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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 波

（上接第7版）

再见，我的爱人
——评影片《又见奈良》

以二战日本遗孤问题为题材的

文艺作品并不多见，新近上映的影

片《又见奈良》以中国养母寻找日本

遗孤养女为线索，对日本遗孤问题

进行了新的表现，并进而拓展到对

人的情感与存在的思考。

影片《又见奈良》讲述了年近八

十的老奶奶陈慧明孤身奔赴奈良，

寻找失去联系的日本遗孤养女陈丽

华的故事。在遗孤二代小泽和退休

警察吉泽一雄的帮助下，通过寻访

许多接触过、帮助过陈丽华的人们，

折 射 出 日 本 遗 孤 返 日 后 的 艰 难 生

活。同时，影片以哀而不伤的基调，

对情感与人生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

与探析。影片从始至终弥漫着浓浓

的温情和爱。二战结束，一些仓皇

逃窜的日本人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

孩子留在了中国。陈丽华就是当年

被留下的孩子之一，她被陈慧明收

养。当她长大成人，知道自己是日

本 人 时 ，想 回 自 己 的 家 乡 看 看 。

1994 年，陈丽华只身来到日本奈良

寻根。她与中国养母陈奶奶一直保

持书信往来，但几年后突然音讯全

无。陈奶奶不知养女生活得怎样，

出于思念和担心，于 2005 年，也动身

来 到 奈 良 ，找 寻 十 一 年 未 见 的 养

女。在陈奶奶的心里，丽华就是她

的亲女儿，是她的情感所系。以书

信的形式，影片将丽华初到日本的

几年母女间相互牵挂惦念关爱的内

心呈现出来。影片中几次读信的段

落带给观众的是浓浓的温情和满满

的爱意。可以想象，当初丽华回日

本寻亲的举动，多少会使陈奶奶感

到失落和不安，但出于爱和理解，陈

奶奶没有阻止丽华的行为，她默默

承担着女儿离别的失落与孤单；而

丽华也没有忘记中国妈妈的养育之

恩，在举目无亲，血缘鉴定失败，生

活艰辛等各种打击下，为了怕养母

担心，她给陈奶奶的信中总是“报喜

不报忧”地述说着自己“快乐而满意

的生活”，以及对陈奶奶的爱和关

心。在陈奶奶寻找的过程中，多次

被 问 到 丽 华“ 她 的 日 本 名 字 是 什

么”，但没有人记得她日本名叫什

么。及至影片快结束时才终于揭晓

陈丽华的日文名字：“陈丽华回奈良

后血缘鉴定失败，没能找到亲生父

母，几乎成了一个连身份都没有的

人，一位好心律师帮助她确认了日本

国籍。所以陈丽华沿用了这位律师

的姓，取名‘明子’。名字中‘明子’

