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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文/王 霞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唐人街探案3》：
由表及里的
电影主题构思

■文 /赵 军

先说一个“希腊的神话”，一位希

腊的半神为了爬上国王的宝座而追求

现任国王的女儿，抛弃了自己的妻子

和亲生的女儿，让他的妻子和女儿承

受了人间无尽的痛苦、屈辱、磨难。

当他爬上了国王的宝座后，神谕

出现了：半神会在暮年的时候死于亲

生女儿之手。亲生女儿也将因为弑父

而被法庭判处死刑。半神在将死的时

候扯开了亲生女儿的衣角，看到了自

她小时候就熟悉的一块胎记……

再说一个“日本的故事”。二战之

后日本社会陷入极度的困窘和挣扎之

中，黑社会大佬看中了一位年轻有为

的青年，逼迫他入赘豪门，抛弃妻子女

儿。青年终于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一代

枭雄，但是被他抛弃的妻子却沦落在

了社会最底层，女儿目睹母亲为了给

她一碗面而遭受流氓侮辱、成为小偷。

很多年之后，那位枭雄在企图鲸

吞一块巨大地产的博弈时，遇到了已

经成为对手女秘书的亲生女儿，这位

女儿实施了对亲生父亲缜密的谋杀。

现在说一个“中国的故事”。日本

投降之后，东北的“开拓团”有很多日

本遗孤，其中有一个在三岁的时候回

到了日本，在日本经济复苏的岁月里

长大然后有了家庭也有了步入犯罪团

伙的经历，直至发生了上述罪恶的报

应轮回。

而那个当年的亲生小女儿（小林

杏奈）开始实施报复。在两个大佬对

决的那个密室之夜，她杀死了自己的

老板然后成功地嫁祸于亲生父亲。早

已知道“女秘书”身世的父亲在法庭上

坦然承受了凶手的罪名。

但是来自中国的侦探秦风和唐仁

在泰国与日本的同道帮助下，戳穿了

这个惊天的杀人案。最后一个揭秘环

节是女秘书小林杏奈的杀人动机，秦

风等四位同伴居然各走边锋，不约而

同拿出了动机的证据。

解开秘密，这正是类型片惯用的

手法，而在漫长的影片中，这里只用了

百分之一的时间片段即把来龙去脉交

代得一清二楚。节奏之快，闪回之有

力，令人称奇。

越到后面影片节奏越快，烧脑的

结构一气呵成。放眼今日之世界影

坛，好影片一点不烧脑的几乎没有。

陈思诚的心思非常细密，这样一

个构思在剧情进入到百分之九十九的

时候你也许依然不会释然，并且整个

过程在外围的“胡搅”中，在喜剧与闹

剧的推进当中，你相反还会追着剧情

找出层层线索。

而最终全片释放出了巨大的信息

量时，剧情风格发生了峰回路转的变

化。除了赞叹，我们不会说忽悠，不会

说浅薄，更不会说胡闹。其实你会往

深里想，一部挖掘人性的电影如何就

能够融古希腊、近代日本和当下中国

的特色于一体，而又把悬疑侦探、疯狂

喜剧、生死追逐、中日韩泰影片的风格

冶于一炉？

陈思诚在影片中放置的信息量还

远不止这些。他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把

中国电影做得既像又不像一部国产

片，笃信中国电影要打进世界市场就

必须有广阔的视野，包容更多的题材

和人性故事。

同时我相信他正在掌握一种手

段，正反合成以提供信息量的手段。

譬如闹剧与严肃的探案推理的相互交

融，由于当代信息科技的“无所不能”，

导演可以把推理的逻辑发挥，通过技

术尤其影视特效和剪辑技术，做得入

木三分、活灵活现。譬如密室假设，从

十三种设计中再“构想”出第十四种，

当然它们都是编剧导演的虚构，但是

在特效师手下就可以以假乱真、煞有

