上熱搜的「請大英博物館無償歸

還中國文物」話題，繞不開短劇《逃出大英
博物館》的爆火。同樣是取景英國，同樣是
從大英博物館回中國，同樣是文物擬人化，
同樣是八月底上線，這樣的湊巧，不免讓很
多人產生疑問：是人為還是湊巧？
郭吉勇介紹，兩者的相似的確是巧合：

「當時，我們的視頻製作完成已經快半個
月，本來也是想着趁着9月1日開學前發
布。」實際上，《敦煌遺書》呈現的是跨
越時空回歸的文物踏上了回家之路，在故
鄉與「兄弟姐妹」重聚，一起在沙漠上齊
舞，再現歷史文物畫卷的情景，重點在於
舞蹈以及壯麗畫面的呈現。《逃出大英博

物館》則以三集短片講述一盞從大英博物館出逃的中
華纏枝紋薄胎玉壺，偶遇一名在海外工作的中國媒體
人，隨後共同踏上歸家之路的故事，後者更偏重故事
情節。
對於網友的質疑或者混淆，郭吉勇實際上並不在

意：「我們同為內容創作者，做着類似的事情，目標
也一致，皆為呼籲文物早點『回家』，讓更多人開始
關注這件事，這就夠了。」郭吉勇認為《逃出大英博
物館》從小短劇的角度出發，拍攝得很精彩、很吸引
人，「《逃出大英博物館》與《敦煌遺書》有一種隔
空聯手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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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創意導演「上岸」 演繹多元中國風
特稿

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

當郭吉勇站在敦煌的土地上，看着黃土色
厚重蒼茫的石窟、巍峨高聳的佛像前，

九位身着艷麗飛天服的舞者翩翩起舞時，他深
切感受到穿越時空的共鳴連接：「整個畫面太
大氣太難忘了！我們當下只有一個想法：這些
文物本就應該屬於敦煌、屬於中國！」

漂泊文物 喚起屈辱記憶
流失海外的「敦煌飛天」，在大英博物館
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後，驚慌失措的她在英
國的街頭奔跑，一直跑到世界盡頭，但就是
找不到回家的路——這些出現在《敦煌遺
書》中的鏡頭，全部為實景實拍。今年七
月，郭吉勇帶領團隊從深圳飛到8,800公里之
外的英國進行取景拍攝。當走進大英博物
館，郭吉勇看到了那些擁擠堆放的瓷器、壁
畫、塑像，然而這些珍貴的文物多到沒有全
數標明名稱細節，只有一條條冰冷的編號數
字。中國文化的流失，民族屈辱的記憶，這
一刻全部湧上心頭，堅定了他想拍好這部作
品的決心。「取景地一個敦煌，一個英國，
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心情，對比特別強烈。」

兩國奔波 苦研畫面呈現
時間倒轉回去年年底，郭吉勇拍攝《敦煌
遺書》的想法從那時便已萌芽。一次偶然的
機會， 郭吉勇聽說1907年英國人僅用40塊
馬蹄銀買走了敦煌近萬件文物的故事，在海
外漂泊了100多年的「它們」，是否會想
家？郭吉勇的心中，湧動着憤怒與強烈的創
作衝動。
經過幾個月的策劃、搜集資料，三月，郭
吉勇定下以敦煌文物為切入點來創作這條視
頻。為了更高程度地還原和呈現敦煌舞蹈藝
術，郭吉勇和主演妞妞還專程請教西北師範
大學敦煌學院的編舞老師蘇瑞璇，專業地學
習敦煌舞蹈的舞步與動作，並一次次地飛往
敦煌勘景，研究畫面的呈現。
六月去敦煌拍攝六天，七月奔赴英國拍攝
三天，回到深圳後馬不停蹄地開始進行後期

製作。對於郭吉勇及團隊來說，每一步都不
容易：大英博物館不允許攜帶三腳架、穩定
器，團隊就拿手機一遍遍進去拍攝，與後期
團隊確認素材；英國地鐵、街道上取景時，
身穿傳統服裝的女主角被路人圍觀，不得不
等待時機再拍攝；沙漠中雖然不下雨，但天
光好的時候也少，甚至會在萬里無雲的黃昏
時刻搶着拍攝五分鐘……
有一段妞妞在沙漠中獨舞的航拍鏡頭，整
個團隊為了畫面乾淨，徒步走進沙漠深處進
行拍攝，「然後妞妞再單獨往上爬到沙丘的
頂端，我們用無人機進行航拍，才有了視頻
中的絕美畫面。」郭吉勇介紹，團隊每個人
每天都會被曬脫皮、甚至流鼻血，但看到素
材的那一刻，一切都值得了。

呼籲傳承 追尋文物歸宿
《敦煌遺書》影片中，郭吉勇選取了最耳
熟能詳的飛天舞姿呈現給觀眾：329窟 初唐
伎樂飛、251窟 北魏 天宮伎樂、156窟 晚唐
迦陵頻伽、112窟 盛唐 反彈琵琶伎樂天、3
窟 元代 金剛力士、156窟 晚唐 橫彈琵琶、
257窟 北魏 九色鹿等。當主演妞妞與舞蹈演
員們在「眾神歸位」片段中完美還原莫高窟
中舞姿，以及妞妞伴着「我要回家」的心聲
狂奔在英國街頭時，不少網友看得熱淚盈
眶：「高燃、好炸」、「太震撼了」、「相
信我們一定會來接你們回家」、「吾輩當自
強、振興我中華」……
「我始終覺得這次作品能夠出圈、被大家
認可，並不是《敦煌遺書》拍攝、製作有多
好，而是它傳達出來的故事與精神喚醒了我
們中國當代年輕人內心的那團火。」郭吉勇
表示，他與團隊希望通過舞蹈，讓觀眾感受
到流失文物背後的情感，以及對家鄉的眷
戀。「正是這種情感的複雜性，讓人們更加
珍惜和關注中國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在追尋
文物歸宿的道路上，越來越多人的努力正在
進行中，期望這些力量能加速文物回到祖國
懷抱的速度。」

「請大英博物館無償歸還中國文物」在中

國是最近的熱門話題。八月底，備受矚目的文

物回國主題短片《敦煌遺書》全網上線，瀏覽量

已突破三億。視頻通過影像與故事的融合，用擬

人化手法講述了流失的文物從大英博物館回到中國

敦煌的故事。六個月的時間裏，導演郭吉勇帶領16

人團隊、跨越中英兩國拍攝製作，「這部短片是一

次關於文物的思考，也是對歷史和文化的追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李薇 深圳報道

◆ 《 敦 煌 遺
書》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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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吉勇（中）與團隊討論視頻拍攝。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在英國街道上取景時，身穿傳統服裝的女主角被路人
圍觀。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視頻中，有些鏡頭需要團隊及演員深入沙漠進行拍
攝。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敦煌遺書》導演郭吉勇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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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3年10月28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