的‘明’，则取自中国养母陈慧明名

字中的‘明’”——在生命艰难时刻

走投无路的丽华，或许已经预感到

今生再也见不到陈奶奶了，所以用

名字来纪念对自己有恩情的中国母

亲 。 其 中 的 真 情 与 厚 爱 在 这 个 细

节 中 被 充 分 显 现 出 来 。 影 片 所 蕴

含 的 情 与 爱 不 仅 体 现 在 陈 奶 奶 和

丽 华 身 上 ，也 体 现 在 其 他 人 物 身

上 。 退 休 警 察 吉 泽 对 远 嫁 东 京 的

女儿的思念与爱，通过影片开始时

在居酒屋与小泽搭讪说“你很像我

的女儿”，以及多次让小泽读信、多

次翻检自家门口的信箱等情节表露

无疑。可以说，温情与厚爱构成了

影片的主旋律。

《又见奈良》的艺术表现力和情

感张力是通过细节呈现出来的。影

片开始时，吉泽问小泽是哪里人时，

小泽马上警觉地说“我是日本人”，

这个细节将小泽的敏感，社会环境

对她的逼仄，她自己对自己身份的

迷茫、不自信等充分彰显出来，使观

众对人物形象，对日本遗孤及其后

代在日本社会的生存环境有了感性

的认识。影片中多次出现回到日本

的日本遗孤面对语言、文化等隔阂

的内心孤独与痛苦：小泽与日本遗

孤见面寒暄时，先说了一堆日语，那

个人一脸茫然，及至看到陈奶奶是

中国人，马上兴奋地以一嘴东北口

音说：“都是中国人就别说日语了”；

薄暮沉沉中，奈良偏远的山区小屋

里，国籍是日本但生长在东北的日

本遗孤两口子，热情洋溢地用嘴模

仿出京剧的锣鼓点，字正腔圆地唱

着“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余

音袅袅、余味强劲，与周围的环境形

成巨大的反差。这些细节将语言、

文化以及身份的认同对日本遗孤生

活和工作的阻碍自然显现出来，也

使观众对始终没有出场的丽华在日

本的生活处境有了充分的了解。在

影片接近结尾，当小泽从电话中得

知丽华几年前已经去世的消息，她

忍不住哭了起来，这哭既是对丽华、

对陈奶奶的同情，更是对自己生活

际遇的哀悼。人生的残酷、不幸与

艰难，通过一个个细节被展现出来，

直抵观众内心最柔软的所在，但影

片的基调却又不乏温情和幽默，它

在用温暖的方式解读人生和时代的

悲剧，因而有更强的感染力。影片

中，在公园长椅上，语言不通的吉泽

与陈奶奶，互换年轻时的照片，给对

方竖大拇指，又一起做着简单的手

工活儿，一模一样地掏眼镜的姿势、

一模一样地仔细欣赏的眼光、一模

一样地竖起拇指夸奖的样子，一段

无 声 交 流 温 情 而 可 爱 ，平 静 且 美

好。而被父母从中国带回日本，没

有成为遗孤的又聋又哑的佛寺管理

员，目送陈奶奶三人离开后，奋力撞

响大钟，那清脆的钟声中或许寄托

着更多的祝福与希望吧。

影片的结局是开放式的：帮忙找

人的退休老警察电话告知丽华已经

亡故；但此前帮忙寻找的“东北同乡”

遗孤又打来电话说“有个嫁到隔壁县

的，听描述特别像”。于是，三人又踏

上寻找的旅程。影片结尾，伴着邓丽

君日语版的《再见，我的爱人》的歌

声，在奈良夜色中的石板道上，吉泽、

陈奶奶、小泽三个人一个接着一个垂

着头一言不发默默地走……这个近

三分钟的长镜头，将人物内心的情

感波澜不动声色地传递给了银幕前

的每一个观众，真挚动人——人生

中有很多人或事注定不能相伴一生

一世，温情和爱却可以地久天长。

4 月 2 日 上 映 的 影 片《我 的 姐

姐》，票房已破 6 亿，遥遥领先于同档

期的其他影片。在票房一路领跑的

同时，影片也将女性独立、自我牺牲、

自由选择等话题呈现出来，引起了广

大观众和网友的热议。影片的开放

式结局，让更多的人看到作为姐姐的

女性可以自主选择的同时，也让观众

自然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认为

弟弟懂事又可爱，姐姐理应承担起照

顾弟弟的责任；另一个阵营则认为，

让姐姐照顾弟弟是对姐姐的道德绑

架。两个阵营的争论各有道理，但回

到事件本身，姐姐是有权利做出任何

一种选择的。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

阐释影片中姐姐行为的合法性和合

理性。

父母突然离世，谁来抚养弟弟？

影片中父母突然车祸离世，留下

24岁在医院从事护士职业的姐姐安然

和年仅6岁的弟弟，亲人们聚在安然的

家中，为弟弟的抚养问题争执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姐姐是否一定需要照

顾未成年的弟弟？

首先我们来看看法律对未成年人

的规定，我国《民法典》第 17 条规定：

“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

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

影片中姐姐显然已经是成年人，而弟

弟未满18周岁，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

未成年人。

作为未成年人的弟弟应该由谁来

抚养呢？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

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

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

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

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

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从影片给出的

人物线索来看，安然的祖父母和外祖

父母都没有出现，可以推测均已过世，

在第一顺位的法定监护人无法履行监

护义务时，安然成为了弟弟的第一顺

位法定监护人。如果安然具备监护能

力，则安然应该承担法定监护的义务，

作为法定监护人，安然应该承担对弟

弟的扶养义务。影片中安然虽然对照

顾弟弟有抗拒和抵触情绪，但第一时

间承担起了扶养弟弟的职责，照顾弟

弟的起居，接送上下学，履行了一个法

定监护人的扶养义务。

父母“留下”的房产归谁？

影片中父母未留下遗嘱，根据《民

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

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

继承护着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

的，按照协议办理。”没有遗嘱的，遗产

分配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对于法定继承，《民法典》第 1127

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二）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由此，安然和弟弟共同作为第一