介事。

再有喜剧和悲剧的人性故事交

融。接近三分之二了，剧情还是没有

一点点严肃可言的。但是，“希腊故

事”开始了，“日本故事”开始了，后面

还有“中国故事”、“泰国故事”，我们的

视野被骤然拖回到半个多世纪前，一

幅幅亚洲国家战后满目疮痍、重新崛

起的场景背后悲惨的家庭和个人辗转

沟壑、历经沧桑的画面浮出水面。

影片不是一般的喜剧，成为了

《啊，野麦岭》、《望乡》，超越了一般国

产电影的表面和浮泛。最后的法庭辩

论，很有韩国电影譬如《辩护人》的精

彩，更有悲剧的震撼。出乎意料、连续

出场的证人反证和真正罪犯的被揭

露，全然出乎意料——而好电影就应

该总是如此出人意料。

无厘头的风格和严肃人生抉择的

交融最后成为了影片的某种深度。影

片到了后面出现了所谓“Q”集团胁迫

秦风入伙的剧情，透过这个剧情的插

入，影片的深度又推进了一层。很多

朋友去看几遍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个暗

黑势力出现与剧情的关联。

其实黑龙会和地产商都只是社会

黑幕的外层，类似“Q”集团如此的暗

黑势力的无处不在，他们渗进了社会

的每一个有着巨大“钱”景的领域，收

买各类型精英，而不予以合作就必欲

除之，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毒瘤。唐

仁和秦风后面的对手就是这些世界恶

魔。

简单地说陈思诚构思的不是一部

简单的喜剧、闹剧，导演的野心在于放

置一种深情给予广阔的世界。我们可

以放下很多平日端着的东西，而又可

以揭穿这个世界很多装着的假面。因

为这个世界的确有着一股超越国界的

暗黑潮流，而正义的人们会有更沉重

的使命。

在《唐探3》中这个剧情的出现貌

似很二次元，其实个人和小团队的命

运与一个庞大的暗黑世界之间的对弈

是《唐探3》的最后交融。

秦风唐仁们不会妥协，不会退缩，

更不会出卖良心。有意思的是，Q在

中文里就是钱的第一个字母。在影片

中，Q集团是最暗黑的资本，而当下的

世界，代表着暗黑资本的势力的存在，

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三观”世界刻骨铭

心的深入讨论。

Q的形状最后落在唐仁他们手上

的时候，是一个莫比乌斯环。莫比乌

斯环又译成魔比斯环，而莫原来是一

位数学家，他发现三维世界并非完全

封闭的，只要打开一个偏角，三维空间

可以有一个被外放到四维空间的出

口。

世界无限，悲剧的传奇无限，公义

的抗争必定无限。世界就是一个传说

当中永远不会宁静的江湖，而热血青

年就是这个万里江湖纵横的侠客。唐

仁和秦风这一对表舅甥人生的冒险喜

剧故事才刚刚开始。

为什么会有《唐人街探案3》这样

的中国电影，这样的电影又将怎样塑

造不同格局的导演陈思诚？如此一定

会让我们掩卷深思。

当下中国电影（只能用“当下”还

不能叫当代）早已经超越了十年前的

那一拨。对于时代的比照，影坛曾经

就以《失恋 33 天》、《北京遇上西雅

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小时

代1》、《乘风破浪》等等竖立起过一道

道里程碑，它们核心的一点是在中国

城市化、世界全球化时代标榜中国当

代个体的精神价值。而《战狼2》、《流

浪地球》的出现，已经宣告个体宣言一

类正在为广阔视野所通通淹没。

中国被自己和世界推向了风口浪

尖，文艺终将是个体的和个性的，如何

在广阔的视野当中写好个人的故事，

如何在巨变的大时代中写好个体的传

奇与人性，电影人又有了一个冲击的

高度。

2021年春节档很快就过去了，以

下的时间当中我们期待还能够看到更

多发自真正思考和灵感激发的创作。

