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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晋 美

本报讯 日前，《只有芸知道》开

启了全国千场点映。电影改编自

真实爱情故事，由黄轩、杨采钰、徐

帆主演，讲述了漂泊半生的隋东

风，中年猝失妻子罗芸，随后决定

替亡妻完成遗愿的动人故事。影

片将新西兰如画的风光和中国夫

妇岁月静好的爱情融为一体，一切

如冬日暖阳，堪称诗与远方“本

尊”。

作为国产电影贺岁档的开创

者，“冯小刚”这个名字和“贺岁档”

一直联系在一起。谈及新作《只有

芸知道》的拍摄初衷，冯小刚坦言：

“用这部电影来纪念我的好朋友张

述和他夫人相濡以沫的爱情，想在

这个岁尾年初的时候给观众温暖，

让人想起这一年的闪光时刻和幸

福瞬间，再把这份温暖传递给身边

的亲人、爱人。”

在冯小刚温柔细腻的镜头下，

男女主角之间刻骨铭心、生死相依

的爱情故事感动无数网友，点映场

观众纷纷表示，“一包纸巾不够用，

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想抱

紧身边人”；“电影用细腻平凡的方

式带来了极度不平凡的观感，导演

延续了《芳华》时的沉稳大气、以情

动人，在告别中成长，在失去中迎

接新生，《只有芸知道》不仅仅是一

个爱情故事，更有对婚姻和生命的

深刻思考，后劲儿非常大，准备上

映之后二刷。”

