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是借贷拍电影还是花钱进院线，贾

皓民抱的都是“赌一把”的心态。

“就算输了，输了就从头开始。 ”贾皓民

抱负远大，他抱着一定要在甘肃电影市场上

干出一片天地的决心。 这几年来，他们也调

查了甘肃的影视公司的发展行情， 据说，各

类影视公司数量有七八十家，不过，在他看

来这一行业在甘肃发展的层次不一，总归脱

不了一个“乱”字。

“固定的技术达不到外界的认可，鲜有

电影作品， 多是见不了观众的不成功的制

作。 ”贾皓民不想自己的影视公司也覆蹈这

样的路子，希望趟开一条新路。

甘肃电影市场的这种状况，杨晓文很清

楚，他说，“我们这里的一个影视公司如果拍

一个影视剧，几年都缓不过来。 ”

李义是电影《腊月的春》的总顾问，这个

片子的资金多是由他想办法借来给贾皓民

他们的。 当初为什么支持贾皓民这个会宁大

学生，李义觉得是因为这个年轻人身上的韧

劲。 李义回忆与贾皓民共事期间，贾皓民多

次表示要买个设备去搞婚庆拍摄增加一些

收入。 虽然这个想法最终都被他否定了，但

他很感动于贾皓民的拼劲。

“当初准备拍的是关于大学生村官的，

后来这个本子拿到北京找到相关专家看了

后，因为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太多而被否定

了，后来贾皓民他们到会宁去采访的过程中

确定了双联这一题材。 ”李义原为白银市政

协副主席，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农

村的贫困有着现实的认识。 上世纪 80 年代

在会宁县城的一个农村，李义见到了一家四

口，穷得连吃饭的碗都没有。 他直言这个在

艺术上还比较粗糙的片子，可贵的一点就是

它真实反映了西部广大农村还有不少贫困

百姓这一现实。

《腊月的春》进院线的前景，贾皓民心里

早有数，他估计至少要赔个五六十万。 尽管

这些钱从哪里去找，他尚且不知，但他知道

这个钱是一定要舍出去的。“中国电影市场

上，反映西部农村的片子是一块空白，我们

来自农村，就想做我们熟悉的这一块，当然

它们绝不是戏说农村的东西。 ”

陈逸恒知道贾皓民想要的是什么，就在

前一段时间，因为片子要进入院线，所以很

多后期要重新制作， 比如录音要重新补录，

如果在兰州补录，效果会很差，但如果演员

都到北京去，费用又是一笔负担，还有有一

个演员，只有一句对白，是不是也要去北京？

“最后，贾皓民拍板全部去北京补录。我不知

道在甘肃搞影视的有多少人有他这个气魄。

至少我知道他不是在忽悠我，也不是在忽悠

观众，他是在追求艺术、追求一种精神，这是

一个做事的态度。 ”陈逸恒欣慰地说道。

13 天，陈逸恒完成了他的导演处女作

《腊月的春》。

“如果能再多给几天，遗憾会留得少一

些。”即使到今天影片已经成型，陈逸恒还是

会做这样的假设。“资金匮乏让我喘不过气

来。 ”第一部导演处女作留给陈逸恒最大的

遗憾就是资金问题。 原本就短得只有 15 天

的拍摄计划，最后也只能被缩减两天。“机子

开一天就是钱啊。 ”

贾皓民找到陈逸恒的第一时刻，陈逸恒

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钱吗？ ”

