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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中国重要的侨乡，早在19世

纪中期就有大批广东人漂洋过海到东

南亚及北美等地谋生。到2021年底，广

东有3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占全国海

外华侨华人人数一半以上。广东华侨

更有浓厚的爱国情怀，从20世纪初期捐

资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到20世

纪八九十年代积极投资支持祖国的改

革开放建设，华侨华人对中国近代以来

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国

内以广东华侨及侨乡文化为主题的电

影却十分稀缺，除珠江电影制片厂于

1979年出品的《海外赤子》影响曾遍及

全国，数十年间国内几无有影响力的华

侨题材电影。在此背景下，5月25日在

香港举办慈善首映礼的李伟年导演的

华侨主题电影《故园飘梦》就格外引入

瞩目。

《故园飘梦》（以下简称《故》片）是

由广东侨乡江门台山本土团队创作的

影片。影片将个人，家庭，家乡与国家

三者的命运融为一体，以百年来国家民

族的历史为大背景，以个人和家庭命运

为核心，讲述台山一个普通的华侨家庭

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浮沉，反映了20世

纪以来广东台山华侨漂泊奋斗的历史，

书写出一部个人与家国命运相交织的

华侨史诗。

一

“飘”是华侨生命的关键词。《故》片

围绕“飘”，以主人公赵朝阳童年到青年

时期在广东台山家乡的生活为核心，讲

述赵家几代人几度“离乡”与“归乡”的

故事，在横亘百年的历史跨度上描绘出

了广东侨乡的历史变迁。

首先是朝阳父亲的“离乡”，此一时

期他在海外谋生，年幼的朝阳和母亲留

在家乡。这在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的

侨乡是常态。当时华侨大都是单身一

人在外谋生，生活非常艰辛，还备受歧

视。《故》片中朝阳童年时父亲曾被传死

讯。这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误会，背后

却是华侨在海外受到排华运动迫害以

及生活朝不保夕，常常命丧他乡的悲惨

命运。《故》片片尾资料显示：19世纪后

期有超过15000名华工参与修筑加拿大

横贯大陆铁路，其中 4000 人中客死异

乡。有此背景，朝阳父亲在海外排华运

动中被传死讯也就不足为奇。

其次是朝阳父亲的“归乡”，此一阶

段反映了广东华侨回乡建设的历史。

早期华侨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怀。除

寄钱供养家人，很多人赚钱后会回乡生

活与建设。片中朝阳读书阶段正遇到

1909年新宁铁路的开通，这是中国第一

条由华侨集资、设计、建造和经营的侨

资铁路，由陈宜禧从美国返乡后集资修

建。朝阳的父亲也在此阶段返回故乡，

与朝阳母子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再次是朝阳的“离乡”。因为日军

侵华。战火蔓延到广东，破坏了侨乡的

安宁，大批广东人为躲避战乱而出国。

朝阳也被父母带离家乡，从此漂泊在

外。

最 后 是 朝 阳 儿 子 和 孙 子 的“ 归

乡”。此时的侨乡早已焕然一新，以一

派丰收的景象迎接着远方的游子。从

未回过中国，对中国缺乏了解的海外华

人青年也在国内新一代年轻人的带领

下开始了解起家乡的故事，重寻自己的

根。

从20世纪早期朝阳父亲孤身一人

漂泊海外的“离乡”到21世纪朝阳孙子

随父亲回广东台山寻根的“归乡”，华侨

家庭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

关，侨乡的历史也就在华侨家庭的“离”