陈思诚不会只有一个，但是超越的过

程需要思想，一如上面说的烧脑，中国

影坛一定会引起一拨思想的浪潮，《唐

探3》是一部有思想的英雄主义电影。

贴着时代与时尚的追求才是稳靠

的。通俗与烧脑正是影片最具时髦的

最后的融合。就当下来看，它的英雄

主义属于后现代风格的当代电影标

签，就中国影坛而言超过了姜文的乡

村魔幻现实主义，超过了邓超的城市

魔幻现实主义，也超过了好莱坞的科

技魔幻现实主义。《唐人街探案》序列

如何引发更多通俗与烧脑的融合，也

许才是王道。

李焕英和金智英：母亲的多张面孔
■文/周 夏

万玛才旦的藏地电影在语言

形式的探索中一再变身，但因为

其影像表达对于文化属性与身份

焦虑的敏感与自觉，他的电影又

极具作者电影的辨识度：寓言式

的简约与直接、视觉符号的日常

性与思辨性、复调结构的荒诞与

包容等等。解读他的电影，往往

理性的快感大于感性。特别是他

的创作还有着跨媒介的身份，藏

语 与 汉 语 ，文 学 与 电 影 ，需 要 不

断地转化，增加了更多的阐释空

间。

新片《气球》却第一次令人感

觉到了不同，不是因为它比以往

作品混入了更多的人物关系，不

是因为摄影风格第一次转换为以

手持长镜头为主，还明显加强了

叙事节奏，也不是指以往影片中

边缘的、功能式的女性角色在这

里第一次获得了主体性的表达。

最大的不同是，尽管《气球》

依然保持了时代与地理的文化标

记，依然借人物的两难困境抛出

了现代性的文化焦虑，却以令人

动容的慈悲态度，描摹出人类最

质朴的生命价值感陷入深渊前的

样 子 。 其 实 ，如 何 看 待 生 命 ，决

定了我们的样子，决定了我们的

自我价值。《气球》虽然借的是藏

传佛教生死轮回的观念，传达的

却是最朴素的家庭伦常。

测纸电影

万玛才旦的藏地电影里往往

生 出 一 种 可 以 命 名 为“ 测 纸 电

影”的叙事形态。从短片创作开

始，他每一段影像叙事的灵感来

源里都会出现一个现代媒介物、

一个文化外来材料，或者是一件

借外来文化重新命名和确认价值

的 藏 地 物 什 ，可 以 是 文 化 品 ，可

以是稀有动物，在一个无可避免

的时刻介入到藏地人群里，渗入

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肌理中，犹

如一张张文化测纸，一次次显影

着 传 统 价 值 和 信 仰 在 人 与 人 之

间 、在 个 体 精 神 世 界 的 松 动 、浸

染和改写。《静静的嘛呢石》中是

电视剧集《西游记》，《老狗》里是

“宠物藏獒”，《塔洛》里是现代公

民 身 份 证 ，《气 球》中 就 是 避 孕

套。

橡胶避孕套的批量生产直接

改变了人类的家庭结构、女性地

位和就业结构，改变了人对于生

育的控制权和生命观。在它出现

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这种改变写

入了各种历史档案，当然也包括

个体家庭中。《气球》中的避孕套

不是夫妻俩自行购买的，是特定

时代优生政策的福利派发。避孕

套不仅涉及人口控制，强行进入

生活日常后，还涉及性关系和它

引发的文化表述。《气球》因避孕

套 ，重 新 整 理 和 规 定 其 中 的 孩

子、老人、丈夫、妻子、邻里之间

的行为和关系。影片第一个镜头

通过白色避孕套看天空、羊群与

家人，指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

说影片叙事非代表孩子的视角，

而是指一个借错误媒介材料（非

生命的）看待生命事宜的叙事开

端。

影片中妻子卓嘎比丈夫达杰

更在乎避孕套的使用，但在对于

此物的文化表述却有着更强的羞

耻心。这种对于生育与性的两极

