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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寒冬拥抱你》将镜头对准大时

代之下一个个平凡而又深刻的普通人。

不同于以往的抗疫题材影片，该片更注

重表现人们在疫情袭来时、在危机和压

迫下，人性一点一点地闪光，让我们看到

了人物真实的成长弧线。

薛晓路介绍，影片最开始的创意是

聚焦疫情下的快递小哥，他也有原型人

物，但是除了他的事迹之外，其实会更关

心他是谁，为何会挺身而出成为志愿者，

他的情感和感受等等。同时，同样的问

题也针对其他的志愿者，因此决定把典

型人物转化为人物群像的描写。

从年龄、职业、教育背景、社会阶层、

文化背景等多个维度考虑，薛晓路设计

出退休医生、实习护士、快递员、骑手、钢

琴老师、厨师、旅行社老板等多个典型人

物，最大可能展现中国市井下的芸芸众

生，以及普通百姓穿透内里的生活状态。

重视前期采访，是薛晓路一贯的工

作态度。她认为，原型人物能够提供人

物最基本的气质和色彩，使观众能够切

身感受到人物身上的真实细节和丰富的

生活质感，让人物“落地”。

“但原型人物无法真正提供故事。

从编剧的角度说，也不能陷入‘有原型

人物就按照原型人物去写’的误区”。

薛晓路认为，应该根据故事框架寻找采

访对象。

例如创作《穿过寒冬拥抱你》，人物

形象、身份背景、故事构思基本成型，但

是很“粗”。薛晓路首先进行了大量的新

闻素材收集，寻找到很多具有代表性和

感人的案例，同时根据故事框架，向武汉

方面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采访需求，实

地采访了十几位真实的志愿者。

例如徐帆饰演的刘亚兰，素材就来

自武汉一个真实的旅行社女老板，包括

公司经营规模、政府退还质保金、多少团

在外无法返回等细节，都源自这位女老

板的真实讲述。

“先有构思，再去采访，将大量鲜

活的素材、细节融入到故事脉络中”。

最终，薛晓路用多线平行叙事的精巧

结构、立体丰满的人物呈现、高深温暖

的价值输出，勾勒出一幅可亲可敬的

人民群像图。

薛晓路：让拥抱“治愈”寒冬

“作为一名职业创作者，要保持头脑的灵活和对生活的敏感，不停发现让自己有创作冲动的题材。”

《海洋天堂》关注孤独症患者及其背后家庭，《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观照中国人在海外的生存现状……一直以来，薛晓路的作品注入了对当

代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虽然不算“高产”，但凭借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敏锐的情感表达，她的电影总能温润心灵，直击人心。

这一次，薛晓路将镜头转移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武汉，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刻画了快递员阿勇、骑手武哥、钢琴老师叶子扬等一批普通人

守望相助，真挚动人的温暖群像，展示了亲情、爱情、友情，尤其是陌生人之间在面对大灾大难时同舟共济的伟大感情。

薛晓路说，当人们跨过了这些悲伤与伤痛，“拥抱”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慰藉的方式，更是重新开始生活的动力与勇气。“不管是伸出手臂的

那一方，还是被接纳的那一方，在拥抱的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温暖。”

此前基本没去过武汉的薛晓路，这次

走遍了武汉的大街小巷，这座城市的热

情、坚忍、烟火，都给这位北方导演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武汉人非常可爱，也很彪悍，很冲，

他们有时会用一些粗糙的词来表达情

感”。薛晓路回想起采访时听到的一个感

人的故事，武汉人脾气大，如果路上发生

剐蹭，真的会互相骂起来，甚至要动手。

但疫情过后，有一次发生事故后，一位车

上的乘客说“都活下来不容易，有什么可

打的”，两个司机瞬间拥抱了一下，各自回

到了车里。

“疫情改变了很多人原有的生活形态

和思想方式，当人们跨过了这些悲伤与伤

痛，不管是武汉还是全国各个城市，都充

满了烟火气，充满了活力，大家的生活依

旧如故，但可能有了更多善意的改变。”薛

晓路说。

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更温暖的互

动，也是薛晓路认为“拥抱你”这样一个词

义的解释。“这种拥抱一定是双向的，不管

是伸出手臂的那一方，还是被接纳的那一

方，在拥抱的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温暖。”

片尾，一抹暖阳下，朱一龙站在鹦鹉

洲大桥上，用微笑向这个世界告别，在另

一个时空中，赴了与贾玲浪漫的约定。

“我想写一种告别。”薛晓路在解读这

个画面时说，希望通过这个画面，告慰所

有在疫情期间离开我们的亲人。“生死虽

然天人永隔，在某种记忆的层面和精神的

层面，并不意味着分开。”