与“归”之中得到了展现。

二

“飘”的另一面是留和守。在以“离

去”“归来”粗线条勾勒侨乡历史变迁的

同时，《故》片更细致入微地展现了那些

留守家乡的华侨家庭的生活与情感世

界，尤其是在作为丈夫与父亲的男人长

期缺位状态下的其妻子儿女的生命缺

失乃至悲剧。

片中表现最细致的是主人公朝阳

的情感世界，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与父亲

及安宁的情感关系。

朝阳与父亲的情感经历了一个从

缺失到对抗到信任变化过程。童年时

期，朝阳跟随母亲在家乡生活。父亲角

色缺位，他只能把故事里的赵子龙当作

精神上的父亲。在父亲死讯误传之后，

他更是常常受到村里孩子的欺负。这

使他与父亲感情淡薄，甚至在父亲归来

时对父亲产生了抗拒，不愿与之交流。

而随着对父亲海外艰辛生活的了解及

父子交流的增多，他又开始理解了父

亲。片中有一段父亲帮朝阳一起打排

球的情节，朝阳所在球队处于劣势，父

亲看到后主动加入一起打，父子同心，

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父亲的此次支

持补回了朝阳生活中缺失的父亲这一

角色，使他最终恢复了对父亲的信任，

接纳了父亲。

与安宁的感情则是朝阳生命中最

为美好也最为遗憾的经历。安宁与朝

阳青梅竹马，童年时两人一起参加选色

仔，安宁更会在朝阳被孩子们欺负时挺

身而出保护他。两人情投意合，长大后

曾一起到相馆留下合影，朝阳更是很早

便下定决心以后要迎娶安宁。不料日

军侵华，父母带朝阳出洋，朝阳想带安

宁一起离开，安宁却无法舍弃家人。两

人无奈分离，再也不曾见面。

无论与父亲还是安宁，朝阳的情感

总带有缺失与遗憾，这是朝阳命运的悲

剧，也是那一时期分隔大洋两岸众多华

侨家庭命运的悲剧。

《故》片中最惨痛的还是侨乡女性

命运的悲剧。朝阳母亲与丈夫长期分

离，顶着旁人歧视的眼光独自抚养朝阳

长大，所承受的压力与痛苦不言而喻。

而与之相比，侨乡还有许多与丈夫长期

分离无法团聚，甚至从未见过丈夫的女

性。如片中有个疯女人红姑，结婚时丈

夫在海外，她跟公鸡拜的堂，此后丈夫

一直未归，她慢慢变得精神失常。她在

片中唱的歌谣正是侨乡女性悲剧命运

的写照：“北风去南风返，/问郎出路几

时还。/快者离娇三两晚，/迟者离娇半

世人。”