记者参加了北京的点映场观

影，当影片结束片尾曲响起时，仍

有不少观众静静地坐在座位上一

直看完字幕，仿佛还沉浸在故事之

中。谭维维演唱的片尾曲《相爱的

那天》非常契合影片情绪，“备好了

一生，却一瞬间”，直戳人心的歌词

道出了隋东风与罗芸爱情的永恒

与短暂。

（赵丽）

本报讯 随着贺岁档日渐升

温，影片宣传活动也愈演愈烈。

奥斯卡电影院线积极沟通协调

各方资源，助力贺岁档创造票房

佳绩。从胡歌携《南方车站的聚

会》现身郑州引发全城热潮，到

《误杀》、《被光抓走的人》的主创

团 队 接 踵 而 至 ，再 到《唐 顿 庄

园》、《叶问 4》等新片纷纷在多家

奥斯卡影城举办业务、媒体看片

会，一系列活动的密集举行，有

效提升了区域市场的整体热度。

12 月 14 日，《被光抓走的人》

导演董润年与主演谭卓、黄璐来

到郑州出席媒体见面会，并前往

奥斯卡硅谷影城、郑州奥斯卡中

原新城影城，与观众朋友们分享

电影背后的精彩故事。12 月 15
日，《只有芸知道》全国路演活动

在郑州完美收官。主演黄轩、杨

采钰现身奥斯卡大上海影城、奥

斯卡升龙影城，和媒体记者及观

众们进行了映后交流和亲密互

动。一系列映后好评纷至沓来，

更有热情观众看完电影感触良

多，现场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爱

情故事，黄轩也与大家亲切交流

分享拍摄电影的台前幕后。而

他的河南话互动更是笑翻全场：

“中午吃的胡辣汤，可美味，快过

年了，在这儿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刘溪）

《只有芸知道》

隋东风和罗芸无缘白头到老，人到

中年妻子的猝然离世让东风陷入哀伤

与孤独，踏上了为亡妻完成遗愿的旅

途。隋东风手捧罗芸的骨灰，随风飘

洒，为这段相濡以沫的爱情笼罩上悲凉

的底色。

上映日期：12月20日

类型：爱情

导演：冯小刚

编剧：张翎

主演：黄轩/杨采钰/徐帆/莉迪亚·
佩克汉

出品方：阿里巴巴影业/东阳美拉/

英皇影业/华谊兄弟

发行方：英皇影业/淘票票

《叶问4：完结篇》

因故来到美国唐人街的叶问，意外

卷入一场当地军方势力与华人武馆的

纠纷，面对日益猖狂的民族歧视与压

迫，叶问挺身而出，在美国海军陆战队

军营拼死一战，以正宗咏春，向世界证

明了中国功夫。

上映日期：12月20日

类型：动作

导演：叶伟信

编剧：黄子桓

主演：甄子丹/陈国坤/吴樾/斯科

特·阿金斯

出品方：博纳文化/东方影业

发行方：博纳文化/猫眼微影

《半个喜剧》

三个自由浪漫的年轻人，过着各

怀心思的人生：有人急着摆脱单身，

有人想在结婚前放荡一番，有人想在

大城市站稳脚跟。因为一次情感出

轨，三人扭结成了一团“嬉笑怒骂”的

乱麻。

上映日期：12月20日

类型：喜剧/爱情

导演：周申/刘露

编剧：周申/刘露

主演：任素汐/吴昱翰/刘迅/汤敏

出品方：斯立文化/开心麻花/猫眼

微影/麦特文化/花兰朵朵

发行方：猫眼微影/华夏

《铁血阳泉》

讲述了阳泉解放建市的风风雨雨，

塑造了以任功、刘水河为代表的共产党

人在创建人民城市过程中所表现出来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责任担当。

上映日期：12月19日

类型：战争/剧情

导演：康健民

编剧：侯讵望/康健民

主演：刘之冰/佟凡/英壮/李艳秋

出品方：景辰未来

发行方：东阳四月天

《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美）

在卢克·天行者化为绝地英灵的一

年后，残存的抵抗势力将再次面对第一

秩序。同时，绝地和西斯之间的大战将

天行者的传奇带到最后。

上映日期：12月20日

类型：动作/科幻

导演：J·J·艾布拉姆斯

编剧：J·J·艾布拉姆斯/克里斯·特

里奥/乔治·卢卡斯/科林·特雷沃罗/德

里克·康纳利

主演：黛西·雷德利/亚当·德赖弗/

奥斯卡·伊萨克

出品方：美国迪士尼影片公司

发行方：中影/华夏

《惊涛迷局》（英）

贝克是一名渔船船长，带队游览位

于热带的普利茅斯岛，而这种平静的生

活在前妻凯伦的到来后破碎了。她绝

望地请求贝克拯救她和年幼的儿子逃

离现任丈夫的魔掌，希望贝克能带他出

海钓鱼游览，然后将其扔进海里喂鲨

鱼。凯伦的出现让贝克重新回到他尝

试忘记的生活中，他在正确和错误的选

择中举棋不定……

上映日期：12月20日

类型：悬疑/惊悚

导演：斯蒂文·奈特

编剧：斯蒂文·奈特

主演：马修·麦康纳/安妮·海瑟薇/

戴安·琳恩

出品方：Aviron Pictures

发行方：华夏

《迪丽丽的奇幻巴黎》（法）

十九世纪末的巴黎仍弥漫着美好

年代的浪漫氛围，城市一角却盛传有连

续诱拐女童案件。来自新喀里多尼亚

的原住民女孩迪莉莉，只身跳上开往法

国的船，与少年好友一同探索城市的每

一个角落；也伏入险恶，调查诱拐案件

的真相。

上映日期：12月21日

类型：动画

导演：米歇尔·欧斯洛

编剧：米歇尔·欧斯洛

主演：恩佐·拉齐托/纳塔莉·德赛/

布鲁诺·帕维奥

出品方：法国西北公司

发行方：中影

《坂本龙一：终曲》（日）

影片从坂本龙一为福岛事件的义

演开始，以他几次重要演出划分章节，

以采访、记录、拼贴资料的形式，呈现了

坂本龙一的音乐生涯，以及他当下的生

活状态。

上映日期：12月16日

类型：纪录片

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

主演：坂本龙一

出品方：日本角川映画株式会社

发行方：华夏/艺联

◎ 映画

本报讯 12 月 15 日，电影《被

光抓走的人》导演董润年，主演

谭卓、黄璐现身中影星美院线旗

下南京中影国际影城（大光路

店）和千余名影迷进行了互动，

谭卓、黄璐走心分享自己的爱情

心得“爱情需要勇气”、“爱就是

一种信仰”，引发全场共鸣。

在交流活动中，观众更是纷

纷对电影中的情节、爱情观大胆

提问：“导演我觉得你太敢拍了，

这是一部拍给成年人的爱情电

影，《被光抓走的人》这部电影可

以说是打开了我爱情世界的新

大门！然后我就特别想问问导

演，筷子哥到底喜不喜欢秦山

啊？“面对观众的犀利提问，董润

年导演也解释道：“你这个问题

真的难到我了，但是我觉得大家

不要去纠结这些形式上的问题，

秦山这个人物就是象征着你心

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这个人在这

场光风波后消失了，你当然会奋

不顾身的去寻找，在寻找的过程

中，最后也找到了你自己。”

