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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凯利斯·康斯坦塔托斯的

《群驹》反戏剧性、反类型片的意

图 很 明 显 ，但 它 不 是 为 了 反 而

反，而给予了这一叙事形式充足

的内涵，蕴含着当下社会阶层差

异 与 斗 争 探 讨 的 寓 意 。 影 片 看

起来寡淡，其实并不平凡。

这是一部来自希腊的影片。

主人公以前居住在雅典，如今来

到 边 远 的 海 边 居 住 。 故 事 发 生

的主要场景，在一个有游泳池的

别墅里，别墅在青山环绕中。这

就 是 希 腊 的 群 山 ？ 一 个 发 生 了

无 数 希 腊 神 话 的 空 间 。 那 个 空

间于笔者而言，顿时拥有了不同

的时间维度。

但众神已远离，没有出现在

《群驹》的叙事里。影片中，男主

角 彼 得 罗 斯 和 朋 友 介 绍 的 客 户

谈工作，从中可以得知彼得罗斯

有金融背景，他是做财务分析和

资 产 组 合 管 理 的 ，公 司 不 大 ，但

富 有 活 力 。 对 方 说 ，无 论 大 小 ，

泡沫破裂时都一样，远离一点为

妙。这就很确定地暗示出，希腊

经 济 变 迁 是 本 片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背景画面。

主人公的职业设定是有寓意

的 ，这 类 职 业 在 债 务 危 机 之 后 ，

似乎更难找工作。2009 年以来希

腊的经济事件，众所皆知。最近

两年希腊正走出低谷，但前些年

关 于 希 腊 的 消 沉 叙 事 ，影 响 深

远 。 这 部 影 片 就 是 发 生 在 那 个

大背景之下。

影片开头是一个空镜，是远

处闪烁着光芒的群山。空镜中传

来哭泣的声音。接着是女主角爱

丽丝跑步下山的镜头。剪辑很诡

异 ，狂 吠 的 狗 插 在 几 个 镜 头 之

间。男主角正在修建草坪，女主

角进到卧室，看着院子里的一切。

《群驹》在制造一种错觉，让

观 众 误 以 为 这 两 个 人 是 别 墅 的

主 人 。 而 两 个 人 的 外 表 也 很 华

丽。但是两人离开别墅，开车到

一 个 湖 边 做 爱 。 你 无 法 确 定 两

个人的关系。等叙事慢慢展开，

你才知道他们是夫妻，他们这么

做是因为很少有私人空间。

他们以前在雅典有自己的大

房 子 ，后 来 两 人 都 失 去 了 工 作 ，

来 到 这 个 海 边 小 城 租 住 狭 窄 的

公 寓 。 彼 得 罗 斯 其 实 是 那 个 别

墅的工人，妻子爱丽丝则在做一

些 护 理 老 人 的 零 工 。 他 们 还 有

一个孩子。

当有一天彼得罗斯找工作再

次失败的时候，爱丽丝为了抚慰

他 ，决 定 来 一 次 狂 欢 ，他 们 带 孩

子 去 了 别 墅 。 孩 子 喜 欢 上 了 这

个别墅，不停要求回来。

在这个偏僻的所在，他们有

一 次 偶 遇 来 自 雅 典 的 熟 人 。 为

了掩饰自己的窘境，他们反而作

出 一 些 欲 盖 弥 彰 的 动 作 。 他 们

邀 请 熟 人 来 别 墅 做 客 。 做 客 当

中 ，他 们 百 般 掩 饰 ，同 时 也 勾 起

了令人难过的往事，以及对雅典

的思念。

妻 子 逐 渐 产 生 了 离 开 的 念

头 。 她 平 时 也 喜 欢 和 一 个 房 产

经 纪 人 到 处 看 房 。 她 仿 佛 能 从

中 获 得 愉 悦 。 经 纪 人 也 愿 意 带

她四处走动，并对她产生了非分

之想。当她反对他的要求时，他

说 他 其 实 早 就 知 道 她 偷 偷 住 在

安 娜（别 墅 的 真 正 的 主 人）的

家里。

这个海边别墅群虽然偏僻，

但 整 个 社 区 互 相 之 间 都 了 如 指

掌。彼得罗斯一家自以为活得隐

秘，其实是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但他们住在别人的别墅中，

已经逐渐适应。有一天晚上，安

娜 忽 然 回 来 了 。 掩 饰 也 来 不 及

了。彼得罗斯一家该怎么办？

经由以上描述，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类似于韩国影片《寄生

虫》的故事。本片对《寄生虫》是

否有所借鉴，我无从考证。这种

鹊占鸠巢，穷人隐身居住于富人

别墅里的叙事，其实可以见之于

很 多 其 他 地 区 的 影 片 。 蔡 明 亮

的电影中也曾出现过。而《寄生

虫》的故事还与李沧东 1983 年的

小说《空房子》相似，里面也是底

层人住在主人豪宅里面，他们在