从妻子到子女，长期分离造成了侨

乡许多华侨家庭的情感缺失与悲剧。

他们人虽然留守在家，情感却一样飘零

无依。这种留守者心灵情感的“飘”与

离乡者身体心灵的“飘”相互交织，共同

渲染出早期华侨家庭生活的苍凉底色。

时过境迁，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已经

很难想象近百年前华侨飘零海外的艰

辛生活，《故》片以海内外年轻的华人后

裔的视角再现早期华侨的漂泊史，是回

望，更是传承。毕竟，侨乡今日的繁荣

来自前人的奉献，侨乡未来的繁荣更少

不了后人的努力。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

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

《故园飘梦》：

一部个人与家国命运相交织的华侨史诗
■文/周文萍

《宇宙探索编辑部》从平遥电

影节到主流院线以至全网上线，至

今 话 题 热 度 仍 然 不 减 。 这 部“ 官

宣”为伪纪录片风格的民间科幻公

路片，明明认认真真地按着“纪录

片的语言”“民间科幻群体”的人物

写照、“公路片”的空间结构进行，

却处处透着与纪录片、科幻片以及

公路片全然相反的叙事路径与抵

达。也因此，此片一方面牢牢地锁

定了那些深感荒诞与悲情的目标

观众，一方面并不介意早早放弃无

感的观影群体。因为它的独特性，

恰恰在于通过暴露电影的媒介性，

颠覆传统的观影习惯，通过戏仿已

有影像类型的叙事特点，揭示电影

发展到“动态影像”阶段下的真实

与虚构，物质世界与内在精神，时

间与空间之间的相互印证与生成

的关系。可以说，它几乎是中国新

电影中出现的第一部以高度媒介

性引导叙事的影片。在媒介性面

前，人物、情节、时间与空间都隶属

其下。但如果浓缩影片的关键词，

或许只有两个，“宇宙探索”与“编

辑部”。

首先，“寻找外星人”也即“宇

宙 探 索 ”是 影 片 核 心 的 戏 剧 动 作

吗 ？ 其 实 不 是 。 因 为“ 寻 找 外 星

人”作为媒介的他者，在影片中，首

先是被描述的事件。片头出现两

段交叉剪辑，一段来自于 1990 年 1

月 6 日下午的电视新闻片的录像

带，一段是 30 年后的冬天里的几天

中发生的“宇航服事件”。按照传

统剧情片看，这一段在规定时间里

完成必要的戏剧任务：交代了唐志

军这个落后于时代的人物的现实

窘境，“宇宙探索”不仅指向人物的

职业环境与精神追求，也表明了影

片 主 体 部 分“ 公 路 片 ”的 上 路 缘

起。但正是因为“录像带”与“伪纪

录片”的访谈、跳切、手持晃动等视

觉形式，“宇宙探索”并非一个实指

的戏剧动作，而是一个被叙事围观

的他者。这个为唐志军的描述了

30 年的值得践行的事业，如今在他

人眼中是非现实、非理性、非科学

的，它的有限价值只残存于消费文

化 与 娱 乐 范 畴 内 。“ 宇 宙 探 索 ”在

1990 年代是发行量最高的纸媒杂

志，到 30 年后是资金有限的剧组

《流浪的球》的一个蹩脚道具。承

载“宇宙探索”意识形态的媒介发

生了高度变化，同时“宇宙探索”

的叙述者也变得不值得信任。正

因为暴露媒介呈现的原因，“宇宙

探索”并非是一个叙事动作，哪怕

在影片的主体部分，片头建立的叙

事期待并非“如何寻找外星人”，而

是现实的荒诞如何被揭穿，以及核

心人物将如何解决物质现实与精

神世界的巨大反差。

其 次 是 ，这 部 以 Journey to the

West（西游记）为英文片名的影片

是一部为以空间叙事主导和结构

的影片吗？看上去，一个有着与唐

僧、唐吉柯德同样的姓氏及追求的

男主，在 2020 年左右的一个冬天，

带领着几个精神上奇奇怪怪的人

从北京出发，西行到成都，再进入

小镇、乡村直指西南大山的洞穴，

恰如公路片，一路不断见证、经历

离奇现实与非常事件，人物冲突也

因环境和际遇的变迁而进一步发

展，直至和解。但是此片在“拟仿

纪录片”的形式下，夹带着大量日

常现实所溢出的超真实感，这些真

实的无聊却有着高度可辨的旧时

代性。特别是那些介入与塑造了

现实社会的媒介物：带天线闪雪花

的电视机、绿皮火车、非智能手机、

儿 童 飞 碟 车 、气 功 热 时 期 的 信 息

锅、需要 1 号电池的 30 年前的探测

器、大家都用纸币，还包括上个世

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喜闻乐见

的来自于巴赫、贝多芬、肖邦、肖斯

塔科维奇、门德尔松等的西方古典

乐，或者再加上琵琶曲《十面埋伏》

以及《春节序曲》，甚至还可以包括

满大街穿着电视剧《西游记》服装

的临时走穴者。所有这些停留在

上个世纪的来自于交通、通讯、货

币流通、视听娱乐等等的媒介物，

它们可以出现在物质空间落差极

大的当下中国，但如果这些上个世

纪的媒介符号高度集中，并有着明

显的排他性，那么影片在“超真实”