主演黄璐表示：“我觉得爱

情是需要勇气的，不管你处于

爱情的什么阶段，都要对爱执

着 ，就 像 电 影 中 的 何 晓 芬 一

样。”而谭卓也分享起自己的爱

情观：“我非常信奉一句话，‘知

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

管有没有这束光，我还是依然

会选择坚持不动摇，爱就是一

种信仰吧。”

（王冰璐）

不久前获得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金椰奖”最佳影片的《气球》，让藏

族导演万玛才旦和藏地题材电影再次

进入大众视野。一般来说，学界将2005
年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出品的《静静的嘛

呢石》作为中国藏地电影发展历史上一

个重要的分水岭，尽管在此之前，藏地

电影也经历了几次阶段性的风格流变，

但是只有从《静静的嘛呢石》的开始，藏

地电影的叙述者中才开始出现藏族人，

叙事视角才开始从所谓的“他者”变为

“自我”，一改以往藏地电影主创全部由

其他民族构成的局面。

由此视角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电

影内容和呈现上的变革，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是纯母语对白（主要是

藏语青海安多方言），聚焦普通或是边

缘人物的生存状态；在形式上多采取纪

实化的美学风格；以及对于“文化冲突”

这一思想母题的坚守。这种叙事视角

的变革甫一出场便引起电影界的高度

重视和一致赞美。

以此为起点，万玛才旦和他的合作

伙伴松太加接下来陆续推出了《寻找智

美更登》、《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

羊》、《河》、《阿拉姜色》等电影，这些电

影都在国内外各电影节上斩获不少奖

项，学界将万玛才旦和他的伙伴们创作

的这些具有相似美学特征和思想主题

的藏地电影称之为“藏地新浪潮”电影。

随着国内艺术电影市场的日趋成

熟，艺术电影观影人群的逐渐增多，藏

地新浪潮电影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不过目前大家关于藏地新浪潮电影的

讨论主要还是停留在艺术电影这个框

架内，更多的是对电影的艺术手法，以

及思想内涵方面的讨论，而另一方面，

藏地电影在我国还具有较高的政治负

荷，这使我们不能忽视“藏地新浪潮”电

影在文化传播以及社会影响方面的考

量，而这些方面是目前评论界和学术界

相对欠缺的。这种欠缺所造成的问题

将会随着“藏地新浪潮”电影影响力的

日益加深而凸显出来，笔者认为这些问

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局部真实

被误解为整体真实的倾向

“藏地新浪潮”电影最显著的标签

或者说是艺术理念就是真实，真实的藏

地、真实的藏人、真实的生存状态等。

评论界也对此给予很高评价，有评论就

认为只有藏族自己才能表现真实的藏

地社会。实际上从传统聚居地上来说，

藏族人民主要生活在西藏、青海、四川、

甘肃、云南这五个行政区域，也有的称

之为“西藏和四省藏区”。这些地区也

都有汉族，回族等其他民族生活，其中只

有西藏自治区的主体民族是藏族。其

次，藏族人民生活的地区幅员辽阔，有牧

区、农区、半农半牧地区，还有城市，每个

地方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有所不同，经

济发展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别。有了上述

概念厘定，也就不难理解“藏地新浪潮”