其中战战兢兢，很多房间都被锁

住了，这对底层夫妇很担心房间

里面住着其他人。

这种雷同与相似，可以看作

世 界 范 围 内 新 自 由 主 义 与 权 贵

资本主义运作的结果，那是一个

普遍的隐性存在的结构，它有实

在性，也具有隐喻的价值。这一

现 象 的 发 生 也 许 不 是 来 自 互 相

之间的启发与借鉴，而是一个共

同的发现。

问题是，电影是如何面对这

一切的？

这个电影的风格有点诡异，

它的音乐和细节设定，都显示它

不是普通的写实主义影片——音

乐 经 常 是 不 安 的 ，急 促 的 ，有 着

很强的暗示性和叙事功能，一些

镜头的推进和移动，也显示将要

有 不 详 的 事 发 生 。 但 镜 头 缓 缓

推过去，并没有什么重大案件出

现 。 有 时 候 只 是 孩 子 在 房 间 将

床垫弄坏了。

在几次修理床垫的过程中，

显 示 床 垫 下 有 一 个 空 间 。 这 营

造 了 悬 念 。 电 影 很 多 次 强 调 别

墅中的井盖，让人浮想联翩。而

在人物动作上，也强化了这一联

想——爱丽丝在工作时给老人擦

脸，忽然她做了一个用毛巾捂住

对方嘴的举动，她对自己的行为

也 感 到 惊 恐 。 而 当 儿 子 想 去 别

墅的时候，彼得罗斯打开别墅的

门，发现主人安娜正在游泳池边

休息。他拿起修理机器的工具，

走进安娜，镜头的角度和切换给

人强烈的不安感。

但什么都不曾发生。于是人

们 期 待 片 末 总 会 发 生 点 什 么 。

影 片 结 尾 ，如 上 所 述 ，女 主 人 忽

然驾临别墅，彼得罗斯正修理井

盖，拿着铁质的工具。主人的狗

呼 啸 着 ，似 乎 要 扑 向 他 和 妻 子 。

他为了保护妻子，拿起工具将狗

打死了。然后他扔掉工具，坐在

地上，和妻子相拥而泣。

若拿本片和《寄生虫》并置，

它 们 其 实 有 非 常 好 的 对 话 性 。

这 是 好 莱 坞 戏 剧 电 影 样 式 和 非

好莱坞戏剧电影样式的对比，是

类型和反类型的对比，也是左翼

革 命 想 象 和 现 实 生 活 的 落 差 。

预期中的巨大事件并没有来临，

只 有 身 高 体 壮 的 男 主 角 在 妻 子

怀中嘤嘤哭泣。

于是，那些强烈的具有悬疑

效 果 的 音 乐 、惊 悚 的 预 感 、在 困

境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暴力，那

些黑暗和杀戮的暗示，井盖下的

黑 洞 、床 垫 下 的 黑 暗 空 间 ，都 成

了 一 种 虚 张 声 势 的 革 命 激 情 。

只 有 一 种 无 力 感 。 我 知 道 它 用

展示一种无力感来激发你，用一

种 期 待 落 空 来 刺 激 你 。 但 作 为

观 众 的 你 又 能 如 何 ？ 你 对 此 作

何感想？

■文/王小鲁

《群驹》：

希腊群山下的阶层叙事

“回忆”是近年香港电影的一

个关键词，继《龙虎武师》和《好

好拍电影》分别回顾了香港武行

的 发 展 和 导 演 许 鞍 华 的 创 作 历

程后，电影《梅艳芳》也在 11 月 12

日 与 观 众 见 了 面 。 影 片 引 起 观

众对一代巨星的追忆，创作成败

得 失 也 有 不 少 争 议 。 而 在 笔 者

看来，这是创作者对梅艳芳的一

次温暖的回忆。

《梅艳芳》的拍摄本身便是一

种 温 暖 的 情 谊 。 影 片 出 品 人 是

香 港 安 乐 电 影 公 司 总 裁 江 志

强。作为《卧虎藏龙》、《英雄》、

《十面埋伏》、《捉妖记》等华语大

片的出品及发行人，他曾一手缔

造了华语电影的大片时代。2003

年 ，他 与 梅 艳 芳 本 人 约 定 ：为 她

拍 一 部 传 世 的 电 影 。 他 为 此 特

地 在《十 面 埋 伏》为 她 量 身 订 造

了一个侠女的角色，却不料影片

尚未完成，梅艳芳已经逝世。此

次拍摄，他正是为了完成与梅艳

芳的约定——恰如海报上的那句

“忘不了，终相见”。

作为还愿之作，影片拍得格

外 用 心 ，从 2015 年 筹 拍 到 上 映 ，

足足用了六年的时间。其中，仅

剧 本 创 作 阶 段 对 梅 艳 芳 生 前 友

人的采访就耗时两年半，海选和

培 训 演 员 的 时 间 超 过 一 年 。 最

终，扮演梅艳芳的青年演员王丹

妮不仅做到了与梅艳芳外形、动

作相像，表情、气质也十分接近，

成 功 在 银 幕 上 再 现 了 梅 艳 芳 的

形象。

梅艳芳走红的年代正是香港

经 济 繁 荣 和 娱 乐 业 兴 盛 的 20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 。 她 的 一 生 短 暂