之上形成的虚拟叙事系统就值得

进一步追问。

重点在于引导唐志军追寻的天

启人物孙一通，他是如何通过一副

DNA 双螺旋图案解答了老唐的宇

宙探索的终极问题——“人类存在

的意义”的？老唐潦倒而笃定，卑

微却诚恳，为人当做笑柄，内心却

从不动摇，他一向将科技文明与道

德信仰等同，却又多年来受困于这

样一问。看上去，答案呼之欲出，

也即老唐的心结是因抑郁症自杀

的女儿。老唐没能回答女儿临终

前的这个追问，所以他的“宇宙探

索”必须进行到底。问题的答案，

无比顺滑地进入到了美国类型片

中“ 亲 情 为 大 ”的 意 识 形 态 逻 辑

中。而本片给出的答案，仍然在于

它突出的媒介形式中，也即拟仿纪

录片的视点镜头。它不像通常意

义的伪纪录片如《女巫布莱尔》《中

邪》等，本片正片叙事中没有“持摄

影机的人”，它的叙事视点既故意

暴露又始终被隐藏，它对“真实纪

录”的“假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导演追求镜头出入叙事的自由，以

及对于这份自由的确认，但其目的

并非完成这个形式本身。影片结

尾，老唐泣不成声，他没有读出为

女儿写的诗歌，镜头却突然拔地而

起，从楼顶升入太空，进入宇宙灿

烂变化的星云结构，并在这场宏大

的穿越后，画面最终呈现出生命的

双螺旋图案。生命即宇宙的诗歌

——影片最后的这个特效长镜头

不仅解答了“宇宙探索”与“生命存

在”的关系，也解答了视听表达的

形式问题。也即这个自由表达的

叙事视点，来自于与自己和解后的

老唐，来自于一个未来的、全知的

生命视点。

所以再回到第二个问题，就不

难理解了。影片主体“公路片”部

分，它的物质空间所偏执地描绘出

的“年代感”，不过是 30 年后仍停滞

于 1990 年 代 的 老 唐 的 心 镜 投 影 。

伪纪录片的外部假定性，最终却源

于人物独特的心理形态。包括单

位分派的老旧住房的环境、30 年不

变的服装以及老唐身边所有老旧

的物质生活的媒介物。这份停滞

感，不是抑郁症女儿造成的。恰恰

相反，正因为老唐止步于那个“科

技乌托邦年代”，那个将宇宙探索、

科技革新、特异功能与气功大师、

卡里斯玛人格崇拜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神秘回归混合而成的“科技乌

托邦”，孕育出中国长长的一代民

科群体。对于乌托邦的偏执深深

伤害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影响到

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对鲜活生

命的热爱。比起接受家人和身边

的同事，老唐更愿意接近精神病患

者、酗酒者、顶锅的癫痫病患者，因

为在所谓的“科技理性”的主导下，

他相信这些人有打通外太空的渠

道，但是他并不关心具体的人。心

直口快重情重义的彩蓉讽刺老唐

“做个人吧”，唤不醒他对“科学神

性”以外的“生活”的关注。但从那

根骨头开始，到孙一通的出现，能

发电的爱、被供奉的石狮子、好吃

的饭、一段段田野诗歌、突然降临

的麻雀、失踪而复现的驴以及会说

话的猴子，越来越多地非理性的生

命 媒 介 物 进 入 到 了 他 面 前 的 世

界。它们的出现，并非为混淆“真

实”与“幻觉”，而是为唤醒老唐对

生命丰富性的体验。直至老唐以

自己的方式在大自然的原始洞穴

中见证了“神迹”。一个月后的北

京，他有两场当众演讲，一场是亲

人的世俗婚礼，一场是杂志社的散

伙联欢，在装束和表达上都焕然一

新的老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开

始关心粮食和蔬菜的人。

不得不赞叹，孔大山、魏书均、

周圣崴等新一代中国电影人在电

影叙事中的媒介自觉越来越令人

耳目一新。

本报讯 导演、演员吴京与表演老

师刘天池联手，共同发起“影武者”动作

表演培训计划。第一期训练营经过师

生 60 天的共同拼搏于近日结业，并在

北京影武堂举行结业展演。展演邀请

了吴京恩师吴彬、知名电影人袁和平、

陈凯歌、傅若清、王红卫、郭帆、张译、俞

白眉代乐乐夫妇、罗礼贤、张嘉辉等到

场观摩。

吴京与刘天池联手培养“影武者”