态 度 ，与 最 后 两 难 抉 择 直 接 相

关。这个问题上另外两个女性，

女医生和妹妹都比她一致。性与

生育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的福利

之一，当然也是伦理困境的来源

之一。所以导演没有对人物进行

价值判断，而是给与了极大的同

情。

其 实 ，现 代 科 技 发 展 推 进 速

度 越 快 ，媒 介 与 材 料 生 产 越 频

繁，文化测试力度就会来得越猛

烈，直至严重干扰和快速刷新人

类 的 文 化 结 构 。 所 以“ 测 纸 电

影”的叙事空间并不适用于工业

与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都市，测

不好就会成为蒸汽朋克电影。一

石激起千层浪，只能发生在传统

价值尚能保持水波微澜的慢社会

形态中。

复调共振

《气 球》的 叙 事 结 构 非 常 特

别，呈现为一种并不突出的两段

体结构，以爷爷的突然离世为转

折点。万玛才旦善于复调叙事，

早期比较写实的电影《静静的嘛

呢 石》、《寻 找 智 美 更 登》和《老

狗》都采用了复调结构。尝试了

《塔洛》的寓言体叙事和《撞死了

一 只 羊》的 心 理 镜 像 叙 事 之 后 ，

《气 球》综 合 吸 收 了 以 上 几 个 形

态 ，形 成 了 一 种 浑 然 天 成 的“ 复

调 共 振 体 ”。 当 然 ，这 种 结 构 形

态是跟影片涉及的生命观的文化

命题相联系的。

《气球》前半段采用了复调结

构 ：爷 爷 与 孙 子 的 生 命 轮 回 线 、

达杰的种羊线、卓嘎的避孕线以

及阿尼与男教师线并行发展，乃

至前半段的超现实段落也显得可

有可无。爷爷的存在犹如“静静

的 嘛 呢 石 ”，代 表 着 传 统 文 化 的

稳定性，凝聚着家人。爷爷的离

世 ，将 所 有 的 内 容 收 缩 到“ 生 命

问 题 ”上 来 ，并 且 打 结 在 了 卓 嘎

一人身上。这个在影片构图中总

处于边缘的贤良温顺角色，在后

面的故事里，主宰了所有人的情

感。羊与人构成什么样的明喻关

系，和睦家庭的寓言成立与否都

掌握在卓嘎的决定上，而她与妹

妹的镜像式补偿心理也左右着她

的行动。

非常能理解万玛才旦在访谈

中之所以否定了角色占比出于女

性 主 义 创 作 尝 试 。 因 为 四 条 线

索 ，恰 恰 指 向 了 生 而 四 苦 ：生 老

病死、求不得、怨憎会与爱别离，

包含了对生命的全部态度。卓嘎

如果选择流产出家，不会真的放

下世间牵挂，只会因此对孝顺长

子 江 洋 、对 一 心 爱 家 的 丈 夫 、对

逝去的慈悲老人带来伤害，从而

令 她 的 余 生 丧 失 对 待 生 命 的 坦

然。影片中只有一个人物支持卓

嘎的手术，就是周措大夫。她列

举的理由，除了罚款给家庭带来

压力，更重要的是她以时代改变

为 由 ，提 出 了 新 的 价 值 伦 理 ，也

即：咱女人不是为生孩子才来世

上 的 ，我 就 一 个 孩 子 ，除 了 自 己

轻 松 ，孩 子 还 能 受 到 好 的 教 育 。

这种以否定生命力和自我牺牲为

前提的价值观，应该不属于任何

流派的女性主义。

红 色 是 藏 地 的 颜 色 ，象 征 着

火 、生 育 、给 予 与 希 望 。 在 影 片

前半段中呈现为卓嘎的服饰、爷

爷 的 酥 油 灯 、阿 尼 夺 书 的 灶 火 、

孩子哨子上的红线、种羊的红布

等等，人物关系在这些红色元素

里呈现为一种流动的、相互给予

的积极性。爷爷去世后，白色元

素原来越多，呼应着白色避孕套

的非生命动机，出现了医院里的

纯 白 母 羊 、达 杰 的 白 帽 子 和 水

瓶 、卓 嘎 的 白 毛 衣 、分 隔 父 母 之