电影所表现的大部分内容只是藏地社会

的一个较小的局部，主要集中在万玛才

旦本人长期生活的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

的农村和县城，当地的藏族主要是安多

藏族，说的是藏语安多方言。

所以，大家评价“藏地新浪潮”电影

的“真实”，只是局部的真实，如果不加

明确的定语而笼统的冠以西藏、藏族等

大的概念，那就相当于将内地某个省的

农村想象成该省的的全部一样。很多

关于“藏地新浪潮”电影的评价都犯了

这个错误，这凸显了即便在资讯发达的

当代，公众对藏地的了解也还很不够。

这是在分析和评价藏地电影时需要注

意的问题。

有封闭藏地社会环境的倾向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藏地电影总是

倾向于选取或者营造一个“纯粹”的藏

地上发生的故事，这种地点往往选择成

原生态的藏地基层地区，基本上场景中

的人物都是藏族。但是这与现实并不

相符，即便是这些地方，也有其他民族

生活，实际上这种地区间和民族间的流

动和交融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可惜在他们的电影中体现不出来，相反

在一定程度上被屏蔽掉了。即便是更

偏僻，环境更严酷的地区，也能出现其

他民族的身影，比如说建筑工人、武警

官兵、科研工作者以及从事餐饮等其他

经商活动的内地人。对于电影创作者

来说，如果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理

念，那么就要更加客观地去表现社会现

实，在文艺作品中体现时代的潮流，如

果过分执拗于“艺术的真实”，那么反而

会局限了艺术家的视野，失去了更多的

可以探讨和表现的空间。

有强调精神性、削弱世俗性的倾向

无论是万玛才旦电影中的“群体的

文化冲突”还是松太加的”个体的道德

困境”，他们都是倾向于表现藏地社会

精神领域的议题。我们知道任何社会

的发展都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共同

推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以来都

是我国的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

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藏地社会

也不例外。实际上西藏自治区在 2018
年度更是以 10%的 GDP 增速位列全国

第一，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充分说明了

经济建设在藏地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所

处的地位。

当然，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从局部

上来说都会有所不同，藏地幅员辽阔，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万玛才旦作品中的

文化冲突母题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个

体身上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他在所有

自己的电影不同程度的不断重复这一

母题，这客观上容易造成观众的误读：

认为文化冲突是藏地社会发展中的主

要矛盾，这和事实不符，也会造成涉藏

宣传的不良影响。

另外，他们的电影强调思想主题，

从剧作角度来说追求人物内心矛盾的

刻画，影片中的人物面临的困境和阻力

往往是内在的，解决方式也是内在的。

比如说松太加的系列电影，被很多影评

人归纳为描述个人的道德困境。这种

创作理念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强调了藏

族生活精神性的一面，削弱了世俗性的

一面。我们从外界对其电影的评语中

可见一斑，另外松太加本人在接受采访

时也提到过诸如“藏文化的核心是灵魂

的救赎”这类观点，客观上容易给人以

一种错觉，就是藏地社会在某种层面上

是自足的，不需要外部的帮助，这是和

现实严重相悖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万玛才旦影片

中的文化冲突主题，实际上更多的是一

种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也就是文明进程

中产生的矛盾，一种“成长的烦恼”，而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冲突。对比李

安早年拍摄的《推手》和《喜宴》，我们就

可以看到二者的区别。推手和中式喜

宴在西方社会完全是异质文化，而万玛

才旦影片中所表现出的问题，是任何一

种文明在发展中都要面对的问题，比如

说传统技艺的消逝，物质需求的膨胀、

世俗化的倾向等等。但是反映到万玛

才旦的电影中，这种“成长的烦恼”却非

常容易同外来文化的入侵相混淆，因为

对于藏地来说，现代性的推动者和主导

者是“异族”，如果在创作上对此不加注

意和区分，就有可能在我国的涉藏宣传

上造成潜在影响。这是藏地电影的创

作者和评论者都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文化冲突”

要有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

不可否认，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任

何地域任何时代都会有，特别是西藏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才彻底结束了延续

了上千年的“教权主义”时代，紧接着就

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短

短几十年的时间在文明进程上完成了

跨越式的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社会观察

样本，它必然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

变迁有所不同，而这也是外界始终高度

关注西藏的重要原因。我们在表现西

藏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完全可以有

更多更丰富的表现层面。

藏地社会的发展并不平衡，各地融

入主流社会的程度也不一样，“文化冲

突”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必然有所区

别。万玛才旦始终将视野局限在藏地

相对偏僻和落后的基层地区，这些地区

的传统性当然更强，在同“外来文化”的

冲撞上也更为显性，但是这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只是“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实

际上藏地其他相对发达的地区那些已经

融入现代社会框架内的藏族人，身上必

然也会有“文化冲突”的影子，只不过这

种冲突更加内化，表现出来也更加细腻，

但这恰恰应该是致力于表现“文化冲突”