顺序继承人平等继承父母的遗产。

安然的父母生前有两套房产，一

套是单位用房，一套是登记在安然名

下的学位房。从亲戚们的争执中不

难发现，单位用房原单位主张收回，

因此不能作为遗产继承，登记在安然

名下的房产父母原意只是暂时登记

在姐姐名下，并打算将房产赠予弟

弟，但尚未来得及办理不动产变更登

记手续。根据《民法典》第 209 条规

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

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可

见，房产所有权经登记发生效力。从

法律关系上分析，在没有任何协议的

情况下，父母将学位房登记在安然名

下，即视为对姐姐的赠与，且已经完

成过户，因此安然名下的房产从法律

上不可作为父母的遗产，而是属于安

然的个人财产，安然有权独立处分该

房产。

虽然从法律层面看，安然名下房

产属于安然的个人财产，安然有权独

立享有转让该房产所得的全部价款，

但影片中安然并没有占有全部价款，

在她变卖房产准备去北京求学前，仍

然将转让款的一半转交给收养弟弟的

家庭，法理之外，安然对财产分配的处

理充分展现了姐姐的善良和对弟弟的

感情。

安然可否将弟弟送养？

父母去世，安然成为弟弟唯一的

监护人和扶养义务人，作为监护人，

安然可否将弟弟送给合适的家庭领

养？根据《民法典》第 1093 条规定：

“下列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一）丧

失父母的孤儿；（二）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未成年人；（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