间的白毛皮，象征着卓嘎内心的

空乏、不安和迟疑。结尾的红气

球是影片的创作起点，红色气球

从 小 孩 手 里 脱 落 ，飞 向 天 空 ，越

来越高，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抬头

看 到 了 它 。 在 红 色 元 素 丧 失 之

后，导演依然希望通过这个超现

实段落呼唤初心，为众人带来内

心的希望和抉择的勇气。

2018年出品的《郊区的鸟》今年2

月底才正式上线影院。有意思的是，

在不断的点映和等待公映的过程里，

导演仇晟不仅愿意一次次坦陈这部长

片处女作的创作意图，还在这两年半

的媒体采访与观众互动中不断调整着

自己对影片的阐释，同时始终保持着

新一波年轻电影人特有的明朗清晰的

美学态度和安然若素的迷影精神。好

像这部电影的诞生只是一个开始，个

体生命感知如何对抗与加入杭州这座

城的膨胀和衍变，如何在共生的时间

流动中寻迹失去的乐园——这部延迟

上映的电影成为了递到仇晟手中的一

把生涩却有灵的钥匙，一个已经完成

自我生成与运行机制的影像装置物。

仇晟出入自由，既有资格掘开它的内

部语言，也可以泰然地站在美术馆展

品窗外与普通观众一起与它交流，从

而进行与现实的对话。

之所以可以如此，首先因为这部

影片的美学底色是出没于现代电影以

来的那种对叙事不确定性的诉求，同

时还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又是建立在结

构稳定而语义复杂的视觉机制中。不

得不说仇晟的确为此片创造了一个错

综神秘的影像编码，尽管他的出发点

只是想借此解开个人童年时代的一个

成长迷题，一个个体生命反复打捞又

无法挽回的时刻，一次人与人亲密关

系的预言般的溃散，以及它们是如何

与一个城市空间的生态演化发生内在

联系的。这个美学命题，使得影片获

得了科幻电影中才有的面向未来的叙

事态度，在中国电影中难得一见。

人与物的关系决定了视觉形态

《郊区的鸟》有着强烈的电影作为

媒介物的自反意识，关于“看”与“存

在”的关系贯彻影片始终。影片双时

空结构的视觉生成，在片头片尾分别

以“检测仪器”与“双孔望远镜”的视点

做了明确喻示：媒介即“看”。媒介物

规定了“看”的目的、形式、内容、尺度

以及“看”的主体性。

成人时空中的勘测工作以“看”为

核心，大夏昊、蚂蚁、韩工与蒋科长组

成的四人工作组调查群众举报的地面

陷落事件，以确保城建规划中地铁隧

道的顺利完成。“看”的可信性全然依

赖现代仪器，视域中的物像和人像呈

现为散溢扭曲的形态被完全忽视，一

遍遍读取的“数据”才是可信的。在这

场勘测中，他们进入了城市的郊边空

间。城市建筑既是标视物，也规定了

空间特质。“郊区空间”由高架桥、半荒

芜的铁轨、无头路面、废弃的公交车、

遗弃的危楼、拆除的废墟及高不可攀

的水塔构成，规定了城市的边际，既是

无主自由的，又是在不断侵占中被抹

除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媒介物看待

“郊区空间”。影片第一个固定机位的

长镜头摇拍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骑着

摩托车的人是如何在这场机械化、数

据化、组织化的“看”中，无意闯入又被

驱逐的。“看”从来都是发生在权力空

间中，也因此规定了这四个人之间微

妙的关系。

影片选取古典的4:3画幅，在成人

时空中借用洪尚秀的快速变焦的镜头

形式，在儿童时空中采取低机位手持

跟拍的方式，在强调视觉媒介性的存

在时，也是预示这种视点和视觉形态

的选取，既非外部模拟的，也非角色主

观的，而是由两个时空内部人与人的