的艺术家们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

另外，从剧作角度来说，如果设置

“文化冲突”为矛盾点，那么传统和现代

需要势均力敌。换言之，传统和现代各

自的优缺点我们都要表现，只有这样戏

剧冲突才能更加强烈，才能引发我们更

多的思考，如果双方力量设置失衡，那么

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冲突。

客观认识，避免单纯猎奇心理

万玛才旦等人最早的创作动因之

一就是看到了太多外族拍摄的，以猎奇

为目的的，不能反映真实藏地的影视作

品。“猎奇”本身也是外界在评价涉藏电

影中使用的高频负面词汇。实际上猎

奇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是人类甚至所有

动物的重要本能，不对外界环境敏感就

无法生存繁衍。以往关于藏地影视作

品猎奇化的表现，实际上客观反映了当

时外界与藏地的接触程度，是拍摄者和

目标受众对藏地认识层次的客观反映，

随着社会的发展、双向交流的加深，影

视作品中跨文化传播的层次也会逐步

得到提升。当然，即便在今天，外界对

藏地还是比较陌生的，加之先前形成的

心理预设，涉藏影视作品在一定时期内

也还会有猎奇化倾向，大部分人还是没

去过藏地，大家还是愿意看没看过的风

景，愿意体验陌生的文化。如果认识不

到这一点，不考虑大众的需求而片面地

去追求“反猎奇”，去追求思想深度，那

实际上它的传播只能局限在一个很小

的圈子里。

李安在好莱坞出道时就是以迎合

猎奇为手段，接连拍摄了《推手》和《喜

宴》两部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的电影，

以此在国际上一举成名，特别是在

2001 年推出的《卧虎藏龙》是第一部在

西方主流市场获得成功的华语电影，

这对西方观众来说，完全可以称得上

是一部充满猎奇元素的中华电影，但

是影片中的猎奇元素并没有损害中华

文明的形象，相反还对中华文明的传

播，华人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起到了

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近期在宣传中

国形象上起到意想不到效果的李子柒

也是以传统的中国乡土文化为“猎奇

点”来吸引观众，事实证明这反而起到

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我们在对待涉藏电影中的传统文

化时，在不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前提下，要充分发掘、积极展现它的优

点和特点，同时注意结合现代性元素，

做到传统与现代并重。另外，鉴于涉藏

电影的特殊性，我们可以在满足观众欣

赏趣味的同时，合理加入主旋律诉求，

这二者本身并不矛盾。当年的《红河

谷》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成功，它以西

藏第二次抗英战争为背景，很好地融合

了冒险、战争、爱情等类型片元素，在满

足观众娱乐需求的同时，也完成了爱国

主义教育，增强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

本报讯 12 月 14 日，导演柯汶

利、主演陈冲现身中影星美旗下中

影国际影城（苏州圆融顶点店）与

观众进行交流。从“提心吊胆”到

“最爽反杀”再到“扼腕叹息”，《误

杀》层层反转，“烧脑”与共鸣交

织。影片聚焦的社会题材也备受

肯定，全员演技更是得到了观众一

致好评。

陈冲表示拿到剧本就被拉韫

这个反派角色吸引：“我 14 岁进上

影，今年 58 岁，这是一个少有的能

令我觉得有趣、过瘾的角色。”她

说，自己是从“母亲”的角度切入去

诠释“拉韫”。《误杀》是陈冲第一次

挑战演警察：“当时接下这个戏，就

想怎么把她演好。不过我一穿上

警服，就有感觉了，觉得最好不要

脱下来。这是一个与很多观众期

待我的不一样的角色。”

说到为何会请陈冲来饰演这

个角色，柯汶利表示：“我们也想让

演员来一个颠覆，带给观众反差新

鲜感，陈冲老师是演技非常好的演

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电影里，

陈冲的二女儿许文姗饰演肖央的

大女儿。陈冲在读完《误杀》剧本

时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角色跟自己

女儿很像，所以向组里推荐了她。

“她和导演先是通了越洋电话，后

来又飞到泰国排练。”

陈冲说，自己和女儿在片中只

有一场戏，拍摄时也并没有帮她太

多，只是帮她适应生活、背背台词，

在她压力大的时候帮她减减压。

她也表示，这次拍摄也让自己和处

于叛逆期的女儿有了一个亲近的

过程。 （王冰璐）

《只有芸知道》12月20日上映
提前一周开启全国千场点映

关于“藏地新浪潮”电影的思考

奥斯卡院线积极运作年末贺岁档

《误杀》主创现身中影星美院线

《被光抓走的人》主创做客中影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