无力抚养的子女。”第 1094 条规定：

“下列个人、组织可以作送养人：（一）

孤儿的监护人；（二）儿童福利机构；

（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

父母。”弟弟作为丧失父母的孤儿符

合被收养的条件，姐姐作为弟弟的监

护人，也符合送养人的条件，在与收

养人达成一致，并在履行了法定的收

养手续后，收养关系即成立。

另外，送养是否需要征得弟弟同

意？根据《民法典》第 1104 条规定：

“收养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应当

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弟弟年龄不

足八周岁，因此不需要征得弟弟同

意。

在此，我们再探讨一个可能发

生的情形，如果姐姐将弟弟交给姑

妈或者舅舅抚养，是否需要办理收

养手续？根据《民法典》第 1107 条规

定：“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

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

养；抚养人与被抚养人的关系不适

用本章规定。”可见，如果弟弟由姑

妈或者舅舅抚养，不属于收养关系，

而是适用前文提到的《民法典》第 27

条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有关规

定，在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

意的前提下，可依法确定姑妈或舅

舅作为弟弟的法定监护人履行监护

和抚养的义务。

站在法律的角度理性分析合法性

是简单的，但姐姐的故事是复杂的，

充满着个人价值和血脉亲情的抉择，

追寻梦想还是照顾弟弟，我相信姐姐

无论做怎样的选择，都会在漫长的人

生路上偶尔午夜梦回时，为当初的选

择后悔，但无论姐姐做怎样的选择，

都是最好的结局，因为赋予姐姐自由

选择的权利，不正是这个时代给“姐

姐”最好的礼物吗？

请赋予姐姐自由选择的权利
——从法律角度看《我的姐姐》

■文/杨 妍

▶《猪猪侠大电影·恐龙日记》

类型：动画

导演：钟彧

配音：陆双

主要出品方：咏声动漫/国影纵横

预计上映时间：5月1日

▶《三只小猪3:正义大联萌》

类型：动画/奇幻/冒险

导演：刘炜

配音：李晔/王晓彤/洪海天

主要出品方：米家文化/橙欢映画

预计上映时间：5月29日

▶《潜艇总动员：地心游记》

类型：动画

编剧：林嘉琪/林若虹/夏天然

导演：张超

配音：姚珊/筱柒/王琪/闷狐鹿

主要出品方：环球数码影视

预计上映时间：6月11日

▶《小美人鱼的奇幻冒险》

类型：动画/奇幻/冒险

编剧：牛琳涛

导演：思明

主要出品方：娱果影业

预计上映时间：4月17日

▶《银河宝贝》

类型：喜剧/动作/动画/冒险

编剧：江羚/王虹虹

导演：江南/蔡宏平

配音：万绮雯/林韦辰/贾乃亮

主要出品方：珙桐文化

预计上映时间：4月17日

▶《西游鱼之海底大冒险》

类型：动画

导演：贾泽龙

配音：唐泽宗/程振坤

主要出品方：菲尔慕传媒

预计上映时间：7月17日

▶《雄狮少年》

类型：动画

编剧：里则林

导演：孙海鹏

主要出品方：精彩时间传媒/易动

文化/墨客行影业

预计上映时间：8月6日

▶《忠犬八公》

类型：剧情

编剧：张寒寺/徐昂/李亮文/李林

导演：徐昂

主演：冯小刚/陈冲

主要出品方：爱奇艺影业/拉近影业

预计上映时间：12月31日

▶《寻秦记》

类型：悬疑/古装

编剧：张家鲁/贺鑫

导演：吴炫辉/黎震龙

主演：古天乐/林峯/宣萱/郭羡妮

主要出品方：华策影业

预计上映时间：待定

▶《门锁》

类型：悬疑/剧情

编剧：陈珠珠/罗兆粦/别克/赵颢喆

导演：别克

主演：白百何/白客/范丞丞/王紫璇

主要出品方：恒业影视/淘票票/华

文映像

预计上映时间：待定

综观 2021 年目前可知的

国产动画电影，多以儿童向为

主，尤其是系列影片占主流。

比如延续前作的《猪猪侠大电

影·恐龙日记》、《三只小猪3:正
义大联萌》、《潜艇总动员：地心

游记》等影片。除此之外，儿童

向的动画电影还有《小美人鱼

的奇幻冒险》、《银河宝贝》、《西

游鱼之海底大冒险》等影片。

比较成人向的动画电影有《雄

狮少年》等，《雄狮少年》讲述了

留守少年阿娟和好友阿猫、阿

狗在退役狮王咸鱼强的培训下

参加舞狮比赛，经过重重磨砺，

从病猫变成雄狮的成长故事。

富海芳谈到动画电影聚焦

儿童时认为，动画电影在这几

年是进步的。虽然动画电影在

国内所处的环境不像外国一样

老少皆宜、其乐融融，但是动画

电影在技术上发展特别快，内

容上也在不停地摸索。大部分

动画影片瞄准的还是儿童，主

要原因有二。一，儿童向电影

有市场需求；二，在电影院观影

已经成为了父母与孩子促进情

感的主要文化选择之一，基本

上家长们会选择半个月或一个

月一次带孩子去影院观影。动

画电影市场的容量比较稳定，

票房收入也比较稳定。我们也

能看到，系列电影如《熊出没·
狂野大陆》等也在制作方面精

益求精，能够为成人在观影时

提供一定的视觉享受和娱乐

性。

翻拍影片在近几年的电影

市场上也逐渐成气候。从《十

二公民》到《来电狂响》再到

《“大”人物》、《误杀》等影片，国

产电影逐渐在翻拍的路上越走

越成熟、稳健。国产翻拍片注

重影片的“落地”，努力拍出符

合本土观众口味的影片。

翻拍自日本电影《盗钥匙

的方法》的《人潮汹涌》现已取

得 7.61 亿元票房的成绩，很多

业内人士都认为饶晓志的翻拍

比较成功且“接地气”。除此之

外，还有一些翻拍影片会与观

众见面。

《忠犬八公》由徐昂执导，

冯小刚、陈冲等主演，讲述在主

人去世后，忠犬“八筒”坚持不

懈十年在原地等待主人归来的

感人故事。影片已定档 12 月

31 日上映。影片翻拍自日本

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主要

讲述人类与宠物之间的美好情

感故事。

电影《寻秦记》则翻拍自电

视剧《寻秦记》，影片由吴炫辉、

黎震龙执导，古天乐、林峯、宣

萱、郭羡妮等主演，“原班人马”

携 20年的青春回忆回归，本片

有望今年与观众见面。

电影《门锁》有西班牙版

《当你熟睡》、韩国版《门锁》作

为翻拍借鉴，根植中国现实社

会情况为观众讲述单身职业女

性在工作和生活中遭受窥视的

故事。出品方恒业影视似乎延

续了《误杀》的翻拍模式，选择

较为年轻的导演、知名度较低

的 IP 创作模式，是否能够像

《误杀》获得成功呢？我们拭目

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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