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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对话
晨报记者专访日本导演竹内亮

《再会长江》见证中国十年巨变
日本观众为“棒棒”感动落泪

弥补遗憾
拍到“长江源头的第一滴水”

十多年前，竹内亮作为    导演拍摄纪录

片《长江天地大纪行》时留下了一个遗憾：未能拍

摄到“长江源头的第一滴水”。

十年后，已经迁居中国多年的竹内亮决定弥

补这一遗憾，在     年再次踏上长江之旅，努力

寻找当年拍摄过的旧友们，记录下十年过去他们

在社会飞速发展下个体命运的变迁，再现那些脸

庞的朴实笑容。

实际上，同名纪录剧集已在     年上线，时

隔两年重新剪辑素材推出电影版，很多人都好奇

竹内亮作为一位日籍导演为何对拍摄中国的“母

亲河”如此执着，又为何选择先推出剧集再走到

大银幕。

他对晨报记者解释道，最早因为工作第一次

来到长江边时，就深刻感受到了长江为何被称为

“母亲河”，“长江真的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大

家可能不会每天都特别注意自己的母亲，因为母

亲保护孩子是正常的事情。所以平时大家对长江

可能没有特别在意，但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

都想去江边看看，安静下来，长江一直保护着中国

人的感觉。”

竹内亮坦言，在日本是没有“母亲河”这个词

和概念的，地理上也并没有那么长的河流，因此对

中国这条“神奇”的河流一直很感兴趣。

同时，他的初衷其实就是想自己拍摄一部关

于长江的纪录电影，但纪录片的市场比较小，票房

潜力远不如商业片，因此先上线剧集版可以帮助

打响“再会长江”的品牌，积累口碑和知名度，有

助于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从     年开始直到今年，竹内亮带着摄像、

编导等两到四人的小团队，断断续续拍摄了三年，

如今的电影版相比剧集版不仅叙事顺序相反，选

择从上海往长江源头逆流而上，并重点剪辑了上

海、三峡、重庆、泸沽湖、香格里拉等地的故事，还

增加了一些十多年前素材的新镜头。

“第一要考虑到海外的观众，如果从

源头开始的话，大家很难代入进去，大

部分人不知道青藏高原在哪，也没去

过云南、四川没有地理感，但大家都

知道上海，所以从熟悉的地方开始

外国观众比较容易代入。第二也要

考虑市场，因为看纪录电影的群体大

城市的人比较多，这个不仅在中国，日

本也是东京观众为主。他们本身对城

市的故事没有太多的兴趣，对稍微偏

僻的地方则比较感兴趣，所以还是

按照喜欢看纪录片的群体的偏好，

从几百个小时的素材里选择剪辑

时，以长江中游上游为主。”

中国观众喜欢茨姆
日本观众为“棒棒”感动

剧集《再会长江》上线时，最出圈的莫过于藏

族姑娘茨姆。

十多年前，茨姆抱着小羊意外闯入竹内亮的

镜头，当时节目组还带着茨姆一家第一次离开家

乡来到了上海这座大城市，第一次坐地铁、看到东

方明珠等高楼大厦让他们大开眼界。

十年过去，竹内亮再去探望时，茨姆已经实现

理想在香格里拉开了一家民宿。从湖边抱着小羊

等旅客合照到民宿老板，这个人生巨变的励志故

事感动了无数观众。

实际上，在纪录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竹内

亮提出要带茨姆去上海时，受到了她叔叔出于担

忧的强烈反对，时隔十年第二次见到时，叔叔笑着

对竹内亮说你带她出国也可以。

如今电影上映，这句调侃成真了。今年  月，

《再会长江》在日本上映，竹内亮带着茨姆再次实

现了她的人生“第一次”———第一次出国，去了日

本、大阪、名古屋等多个城市。

“我以为茨姆肯定很兴奋，日本跟中国又不

太一样，而且是第一次，但其实她就稍微兴奋了一

点，比我想象得冷静很多，因为首先她有点晕车，

一开始状态不是很好，第二就是她已经成熟了，现

在网络时代信息那么发达，看大城市的场景看太

多了，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多新鲜感。”

