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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机缘巧合做了一回调色师

这些日子，影片的主创团队正兵分几路，在

全国路演。6 月 22 日下午，付帆老师正要出发

去舟山，采访抽空进行。

80后的付帆，本科读的是国美综合绘画系，

硕士读的是传媒动画学院，现在是电影学院副院

长，专业是影视制作。他还是西湖国际纪录片大

会的秘书长，浙江省“新光计划”电影类青年人才。

付帆并非职业调色师，他平时也做导演，进

行影视创作，看到和学习了很多调色师的工作方

法，便尝试为自己的作品调色。

《云霄之上》是他第一次为长片电影调色。

当时电影拍完后，刘智海想先做一个预告片

参加电影节，拿到外面调了一两版都不满意，他

就想到了老友付帆。

“我知道一个大致剧情，几个年轻的士兵，要

在48小时内，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但为

了大部队的350名弟兄，他们必须胜利。”付帆说，

他看过素材，就和刘智海沟通调色方案，因为对一

部电影来说，色彩、氛围对叙事都是有帮助的。

“1935年，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氛围是压抑

的。电影是夏天拍的，拍摄地在丽水龙泉，那里层

峦叠翠，山林阳光耀眼，这种调性与叙事所需要的

氛围有一定距离。于是，我想对色彩、光影进行处

理，舍弃一些细节，增加人物氛围的质感。”

付帆对素材进行了大量的消色处理，预告片

调色完成后，刘智海非常满意。

于是，这部90分钟战争片的调色任务，就落

到了付帆身上。

到底是黑白片还是彩色片

有人说调色师是一种高级电影人才，付帆笑

着表示，用“高级”两字来形容并不准确。

他表示，调色师同摄影、美术一样，都是为影片

视觉呈现服务的，只不过调色作为最后一道工序，

它在统一视觉、给予作品完整性上的空间会更大。

学习调色技术并不难，但想要掌握调色的艺

术则需要一定的审美积累。

说到灵感，付帆表示，除了参考了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胶片战争片的质感，对1935年历史情景的

展现，更多来自于他对绘画作品、绘画的学习经

验。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留学前苏联的

画家们创作的关于战争历史题材的主题性油画，

在色彩光影的戏剧性营造上给了他很大启发。

《云霄之上》上映后，观众好奇是黑白片还是

彩色片的问题，付帆笑着表示，他最近参加映后

见面会，经常会被提问。他很开心视觉风格能让

那么多人感兴趣：“这不是一部黑白片，可以说是

介于黑白和色彩灰阶变化的尝试。从绘画上来

讲，这种色调叫‘高级灰’，接近于灰色，和谐又有

着丰富的层次变化。”

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曾在媒

体采访中表示：“这部电影很突出的感觉，第一是它

的语言，电影语言，非常的素，几乎是黑白淡彩。”

付帆认为用“黑白淡彩的影像再造”来描述

这种视觉风格，十分恰当。

黑白淡彩是怎么调出来的

这种“黑白淡彩”是怎么调出来的？

付帆说，电影调色一般分三个流程，首先是

矫正，即还原真实准确的色彩环境。其次是局部

修饰，通过色彩分级，调整画面的不同区域，比如

分离人物、背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风格化，对于不同气氛的

段落，在统一调性的基础上做出鲜明的视觉风格

倾向，同时利用配光，也就是光影再造，重新布局

画面中的光影造型，让视觉中心、重点、叙事意图

得以展现。

我们的采访，就在他的工作室里，付帆打开

电脑，展示了《云霄之上》影片中几个画面，调色

前和调色后的对比。

很显然，外景真实光线拍摄下的画面，对于

这个残酷而压抑的故事，太过鲜艳和耀眼。调色

后，就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幽深隐秘的氛围下，

雾气缭绕的山林、暗藏危机的滔滔江水、深不可

测的芦苇荡。人物也因光影的再造，或成为画面

焦点，或有了更多悲壮感。

那些看似黑白但又带点极淡色彩的效果，是

怎么调出来的？

付帆说，绿色的树、红色的火苗和蓝色的天

空等，这些都是单独取色，需要在整个“高级灰”