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决定的。

其实两个时空中的夏昊性格全然

不同。大夏昊与女友及同事们的疏

离、隔阂甚至抵牾，是对现代社会中人

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丧失了亲密

关系的一种抵抗。每个场景固定机位

下的 Zoom In 和 Zoom Out 既呈现有

机械性的荒诞感，又表现为有恃无恐

的暴力性，正是后现代批判中，对于人

与物的工具化、功利化、空洞化的写

照。相比大夏昊，小夏昊在集体里虽

然为大家喜爱，却毫无主见，既随和从

众，又欺软怕硬。胖子的消失，在剧情

层面其实留下了很多伏笔。孩子们之

间的心机、谎言、试探与欺凌也藏匿在

游戏般的“欢乐时光”中。小夏昊和他

亲密的小群体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脱离

学校与家庭的秩序空间跑到不远的郊

外掏鸟窝、玩枪战，他们之间的情感方

式呈现为忠实的陪伴感，既亲密又混

沌，如这个时空中的镜头形态，仿佛视

角来自他们中的任意一个，有温度、有

关照、有情绪。所以在仇晟的解读里，

时而会是鸟的视角，时而是不存在的

“第七个孩子”。

在影调上，两个时空也有明显的

情感化区隔。如果说成人时空的影

调借用了《双峰：与火同行》（大卫·林

奇）似的表现方式，在阴郁压抑的色

调下会突然呈现出诡诞的霓虹感。

那么儿童时空的影调则参考了《我自

己的爱达荷》（格斯·范·桑特）中嗜睡

症青年犯病时记忆闪回的明亮影调，

杭州郊区运河边上茂密的树林、荒芜

的杂草丛以及铁轨边为城市建设囤

积的钢铁材料堆，都披上了明媚闪动

的光影。

平行时空的比利乌斯环

《郊区的鸟》中两个平行时空的

镜像形式，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恋爱

症候群》（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中

两个段落的空间关系，特别是后者的

乡下段落也和《郊区的鸟》中的孩子

段落一样，都是来自导演的童年记

忆。不同的是影片体现的时间性。

《恋爱症候群》中两段平行时空

相互倒映，产生了一种东南亚神秘主

义的共振关系，其中的人物皆处于开

放的公共空间中，在客体化的静态镜

头下，影像获得的时间性不是个体感

知的，而是指向社会进程与宗教文

化，提示着它们在相互作用中难以走

出的怪诞的重蹈与循环。平行时空

在《恋爱症候群》中有种外向的、扩张

的效果。

《郊区的鸟》则是向内的、坍缩

的，将视觉媒介物测量仪、望远镜、隧

道洞穴、地面塌陷的洞窝、急速膨胀

和消失的光影指涉为可随时沟通过

去、现在与未来的虫洞。人物、动作

和角色关系在两个平行空间里有交

错，也有对应，他们之间的通道既是

流动的，也是不稳定的。影片试图以

水为时间的暗示：古老运河的潺潺流

水、地质下沉造成的隐秘储水带、隧

道的漏水、摔落楼梯的桶装水与梦中

变成水桶的盾构机，它们既是历史

的，又是现实的，有的来自记忆，有的

被意识压抑。儿童段落里始终伴有

潺潺水声，成人段落里始终伴有工程

的打桩声，水声因运河沟通过去与自

然，也因消失和塌陷暗示现代性的断

裂感与人工化。两个平行时空因水

的形态在城市扩张中的上升与下沉、

涌动与消失中落入了一个比利乌斯

环中，也让两个平行时空呈现为一种

相互依托、漫延的关系。从成人夏昊

的世界很容易追寻到儿时的过往，从

儿时乐园失去的过程，也可以预见成

人夏昊的世界。

仇晟不断追念，唯一真实的乐园

就是失去的乐园。所以他在结尾另

外给出一节时空分叉，任性地多给出