辉 煌 也 不 无 争 议 、波 折 与 遗 憾 ，

而 她 从 底 层 出 发 ，一 路 顽 强 拼

搏 、努 力 向 上 、永 不 妥 协 的 精 神

正应和了香港城市的发展历程，

体现了港人顽强拼搏的精神，树

立 了 当 代 香 港 女 性 独 立 自 主 的

形象。她也成为人们心中“香港

的 女 儿 ”，备 受 喜 爱 与 怀 念 。 要

拍摄梅艳芳，就不能不展现她顽

强 拼 搏 、独 立 自 主 的 精 神 ，也 不

能 不 展 现 她 百 变 多 样 的 形 象 。

而要兼顾这些，选取一个能了解

她 台 前 幕 后 生 活 与 经 历 的 合 适

的叙述人就至关重要。

影片选取了一个温暖的叙述

人 ：服 装 设 计 师 刘 培 基（古 天 乐

饰）。他从梅艳芳进入华星早期

便开始为她设计服装，20 年间为

她 打 造 了 风 格 多 变 的 舞 台 形

象。他对梅艳芳亦师亦友，既擅

长发挥她的个性，用百变多样的

造 型 塑 造 她 叛 逆 、独 立 、大 胆 的

形 象 ，又 能 看 到 她 舞 台 下 的 艰

辛，在她孤独落寂的时候用服装

来 守 护 和 支 持 她 。 他 的 设 计 得

到了梅艳芳的认可，在临近生命

尽头之时，梅艳芳请他为自己设

计了那一袭惊艳世人的婚纱，将

自己嫁给了舞台。

以婚纱为代表，舞台与服装

是贯穿影片的温暖线索，也是梅

艳 芳 人 生 闪 亮 的 中 心 。 从 片 首

刘 培 基 在 后 台 为 梅 艳 芳 穿 上 婚

纱、送她上舞台到片尾梅艳芳穿

着婚纱的那场告别演出，影片在

短 短 两 小 时 里 展 现 了 梅 艳 芳 的

人生经历。从 4 岁开始跟姐姐一

起上台唱歌、19 岁比赛夺冠、签

约华星、首次录音、日渐走红、经

历 感 情 挫 折 、与 张 国 荣 合 作 拍

片、掌掴风波、避走泰国、1:99 抗

非 典 演 唱 会 、最 后 的 演 唱 会 等 ，

梅 艳 芳 一 生 中 的 许 多 重 要 事 件

被一一展示，让观众在银幕上回

顾了她的一生。

影片对梅艳芳一生经历的展

现方式也是温暖的，除了复现她

各个时期的经典造型，穿插她的

真实演出影像，片中还唱响了梅

艳 芳 的 诸 多 名 曲 。 如 年 少 时 与

姐 姐 一 起 登 台 演 唱 的《相 思 河

畔》，比赛夺冠时演唱的《风的季

节》，首张专辑的主打歌《心债》，

个性十足的《坏女孩》、《烈焰红

唇》，还有满怀唏嘘的《胭脂扣》、

《女人花》和《夕阳之歌》。熟悉

的 旋 律 演 绎 出 梅 艳 芳 各 个 时 期

不同侧面的个性与心境，更引起

观众满满的怀念感动与唏嘘。

浓浓的怀念之中，影片塑造

了 梅 艳 芳 勇 于 拼 搏 、坚 定 顽 强 、

有 情 有 义 、急 公 好 义 的 温 暖 形

象 。 她 在 嗓 子 受 损 后 坚 持 不 放

弃唱歌，以独特的嗓音唱出自己

的 天 地 ；她 坚 持 演 唱 自 己 的 歌 ，

因 为“ 对 人 要 有 情 义 ，对 歌 也

是”。她挺身而出组织 1:99 抗非

典演唱会，鼓励疫情威胁下的香

港人，因为“左手得到的，右手要

拿 出 去 ”。 她 的 一 生 充 满 了 爱

意：爱唱歌、爱舞台、爱电影、爱

观 众 、爱 朋 友 、爱 亲 人 、爱 社

会……

创作者同样对梅艳芳满怀温

暖爱意。出于爱意，影片有意无

意 间 淡 化 了 她 经 历 的 挫 折 与 艰