的新探索被视为一次新的挑战。作为

中国动作电影的“扛鼎”人物，吴京谈到

动作人才青黄不接的现状时，自嘲中带

点无奈：“张译说我是中国最年轻的 49
岁动作演员”，危机感和使命感促使他

与刘天池一拍即合，取长补短，开始这

样一次培养新人的“冒险”。两人希望

把各自多年的经验结合，转化成系统有

效的全新教学方法，打破动作和表演二

者的界限，培养出高能全面的演员，让

动作成为塑造角色的助力而不是障碍。

“弘扬国粹，发展创新”则是吴京与

刘天池这次合作更深层次的愿景。“我

们能不能找一条新的路出来，让我们中

国武术、中国动作电影再次走向世界。

有幸遇到了天池老师，我们既定了一个

准则，我们成立的不是吴家班，要在影

武堂这个平台上聚集更多愿意为之努

力和坚持的年轻人。我从身边这些师

长朋友们的身上获得的能力，把他们聚

在一起，再开创一个武侠动作电影的新

时代。”

导演陈凯歌以“艰苦卓绝、奋不顾

身”八个字总结这 60天的奋斗，并以三

鞠躬衷心感谢师生。“为中国电影事业

培养后备人才，呕心沥血办这事，自己

没什么利益可言，所以我要给你鞠一

躬。今天我得了启发，我学习了年轻人

艰苦奋斗的劲儿，咱们一起把中国电影

搞好。”