一个标题，给出希望，让夏昊在某个

时空中，可以重拾与伙伴、与自然的

亲密和依恋。

《郊区的鸟》：

媒介衍生下的城市与人、过去与未来

今年春节档《你好，李焕英》在一

个以男性主流审美为主的打打杀杀的

刚性宇宙中，挥洒出女性世界的一片

柔情。一个跨界女导演首执导筒的喜

剧文艺小片竟然轻轻松松PK掉众多

资深男导演深耕精作的商业特效大

片，这个奇迹的诞生本身就像一部荒

诞喜剧片，引发的巨大关注是可想而

知的。

《你好，李焕英》

为什么会成为“爆款”？

从社会环境、电影市场和观众角

度来讲，《你好，李焕英》成为 2021 年

的爆款电影不难理解。近年来，春节

档成为全年票房产出最强的档期，春

节档电影也逐渐取代了春晚成为“新

民俗”，“娱乐”的功能被放大，有些电

影就是为春节档量身定制的，典型如

明星云集狂欢嬉闹的《唐探 3》，脱离

了春节档，这部电影就无所适从。再

加上去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观众

积攒了一年的辛劳、压抑都需要在这

个传统的长假释放，喜剧无疑是春节

档最佳的类型，最能烘托过年的喜乐

气氛，这就是所谓的“应景电影”或者

说“情绪电影”，就像2017年建军90周

年之于《战狼 2》，2019 年新中国建国

70周年之于《我和我的祖国》。《你好，

李焕英》没有选择女人节或者母亲节

上映，反而勇闯大片云集竞争激烈的

春节档，恰恰说明制片方和发行方对

于“沈腾+贾玲”喜剧组合的信心。我

们在大银幕看“小品”，相当于在影院集

体过年，这种逗乐式的小品串联形式

是中国观众最乐于接受的，也是最没

有门槛的俗文化，简单、放松、接地气。

而且，电影所传递的情感非常善

意和温暖，这一点与《送你一朵小红

花》很相似，大众普世的“亲情”是最容

易打动人心的，所谓“治愈电影”，可以

弥合代沟和隔阂，增进彼此的沟通和

理解，让人学会感恩和珍惜，这个传播

力是相当强大的。相对于《唐探3》带

有成人趣味的合家欢，《你好，李焕英》

才是真正适合一家人观赏的“家庭电

影”，这就相当于一家人聚在电视机前

看“春晚”的仪式感一样，这种受众是

最广泛的，无论是儿童观众，还是中老

年观众，都能一起笑一起哭，再加上今

年春节档票价的高涨，《你好，李焕英》

所创造的票房奇迹虽是意料之外，却

在情理之中。

需要警醒的是，《你好，李焕英》仅

仅是个案，难以复制，就是贾玲本人也

很难再创造第二个“爆款”。从创作动

机上讲，贾玲“不是为了当导演而拍这

部作品，而是为了妈妈当了一回导

演”，这种强烈的创作欲望来自于深藏

心底将近 20 年的伤痛，一旦爆发，不

可限量。她让母亲在大银幕复活，与

母亲在梦里欢乐相聚，借助电影造梦

的功能纪念和报答亡母，以幻象弥补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也借此完

成自己对自己的治愈，并以私人化的

体验达成了一个公众化的集体回忆和

缅怀，《你好，李焕英》已经很好地完成

了它的使命。但这种情感的高浓度和

穿透力也仅有一次，贾玲也不可能成

为职业导演，所以，电影行业也没有必

要对此过度焦虑。

《你好，李焕英》是女性电影吗？

该片虽然是女性创作者，但它所

歌颂的母爱主题并不涉及现实生活中

的女性议题，无论是女性创作者，还是

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都不具备当下定

义的清醒而自觉的女性意识。所以，

《你好，李焕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女性电影或者说女性主义电影。恰恰

相反，影片所传导的性别意识是和男