辛，如因童年登台唱歌而在学校

被孤立，过早频繁使用嗓子而导

致 嗓 音 沙 哑 ，感 情 上 的 种 种 波

折，乃至看似冲突激烈的掌掴事

件 ，片 中 虽 都 有 所 展 现 ，但 大 都

轻 轻 带 过 ，或 轻 松 解 决 ，并 未 触

及 背 后 的 众 多 纠 葛 和 人 物 的 心

里 的 深 层 矛 盾 。 这 当 中 或 许 有

诸多不得已的顾忌，但也不能不

成为影片的遗憾。

同样令人遗憾的，还有影片

对 梅 艳 芳 身 边 一 些 人 物 的 美 化

和 回 避 。 最 突 出 的 是 她 的 日 本

恋人，片子将其描绘为一个情义

深重的明星，在公司压力下勇敢

保护梅艳芳，最后迫于无奈才与

她 分 手 。 而 事 实 上 此 人 不 仅 在

认 识 梅 艳 芳 之 前 就 已 有 日 本 的

明星女友，更在两人相恋期间与

他 人 交 往 。 将 这 样 一 个 人 物 描

绘得如此正面，观众实在难以认

同 。 亲 情 在 片 中 也 被 美 化 了 。

梅艳芳的家庭有母亲、哥哥与姐

姐 ，全 片 着 力 表 现 的 只 有 姐 姐 。

随着对这些人物的回避，影片也

回 避 了 他 们 给 梅 艳 芳 带 来 的 种

种烦恼与恩怨。

这或许便是此种温暖的回忆

性 传 记 片 所 具 有 的 长 处 与 短

处 。 长 处 是 它 有 足 够 的 爱 意 与

善意去展现人物所有的美好，短

处是它舍不得（或不忍心或因其

他原因）展现那些不美好。

再 美 好 的 人 生 终 究 会 有 遗

憾 ，纵 然 影 片 不 愿 提 ，也 不 能 不

在 后 半 段 面 对 梅 艳 芳 的 丧 姐 之

悲、失友（张国荣）之痛、患病之

伤，与难寻所爱的遗憾。影片只

能 将 这 一 切 表 现 得 尽 可 能 的 美

好，用美好的情感来化解人生的

伤 悲 。 即 如 结 尾 处 梅 艳 芳 在 舞

台尽头穿着婚纱的长长回眸，是

以美丽抵挡着内心深处的悲凉。

“快歌要唱叛逆，慢歌要唱唏

嘘。”影片《梅艳芳》所唱的这一

首歌，温暖美好，又充满唏嘘。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 广

东省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

会主任）

■文/周文萍

《梅艳芳》：

一次温暖的回忆

粤港澳电影专栏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芙蓉镇》：

深藏在现实主义中的
后现代创作

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做事方式大

体很刻板，这很容易让人们认为中国

导演的电影作品也很严肃，譬如说很

现实主义。细细想一想，其实大不以

为然。

譬如说导演谢晋，譬如说他的《芙

蓉镇》，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很久了，久到

今天在这里议论也应该不会有大不敬

的嫌疑。就说《芙蓉镇》，也绝对不是很

严肃的现实主义电影了。

《芙蓉镇》是一部在苦笑中抹掉泪

水，然后表面上给你津津乐道人物关系

的电影。正是在这种人物关系的传统

叙述中，它并非传统地成为着一个荒唐

变形世界的银幕象征。

谢晋是一个嗜酒如命的导演，他在

高喝三天之后，任由自己的幻觉驰骋。