氛围中调出细微的颜色倾向，分层次调整色彩的

明度和饱和度。

电影后半段，画面的色彩层次多了起来，直

至最后落下鲜红的血雨。

付帆说，色彩也是一种心理学，绿色、红色在

战争片中有着强烈的性格属性。后半部分，色彩

伴随着高潮的来临渐显，战士们找到了真正的信

仰，并愿意为之牺牲。

最难的是运动长镜头的调色

《云霄之上》整个调色过程花了 3 个月。“调

色要求暗的环境，因为影院环境是黑暗的，所以

我们经常晚上工作，我和导演不知道一起熬了多

少个通宵。”

《云霄之上》大约有300多个镜头，其中长镜

头、运动镜头是一大特色。

付帆表示，碰上复杂的场景调度，需要调色

师一帧一帧去打磨。在每场戏之间、每个镜头之

间来回比对，尤其是在灰阶层次的控制上，以达

到匹配和氛围的一致。“好在这部影片前期是8K

拍摄，后期调整的空间很大。”

他说，电影开头的两分钟长镜头，摄影机的

运动从战士脸部的特写，到尸横遍野的战场废

墟，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为体现人物形

象的雕塑感和满目疮痍的战场黎明时分的光影，

调色过程非常费时。

片中，男主角洪启辰发现两个战友的遗体被

敌人吊在树上，想把遗体放下来，这时有一个长

镜头，摄影机一路跟随人物运动，人物和环境在

亮暗中反复变化，光线变化非常复杂。这需要一

帧一帧去跟踪处理，这一分多钟的长镜头，他几

乎调了3天。

这次的调色创作过程，付帆觉得挺有意思，

他跃跃欲试，如果还有机会，也很愿意参与。

他比较喜欢视觉意志感强烈的导演拍的电

影。他说，很多好作品的视觉呈现，调色并不是

最主要的，而是前期拍摄时，导演就在场景、服化

道、光线营造上，有所意图并下了功夫。

调色和滤镜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付帆：滤镜在原理上和调色是相同的，但是

风格化的滤镜只是提供了一种影调标准，但并不

能照顾到所有的场景和气氛，所以并不是万能

的，有时候甚至是破坏性的。

用手机拍照，什么时候适合加滤镜？

付帆：一张好照片并不是滤镜成就的。纪

实、扫街的记录式拍摄不用，自带的相机 App 调

整曝光就足够了，而在拍摄风景、人物时，如果需

要滤镜，建议在拍摄后添加。

这个周末，正在全国艺术电影

放映联盟上映的《云霄之上》，持续

吸引着一拨拨影迷的关注。

由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教授

刘智海执导，浙江影视集团、中国美

术学院共同出品，中共丽水市委宣

传部联合摄制。主创人员基本都来

自国美。

电影以 1935 年浙西南挺进师

战略转移的真实事件为蓝本，聚焦

了一小群战场上的“无名之辈”，从

小视角体现人与战争的关系。

之前，该片已获得第 11 届北京

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最佳（团

体）男主角、最佳摄影三项大奖，并

入围上海电影节、加拿大多伦多电

影节、长春电影节、澳大利亚金考拉

华语电影节等海内外多个知名电影

节展。

被称作诗性电影的它，有着独

特的美学气质，残酷与诗意两个极

端并存，行云流水般的长镜头，传统

山水画的视觉风格，让人眼前一新。

很多观众会有一个疑惑：《云霄

之上》似水墨画又不似，黑白灰主色

调中还隐约带着一丝淡彩，让人好

奇到底是黑白电影还是彩色电影？

在中国美院电影学院影视后期

全流程实验室里，钱江晚报记者独家

专访了该片制作总监、调色师付帆。

北影节最佳影片《云霄之上》正在公映，它的“高级灰”让人好奇

记者专访调色师付帆——

残酷与诗意如何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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