中影集团董事长傅若清称赞“这样

一个培训是他们职业生涯最好的一次

经历，我们看到吴京从一个武术运动员

变成了全世界最优秀的武打演员，我也

希望在未来中国的电影银幕上、希望在

我们的中影基地能够看到这些学员们

的身影，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武打演员

在影武堂诞生”。 （杜思梦）

今年暑期档可谓是精彩纷呈，令人

目不暇接。猫眼推荐的《八角笼中》充

满了现实主义色彩，《学爸》则聚焦“鸡

娃”困局，不知黄渤饰演的父亲一角会

带来哪些惊喜。阿里影业带来的由朱

一龙、倪妮、文咏珊、杜江主演的悬疑犯

罪电影《消失的她》映前已斩获超高热

度，影片讲述了一起关于“她”的消失谜

案，将于 6 月 22 日全国上映。此外，开

心麻花全新奇幻喜剧电影《超能一家

人》将于7月21日暑期上映，艾伦和“不

靠谱的一家人”天降超能力，对抗“史上

最诚实的大反派”沈腾，斗智斗勇，碰撞

无数笑点。

推介会上参与推介影片的类型和

题材丰富，基本涵盖国内外各大制片发

行方拟定于今年上映的重点影片，有科

幻、喜剧、动作类，也有爱情、悬疑、古风

类等，其中动作科幻电影《蜂鸟行动》、

剧情电影《郑和下西洋1：沧海幽冥》、悬

疑电影《拯救嫌疑人》、动画电影《长安

三万里》等影片均备受关注。

第二十三届全国院线影片推介会

主办方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韩

晓黎表示，中国电影市场正处于加快复

苏的关键时刻，本届推介会既是一次年

度新片的集中精彩亮相，更吹响了全行

业全面复苏的号角，反映了全体电影人

新阶段振奋发展的共同心声。他认为，

电影产业链上制、发、放全行业通力协

作、团结拼搏，一定会不断推出更多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影片，为建

设电影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推介会特别设立进口影片推介单

元。派拉蒙影片公司的《变形金刚：超

能勇士崛起》《碟中谍7：致命清算（上）》

《忍者神龟：变种大乱斗》、华纳兄弟的

《闪电侠》《蓝甲虫》、迪士尼的《疯狂元

素城》《夺宝奇兵：命运转盘》、美国传奇

影业的《沙丘 2》《哥斯拉大战金刚 2: 帝
国崛起》（暂译）、环球影业的《奥本海

默》《魔法精灵 3》等均令人期待。来自

西班牙的《上帝的笔误》、日本的《红

猪》、德国的《月球总动员》、印度的《超

龄少女》等影片在中国也不乏强大的粉

丝基础，相信对于进口片爱好者来说又

将是一场饕餮盛宴。

推介会上粤产影片独树一帜，格外

吸睛。由珠影制作公司推出的戏曲古

风类粤剧影片《谯国夫人》，由粤剧表演

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曾小敏担任主

演，讲述了巾帼英雄冼夫人平叛乱军、

追寻和平的动人事迹，感人至深，发人

深省。其他粤产电影《我，就是风！》《最

后的，最初的》《人海同游》《无音之乐》

《西游奇谭：财神的夏天》《奇幻小人国：

逃出动物城》等均引起参会人员的较高

关注。

推介会展演使用的 LED 电影屏是

由中影股份公司组织研发的第一款

LED 电影屏，现场展示效果十分惊艳。

据透露，最新 LED 电影屏符合好莱坞

DCI技术规范，而且在亮度、帧率等关键

指标上全面领先。推介会上还对

CINITY 放映系统进行了推介展示。

CINITY 在全球率先创造性地融合了

4K、3D、高亮度、高帧率、高动态范围、

广色域、沉浸式声音等七大电影放映领

域的高新技术，使电影画面更清晰、色

彩更绚丽、影像更流畅、细节更丰富、动

作更连贯、声音更逼真。

（影子）

本报讯 6月 5日，《极寒之城》首映

礼在京举行。导演、监制杨枫与主创

夏雨、谭凯、张奕聪、张帆、胡明、白红

标亮相，在映后与现场观众近距离交

流，畅谈电影幕后拍摄体会。

《极寒之城》通过 1944年一段关于

信守承诺，舍身成仁的史诗传奇故事，

揭示了人性的不同层面。

首映礼上，杨枫介绍，《极寒之城》

的剧本历经二十稿的修改，近千人团

队、从北方到南方,辗转四地。全片

90%搭景，影片当中能看到的所有场景

几乎都是《极寒之城》独家原创的，包

括赌场、报馆、澡堂、公馆、码头、理发

馆等几处重要场景均是工作人员翻阅

大量史料，在历史原型基础上进行设

计再造，并进行了年代处理。

首映礼交流中，影迷们从题材、选

角、造型等多个角度予以好评：“叔圈

飙戏太精彩了”；“画面质感绝了”；“电

影中的风衣能不能出周边，实在太好

看了！”。值得一提的是，观众还亲自

现场制作了电影海报的剪纸作品送给

导演。

整个映后交流会气氛热烈活跃，

观众为电影质感、故事的风格、老戏骨

的演技纷纷表示“太过瘾了！还会二

刷！”。此外，让人惊喜的是演员袁泉、

李冰冰、吴樾，导演乌尔善、伍仕贤等

多位嘉宾现身支持，现场乌尔善导演

评价“这个电影非常的酷，看着这么多

好演员在一起飙戏，是一件非常享受

的事情”。

该片由和纳（北京）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出品，北京精彩时间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发行，将于 6 月 10 日全国

公映。

（姬政鹏）

《宇宙探索编辑部》：

媒介性成为
叙事引导的可能

（上接第1版）

吴京刘天池联手打造“影武者”
陈凯歌力赞：培养文武兼备好演员，一起把中国电影搞好

电影《极寒之城》在京首映
6月10日全国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