《芙蓉镇》本是作家古华的同名小说，导

演谢晋发现了当中的寓言效果，他被古

华调动了。

作为导演，谢晋只有激情属于他的

本能，而非小说的特色也属于自己。古

华的小说自然很激情，谢晋的精神世界

与之一脉相通。重要的是，古华表现的

是寓言，谢晋的创作忠实于寓言。于是

电影在银幕上就有了三大超现实的艺

术呈现。

首先是荒谬的场景塑造。电影中

的芙蓉镇很中国，很当时的中国，不开

放、很旧式，而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管理

的套路已经使之俨然一个小国。

这样的场景一下子就锁定了人们

的身份和行为方式：半愚昧状态和半奴

隶的认知。所谓半，就是人性的本能还

在蠕动，但却失去了自觉的是非判别。

从曾经的唯命是从的书记谷燕山，

到蚁民胡玉音和认得几个字的秦书田，

他们被戴上了“坏分子”和“富农”帽子

之后，精神世界都“被残疾”了。

芙蓉镇不是一个人们“被侮辱与被

损害”的地方，它是一个人们被禁锢与

被奴化的牢笼。在现实主义的写作世

界上，这种创作肯定只能是某种高度的

浓缩和暗示，所以它是象征和寓言式

的，因此就是后现代地夸张而要给予我

们启迪的。

可以对照当中的秦书田扮演者姜

文的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导

演），当中绽放的灵性并不属于《芙蓉

镇》里的所有人。这两部影片刻画的是

两个貌似正反的寓言。

不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灿烂的

孩子们也是超乎现实的存在，他们的

“芙蓉镇”就是无人管束的中国式“大

院”。超乎现实的说法理由便是，在中

国大地上，绝大部分地方在绝大时间里

不可能有这样的自由。

譬如芙蓉镇。艺术上芙蓉镇也是

超乎现实的，理由则是精神的“被禁锢

与被奴化”更甚于物质的现实。我们很

容易与之对照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和

魔幻现实主义，这个领域恰恰正是后现

代艺术塑造手法的天堂。

《芙蓉镇》影片的第二大超现实呈

现正在这里：荒谬的精神人格。我并非

说人物形象。人物指的是人物性格，但

是人格的尖锐性不单单是人物性格所

能够展示的，人物性格是现实性的，而

人格的尖锐性在乎于精神领域，是精神

状态的彻底的呈现。

老革命谷燕山的人格已经萎靡

了，胡玉音的人格已经被糟践了，秦书

田的人格是变形的，而王秋赦的人格

是丑恶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是根据

人物的性格逻辑去塑造人物形象，而

《芙蓉镇》的艺术创作却相反地，在乎

于依照人物的人格缺陷去续写人物的

性格成长。

这是一种寓言的写法，甚至是一种

儿童文学的寓言的写法。

随着谷燕山的精神状态的萎靡挫

顿，他的性格中本有的精气神消失了，

他再也不能成为胡玉音的精神支柱

了。而秦书田这个“坏分子”也就成为

了失败的被压抑的人物，曾经的张扬换

来了十年牢狱。

胡玉音（刘晓庆饰）本是影片中镇

上的“芙蓉仙子”，她的人格被摧残得最

不可言喻，因为她是故事当中最普通的

一个人物，却因为藏有1500元钱被定为

“新富农”，丈夫自杀，旧日的情人满庚

敌我不分、转变阵营。

随着现实环境的不断恶劣，胡玉音

最彻底地走完了从“被侮辱与被损害”