很多人评价说，“这部电影很‘武汉’。”

的确，为了更加真实展现在疫情时捕捉

到的可爱的武汉人民形象，《穿过寒冬拥抱

你》邀请了贾玲、朱一龙、徐帆等湖北籍演员，

且绝大部分角色都讲的是武汉话。当然，这

也难倒了黄渤和高亚麟等非鄂籍主创。

“我们希望完全复原这一个非常特殊

的时间和环境，尽可能贴近生活的真实，

所以要求演员全方言表演。”薛晓路介绍，

拍摄时，武汉籍的台词老师会录下原本的

台词，发小样给演员听，还专门邀请了语

言指导老师，现场帮助演员校准发音。

即便如此，整个过程还是非常艰难，

黄渤在配音时形容“这太难了，像在唱歌一

样”。最后只能一句一句纠正，一句一句改。

除了方言表演，薛晓路“尽量真实、尽

量武汉化”的拍摄要求，也给了全剧组提出

了巨大的挑战。影片除了武哥家和叶老

师家是搭景外，其余全部为实景拍摄。而

解封后的武汉非常活跃热闹，在一个充满

烟火气的城市环境下，实景拍摄就多了更

多不可控因素，更别提想拍摄空城的气氛。

在反复沟通后，武汉长江隧道、鹦鹉

洲大桥等标志性建筑的地段，向剧组提供

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封路拍摄”的条

件。薛晓路在有限的戒严的条件下，尽可

能细化拍摄方案，排除环境造成的影响。

片中有一个很短的画面，徐帆和高亚

麟在窗前，看着街道上的救护车路过，传

递出一种焦虑、伤感的情绪，只有蓝色背

景光最适合、最漂亮。薛晓路告诉记者，

实际上那个桥上的灯光有很多颜色，红

色、粉色、绿色、蓝色……并且是随机的、

没有规则的交替。只能等到蓝色一瞬间，

把救护车组织好开出来。

这短短几秒钟画面的背后，是200名

工作人员和航拍机位在楼顶上等着灯光

变色，还有一个在现场跑来跑去，一直念

叨“时间不多了”的导演。

◎现场最常说“时间不多了”

“群像描写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困

境，它很散，很难找到一个主题或者大的

情节，将这些群像串联起来。”有了书写人

物群像的方向后，如何找到一个核心创意

的难题，又摆在了薛晓路面前。

“对于这场疫情，生死与告别或许是

难以避免的，但活着的人的痛怎样被发泄、

伤痛怎样被治愈，是我更希望去探讨与表

达的。”薛晓路表示，人类的情感本是共通

的，情感是串起人物群像最好的载体。

无论是黄渤与贾玲塑造的志愿者“战

友”，贾玲与朱一龙演绎的不期而遇的情

愫，或是贾玲与周冬雨胜似亲情的闺蜜

情，徐帆与高亚麟这对中年夫妻的挣扎与

重生，高亚麟与老高的兄弟情，亦或是吴

彦姝与许绍雄甜蜜的“黄昏恋”……疫情

之下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共同交织成隔

离时期普通人的生活画像与情感图谱，触

及每一位亲历者的内心。

“尤其是这几段爱情关系在疫情的过

程中的发酵，以及人们因为这些爱情的出

现而产生的改变，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

最善意的那部分内容。”薛晓路说，“不管这

几对人物之前遇到了怎样的问题，有怎样

的小自私、小算计、小矛盾，但是最终都能

跨越自我，成就了一段段更美好的感情。”

尤其是爷爷奶奶温暖的“黄昏恋”，

两个七八十岁的人相互撒娇，让人印象

深刻。薛晓路解读说，可能在现实生活

中，我们不太像爷爷奶奶那样说话，但

在那样一个情境里，在真的爱情中，一

样会呈现出被疼爱、孩子气的天性与表

达，而不用被年纪、职业、身份等外部因

素所限定，片中也尽可能保留了他们之

间的这份甜蜜。

在疫情的挣扎与残酷中，薛晓路选择

了情感中积极、阳光、温暖的那一面，在节

奏把控时慢慢推动情感的浓度和高度。

“我们试图造出一种大环境下的严苛与人

和人之间的温暖、甜蜜的一种对比，每一

对的爱情关系都有他们非常甜蜜的那一

瞬间。”薛晓路说。

◎情感是串起人物群像最好的载体

◎原型人物带来细节与质感，但无法构架故事

◎当人们跨越了伤痛，会做出善意的改变

薛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