性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无缝对接的，这

也是它能成为爆款的一个深层原因。

作为大女主电影，《你好，李焕英》

成就了张小斐扮演的“李焕英”，温柔

明亮、活泼乐观、豁达通透、朴素无华、

精神饱满、自带光环，成为观众心目中

的理想母亲形象。母亲已逝，在怀旧

情绪和穿越时空中展现的都是对母亲

的美好回忆，是可以理解的。影片最

大的泪点，来自于片尾压轴的叙事反

转：原来母亲和女儿一起穿越了，为了

满足女儿的孝心，青年模样的李焕英

默默配合着女儿的每一次行动。和

《重返20岁》一样，重获青春的奶奶最

后还是为了孙子放弃了自己的新生，

又自觉回到母亲的身份上，它强调的

还是母亲的自我牺牲精神，女性虽然

逃脱了男性视野下观赏物的存在，却

又一次被绑缚在母亲身份之上。“李焕

英”不仅仅是贾玲母亲的名字，也成为

天下母亲的代名词，这背后隐藏着根

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基因。和《一

江春水向东流》（1947 年）中的素芬、

《渴望》（1990年）中的刘慧芳一样，“李

焕英”之所以成为当下热搜的流行词，

是主流社会对于女性作为母性价值最

大的肯定，准确说，是传统道德中对女

性“无我”牺牲精神的最大认同。电影

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共情力，正因为它

对“母爱无私”的呈现切中了大众集体

无意识中的心理基石。

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是有问题

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把遮蔽的事实真

相暴露出来，与男性社会潜在的固化

价值观隐含着某种对抗关系，比如《82

年生的金智英》就直面当下年轻母亲

的生存困惑和精神状态向社会抛出问

题，从而引发观众对于父系既定秩序

的质疑和反思。《你好，李焕英》对于女

性问题意识是不自知的惯性思维，性

别敏感度很低，前半部拼凑的喜剧包

袱比如“斑秃”、“扒裤子”、“河中尬戏”

也都是男性喜剧中常见的“笑梗”，贾

晓玲试图改变母亲的人生轨迹依然是

遵循常见的婚姻途径。同为母亲，50

后的李焕英和 80 后的金智英显然有

着质的区别，一个是追忆中的完美母

亲，一个是现实困境中的抑郁女性，让

二者合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即使如此，我依然对《你好，李

焕英》抱有极大的好感，它的突破在于

不仅仅是单方面的颂扬母爱，同时也

表达了子一代对母辈充盈的爱，这种

母女深情是双向流动、舍己利他、彼此

成就的。《你好，李焕英》中的女儿以自

我消失为代价，意图换来母亲的幸福，

这种忘我的“真”和牺牲精神格外让人

动容，正是底层的贫寒才让贾玲一直

想用物质来回报母亲。李乐莹和英子

在小酒馆的对话，恍惚之间分不清二

人谁是母亲，谁是女儿，只留下女性和

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戏外的贾玲和

张小斐，戏中的李乐莹和英子，女性主

创潜意识当中所流露的女性情谊才是

真正打动我的地方。也许，穿越到

1981年的李焕英正是感动于女儿的这

份孝心才说出了“健康快乐就好”，这

也是母亲在弥留之际的心愿吧。鉴于

此，我更倾向把《你好，李焕英》定义为

“女性关怀电影”，贾玲把母亲的真名

定为片名，表达了希望母亲做自己的

初衷，并试图去理解母亲的年轻岁月，

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