干了一辈子影视的陈逸恒太清楚了，拍

电影就是个烧钱的事。从会宁农村走出来才

闯世界的贾皓民不能不让他有这样的质疑，

毕竟，拍电影不是只要年轻和有梦想就够了

的。 陈逸恒记得贾皓民四处筹钱的“难肠”，

这个七尺汉子为找钱流过泪。

最初， 陈逸恒只想着帮助贾皓民他们承

担一些剧本创意之类的工作， 导演什么的希

望另找他人，可没想到贾皓民就认定了他，不

断地追着他，整整追了一年。或多或少他被贾

皓民这个年轻人的真诚打动了， 还有就是他

自己也是生在甘肃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自

己也是喝了 30多年黄泥汤的”，对这里有感

情。 更早的时候，陈逸恒的父亲、著名京剧艺

术家、“四小名旦” 之一的陈永玲先生就来到

甘肃，将自己的艺术事业传播于西部。而陈逸

恒的哥哥陈霖苍也曾是甘肃京剧界的“名

角”，为甘肃京剧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拿到剧本后，陈逸恒是不满意的，“大篇幅

的说教，不像个电影。 ”尽管这个时候，贾皓民

他们对这个片子的期待只是———“只要能在央

视电影频道播出就成”而已。后来，陈逸恒找到

杨晓文，作为甘肃职业编剧的杨晓文拼命用三

天三夜拿出了一个新剧本。“多年前和他（陈逸

恒）在合作电视剧《老柿子树》时欠了一个大人

情，这一次要还这个情，还有，全剧组就等着本

子开机，等一天就是钱啊，贾皓民那个娃娃找

钱太不容易了。 一次和我喝酒，喝着喝着说起

给我的报酬，他只说了一句‘杨叔把你亏了’，

眼泪就下来了。”这是杨晓文如此拼的原因。和

导演陈逸恒一样，杨晓文这次的工作报酬都是

象征性的，主要是帮忙和支持。

《腊月的春》是一部反映全省双联工作

的主旋律电影，该片主要讲述了一位市委干

部千方百计地帮助村民，尤其是帮扶“葛大

爷”一家人摆脱贫困现状，改变自身命运，使

得女主角腊月实现歌唱梦想走上舞台而发

生的故事。 在首映式上，陈逸恒坦言了对于

接拍主旋律电影时自己的顾虑： 市场推行

难，拍起来也难。

“接地气，说人话，办人事。 ”拍《腊月的

春》时，陈逸恒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个宗旨，

他觉得艺术是相通的，主旋律的影片也应有

它的艺术内涵，就像影片《焦裕禄》一样，主

旋律的东西同样可以拍得非常好。 感人，这

是《腊月的春》首映之后获得的最多的一个

好评，原兰影厂厂长焦炳坤认为该片是在近

几年的甘肃电影中值得称道的一部电影。

陈逸恒记得片子在北京剪辑的时候，他

曾不止一次问剪片的杨幸媛“怎么样”，等到

听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还是忐忑的，后来

专门进行了看片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康健民一句略带玩笑的话“这个小玩意让我

哭了三次”才让他有了点自信。

“这个片子也就碰上了陈逸恒，碰上了

我。 ”杨晓文毫不讳言，如果没有他们俩，这

个片子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一直以来，陈逸恒都没敢说成功。“可贵

的一点是，由这个小制作的电影，我在思考

一个问题，是否在百花齐放的中国电影市场

上这也是一条可探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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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的春》：

进军全国院线的首部甘肃电影

《腊月的春》是一部完全由甘肃团队创作

的甘肃题材的电影。

本土影视公司、本土题材、本土演员。 对

于甘肃，这是个了不起的开始。 还有就是，这

部投资不足 200 万的小制作，也即将成为甘

肃第一部进入院线的电影。

是否有理由可以期待， 甘肃电影的“摊

子”将由此铺开……

■ 本报首席记者 雷媛

贾皓民又去北京了。

1985 年出生的他是电影《腊月的春》的

出品人， 上一次去北京是在一两个月前，当

时该片在京城进行后期剪片，那一次他连买

车票的钱都没有。这一次去主要是为了这部

影片进入全国二三线城市院线的事。

前两天，在北京的陈逸恒给贾皓民打过

电话，眼下，电影《腊月的春》正在京城做最

后一次的小调整。陈逸恒是这部片子的导演

和总制片，他说此次调整是针对 3月下旬影

片在兰州的首映之后，根据专家们的一些建

议和意见对光、片头、片尾进行小调整。

聊了几句后，两人的话题转到了片子进

院线的事。

“老师，就是借也好贷也好，我们一定要

走一把院线，拿出一百万铺院线。”陈逸恒说

电话里贾皓民口气之坚定，让他既欣慰又担

心。“欣慰的是他想打破甘肃电影没有进入

院线的空白，担心的无疑就是钱了，怎么好，

这样一来，他又得背负一笔不小的债了！ ”

从一开始，《腊月的春》就是靠着借贷的

方式拍摄完成的。

《腊月的春》是甘肃艺方水土影视发展

有限公司的第一个影视作品。 4 年前，贾皓

民和他高中同学李斌在白银成立了这个影

视公司。 据贾皓民回忆，起初他给公司起的

名字叫“留影传奇”，后来改了，感觉“传奇”

这个“帽子”太大了，毕竟他们只是个只有两

三人的小公司而已。 其实，传奇这个词对于

贾皓民而言不是一拍脑袋随便想起来的，从

成立这个影视公司开始，年轻气盛的他就给

自己立下了一个方向：“拍片不是传说，想要

成为传奇。”他解释说，至少要在甘肃电影市

场上他和他的公司要做到传奇。年轻人的豪

言壮志总是以他们的年轻为资本的。

身无分文而要搞电影，贾皓民的理由只

有一个：“因为年轻！ ”

在会宁上高中住校期间，李斌记得每天

同学们都早起背书，唯有贾皓民早起是为了

练武。“那时候，有同学说我长得和武打明星

成龙有些像，就想着有一天也能走一条像成

龙一样的影视路。 ”贾皓民高中选择了学理

科，不过坐在课堂里，听着老师口中的宇宙

天体化学分子之类的，他就瞌睡了。 他清楚

自己学理科不行，没有灵感，他的灵感只有

看电影的时候， 才思如泉涌一般源源不断。

所以，时常他就通宵达旦地看电影。 高中毕

业后他去了广州上了一个影视学校，学的是

导演和影视表演。

贾皓民在横店当着“死人”、铁匠之类的

群众演员时，从甘肃政法学院肄业的李斌也

在做着电影、电视剧的推广工作，包括一些

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和一些知名大腕主

持的电视节目。

尽管觉得自己比王宝强长得好看，但贾

皓民明白想要“漂”成王宝强那样，基本不靠

谱，在南方呆的时间长了，当地发达的影视

业， 多少给了他一些刺激和触动，“我上学

时，很多同学在学校成立影视公司什么的。”

贾皓民决定回家乡自己也成立一个影视公

司，做他喜欢的东西。

电影《腊月的春》的英译名中，“春”被翻

译为“愿景”，贾皓民觉得这一英译很贴切，

他觉得在这里愿景寓意的是对美好未来的

向往，它是属于影片主人公腊月的，也是影

片反映的广大西部农村老百姓的，也是属于

他自己的。

一部真实反映农村贫困的电影

一个“喝过黄泥汤的”导演梦两个甘肃年轻人的电影梦

《腊月的春》拍摄现场。 甘肃艺方水土影视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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