到“被禁锢与被奴化”认知扭曲之路。

反面人物王秋赦是另一种人格蜕

变的典型。他开始是“土改根子”，本性

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正是这样的人格

使得他最终成为“阶级斗争”中的疯狂

打手。

王秋赦继而成为权力争斗的丧家

之犬，再后就是精神分裂，变成政治斗

争的牺牲品、时代风云变幻的殉葬品。

与他搭档的坏书记李国香的命运同样

从疯狂走向颠覆的下场。

《芙蓉镇》是一幕活报剧，故事和人

物都实在过于典型生动，无他，就在于

它以符号的手法向我们揭示了人物的

意义。第一层符号是“被禁锢与被奴

化”，第二层符号是“人格分裂的扭曲”，

第三层符号是“投机与疯狂”。

这里有两个需要讲清楚的特征，其

一它揭露的不是时代，这是影片距离文

革结束不久的时间上映，使得观众由此

认为是控诉文革时代。它揭露的是人

性中的基因，即一种并非罕见的潜在人

格，只要有一个机会便一定会表现

出来。

其二它也不在于追求塑造人物，这

些正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芙蓉镇》

的故事恰恰是大于人物的塑造的。因

此，小说与电影在故事当中表达的并非

人物的成长和命运，而是一种社会的环

境，充满了毒素的，难以改变的社会

环境。

人物的命运只是社会环境的写

照。如果你学会对照拉丁美洲马尔克

斯的《百年孤独》和阿斯图里亚斯的《总

统先生》，你就会明白，社会环境的被荼

毒是理想主义艺术家最为人类而悲哀

的历史罪恶。

最深刻的寓意就在这里，这里也就

是作品第三个呈现给我们的深意所在：

荒谬的文化毒素。

中国观众一定是酷爱现实主义风

格的，很多深受喜爱的电影，都因为描

述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而被称之

为现实主义影片。

但是，各种如此这般的电影都很容

易遭到抨击，因为现实主义如果不加上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二字，它们的角度和

深度都会出现问题。而一旦问题出现，

所谓的现实主义就会被打引号。

所以现实主义并不是很容易戴稳

的一顶帽子。事实上，即使像《芙蓉镇》

这样的“现实主义”，也会被指责成片面

地读解时代，而关于指责还不是左派右

派之争的概念，是为什么要把社会描绘

成荒谬的世界，人们如此浑浑噩噩，完

全没有觉醒的抗争？

今天的国人不容易相信，难道真的

会有这样荒唐而变态的现实吗？

是的，如《芙蓉镇》这样的电影——

从同名小说中改编——不应该称之为

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太过碎片化，太过

出于猎奇，思想意识是否太过地发生了

扭曲。

其实我非常同意这种认为类似的

电影不应该称为现实主义的作品，但是

我更不愿意因为非现实主义就以为一

钱不值，因为还有超现实主义。

回到我们的传统创作，伟大莫如

《诗经》与唐诗宋词，现实主义又有凡

几？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是近代

欧洲的文艺思潮，尤其后者其实深受社

会主义思潮和基督教文明的浇灌，在著

名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评论

中，马克思的影响早已如影随形。

但是，它们为什么就一定要和中国

的文化意识挂上关联？从这个角度看，

说中国的电影，首先是小说、诗歌、戏剧

等等，存在超现实主义的传统跨越，反

而是很切合实际的。

那么，中国的《芙蓉镇》属于什么？

它不是现实的反思吗？它不是批判那

个荒谬的现实和时代吗？对，也不对。

《芙蓉镇》带出来的是给中国电影崭新

的创作机遇，超现实的后现代表现

手法。

在超现实中，《芙蓉镇》的艺术精神

产生出了自己的精华，它的创作态度和

艺术一直绵延在《没有航标的河流》、

《背靠背，脸对脸》、《疯狂的石头》和《我

不是药神》等等杰出的电影当中。

■文/赵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