竹内亮说，茨姆在日本最激动和感兴趣的经

历，是自己带她去了日本农村的一家民宿，“她一

直很兴奋不断地拍照，一直问民宿老板运营和设

计相关的问题，和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了一个

能干的老板。”

他欣慰地感慨道，这十年茨姆变化非常大，从

当年不谙世事的少女，成长为能够直接和各方人

士谈生意的成年人，通过她的经历深深感受到了

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的飞速发展。

另外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竹内亮发现相比

大部分中国观众对茨姆的故事最感兴趣，很多日

本观众会为重庆“最后一代棒棒”的故事感动，很

多人看哭了。

“棒棒”是在重庆特有的一群临时搬运工，他

们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

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上下爬坡帮忙搬运货物

行李。

对此，竹内亮解释道：“我拍摄的这位   岁

老人一辈子做棒棒，但因为时代的变化，他的工作

快消失了，这个点日本人很有共鸣。因为很多日本

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情，不换工作不转行，在日本

你会发现像出租车司机等很多工作都是老人，但

受到  、自动驾驶、机器化的冲击 ，有种时代飞

速发展后被替代的危机感，这种无奈和一辈子做

一件事情的骄傲让他们感同身受。”

学会中文后
感受长江沿岸居民
更真实的一面

拍摄《长江天地大纪行》时，竹内亮还不会

中文，全靠旁人帮助翻译沟通。时隔十年再去拍

摄《再回长江》时，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他用中文

沟通基本已无障碍，这帮他感受到了长江沿岸

居民更真实的一面。

“语言是包含很多内涵的，但通过翻译的

话其实当时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只能知道语

句的表面信息而已。虽然是同一个内容，但我直

接听懂和通过翻译是不一样的。”

同时，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已经在中国

生活多年的竹内亮，凭自己的亲身经验更能够

深入理解中国老百姓的想法和话语的背景。

“比如说我十多年前拍一所学校的初中

生，他们从早上五六点起来到晚上十一点一直

在学习，当时我的感受是他们有点可怜，父母和

学校也很过分，因为我不懂背景，所以就只有这

么表面的理解。现在我已经住在中国十一年了，

我也有了孩子正在上学，我了解中国学校的背

景之后，我会问的问题和追问的问题也会完全

不一样。”《再会长江》通过个体命运的变迁，

展现了中国社会十年来的巨大变化，竹内亮对

于中国“巨变”的亲身感受，则是如今回日本时

感受到的“不便”。

“    年我从日本刚搬到中国时，我觉得

有很多不方便不习惯的地方。真没想到我现在

回日本，反而觉得那里很不方便，比如手机支

付、共享单车、外卖、线上购物都不像中国那么

发达，想骑共享单车根本没有。我真没想到这样

的变化只花了   年。而且其他国家我也去过很

多次，比如说某东南亚国家我十一年前去过，我

觉得跟日本比不太方便，现在去了跟日本比还

是不太方便，没什么变化是一样的，中国则是完

全翻天覆地的改变。”

晨报记者 陆乙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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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执导《好久不见，武汉》

《走近大凉山》《我住在这里的

理由》《双面奥运》等纪录片，被

许多影迷亲切地称呼为“亮叔”

的日本导演竹内亮， 移居南京

十多年来亲眼见证中国的 “巨

变”，他也用摄像头记录下了这

些变化———以长江为线索，以

小见大讲述了沿岸居民生活变

迁的纪录片《再会长江》于今日

起全国上映。

历时三年拍摄， 竹内亮的

镜头不仅捕捉到了长江的壮美

风光， 更反映了沿岸人民的真

实生活和动人故事， 用浓浓的

生活气息和直抵人心的真实感

触， 向世人呈现出一个既波澜

壮阔又细水长流的全景中国。

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时，竹

内亮讲述了拍摄这部纪录片的

初衷和幕后故事， 以及作为日

本人在中国生活十多年的感

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