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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夜生活》把生涩的城市地理概念变

成了乡愁的诗行、生活的乐章和对亲情的呼

唤，把一群小人物塑形为长沙的代言人，把那

些美食美景赋予了故事和性格。几组小人物

痛并快乐地活着，但爱与希望从未消失，善良

与宽容埋在心底。

这部作品透着平凡生活的哲思。片中的

“丽姐大排挡”犹如《茶馆》中的茶馆，各色人等

纷纷登场。他们的悲欢逃不过老板娘丽姐的

眼睛：合伙人的散伙饭、云毕业的告别餐、老情

侣的怀旧粉……人间百态在大排挡中轮番上

演。长沙人一天的生活是从一碗粉开始的，又

以一碗粉而结束，长沙人把日子熬出了老汤的

味道，香辣得能呛出人的眼泪。这样透着人间

烟火气的来自平凡生活的哲思比比皆是。聚

散别离、人间冷暖，长沙被具化成一碗碗热气

腾腾的粉儿，从而承载着长沙人的乡愁，成为

长沙人的心灵家园和勤劳本分、热爱生活的象

征。正如歌词中唱的“远方有天涯，身后有

家！”“不管明天在哪，记得外婆的话，做人要勤

劳本分！”丽姐也是大家的丽姐，是年轻人的妈

妈，是孩子们的外婆，是长沙那一代人的缩影。

剧作家用丽姐念念不忘第一天出摊，多打

包串点支持过她的食客来观照长沙人的乐善

好施，也在印证着好人有好报的平凡哲思。片

中有三个主场景，除去丽姐的大排档之外，还

有脱口秀现场和24 小时书店，这些被戏剧化

的场景刚好与丽姐大排档冒着热气的氛围形

成对比，起到了与生活间离的效果。当热爱哲

学的小男主遇到把争夺板凳上升到哲学层面

的对手，当侃侃而谈的伪君子婚内出轨却嘴巴

里跑满被盗用的哲学概念时，高大上的哲学与

朴素的生活猛烈地相撞起来……而脱口秀现

场把主人公的故事用脱口秀的倾诉方式表达

呈现，也充满了生活哲学，达到了最大限度利

用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快速进入戏剧高潮的

效果。

片中的台词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解决

了展示真实矛盾却无法释解矛盾的尴尬，启发

观众与生活和解，比如：“如果过去无法注销，

那就选择别的方式去看待！”“爱你的人在灯

下”，告诉人们珍惜眼前的幸福。在片中，一家

人终于聚在一起宵夜，一起“嗦粉”，这种平常

却在旁人眼中被看成最幸福的生活。

洋溢在困顿生活中的浪漫，也是生活在被

提纯过程中一次次诗意的充满哲学韵味的思

考。一个因为爱得太深也伤得太狠，从而要和

亲人和家乡告别的长沙少女，在拖着行李的出

走之夜邂逅了男主的爱情。两个刚刚知道彼

此姓名的年轻人，用陌生人的方式交流，坦露

着心中的秘密，如卸重负一般把淤积在心中的

结一一打开。当女主听到男主的故事和受到

现实刺激后，竟然“以身试爱”，跳入深水

中……无疑，一定会上映英雄救美的戏码，他

们的情感也一下子被推到了极致。

而在摩天轮工作的工人们，他们曾把一对

对情侣送上高空，并负责燃放求爱的烟花。这

一夜，为了失恋的自己和朋友，他们冒着失业

的危险要为自己尽情绽放一次美丽的烟花。

当炫丽的烟花在空中绽开，所有为生活所迫，

辛苦活着的，为情感所迫，痛苦压抑的人们都

仰望着炫丽的被烟花和星辰点亮的夜空，此

时，书院的月光、大排挡的热气，和脱口秀的笑

声掌声都汇入到了烟花的绽放时刻，那些曾经

的美丽也落入到每个人心中，让浪漫如涟漪一

般荡漾开来，将生活中的小美好一点点放大出

来。

亲情的回归，各自释怀，大团圆的结局，都

是浪漫与幸福，既在现实里，又在现实外，是一

种可以感知但必须去找寻的浪漫和值得回味

的生活。

喜剧形式包裹的正剧内核，很好承载了主

流价值的分量、生活的重量。影片用轻喜剧的

表达方式、举重若轻的艺术处理，将代际冲突、

夫妻裂痕、情侣关系等现实问题一一带出：丽

姐缠着腰封干活，回到后厨卸下被汗水打湿的

腰封，自己的爱徒马上奉上新的，那种周到体

贴，立刻化解了丽姐的那句“哪个干宵夜店的

不是如此”的辛酸。丽姐的丈夫虽然背信而

去，但身边的温暖也让丽姐的生活甜蜜而幸

福。

代际冲突即使是头破血流也是用喜剧样

化来表达的。比如脱口秀选手和他的父亲，他

说：“从小，我爸就总拿别人家的孩子跟我比，

不能有别人家那样的孩子，就当别人家孩子的

爹了！”与此同时，这个脱口秀儿子与亲娘丽姐

也有着几乎难以解开的疙瘩，但那种怨气都在

笑声中被逐渐消解！还有那个与家人相爱相

杀想远走天涯的女主，也让愁苦在与陌生人的

游戏中、爱情里释然了！

这部电影风格化很鲜明，也很戏剧化，可

以说这是一部编剧电影，是一部源于生活但高

于生活的电影，是一部以地域文化为载体的电

影。

长沙夜生活，不仅是夜晚的生活，也是人

们卸下白天的疲惫和伪装后之后的生活，八小

时之外的生活，是更接近生活和内心的那份本

真生活。

（作者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今年的暑期档，最受瞩目的无疑

是表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电影。在《长

安三万里》《封神第一部》接连“出圈”

之际，取材自《西游记》，曾获第35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提名的

动画片《超级英雄美猴王：齐天儿》

（以下简称《齐天儿》）也在 7 月 29 日

登上了全国银幕。

《西游记》是电影改编最多的神

话IP。单就动画片而论，中国首部动

画长片《铁扇公主》（1941）就取材于

《西游记》，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

品的《大闹天宫》（1961）更是家喻户

晓，近年的《大圣归来》（2015）也广受

好评。众多珠玉在前，《齐天儿》的新

意何在呢？简单来说，这是一部融合

了中西文化，将现代生活融入传统神

话，致力于将孙悟空（即齐天儿）打造

为世界级超级英雄IP的动画电影。

一

从影响力来看，Monkey King（美

猴王孙悟空）是在海外影响最大的中

国超级英雄。在中国影视反复拍摄

孙悟空故事的同时，日韩美国也拍摄

了孙悟空的故事。就美国而言，2008

年由美国电影人编剧及导演的中美

合拍片《功夫之王》就讲述了关于孙

悟空的故事，2011年漫威漫画又将其

加入了的超级英雄阵营，2023 年，迪

士尼还出品了吴彦祖等主演的剧集

《西游 ABC》。这些影片多出自西方

人视角，与《西游记》原著有很大差

异，也常常难以被国人理解，但却显

示了孙悟空的跨文化影响力。这种

影响力本身便为影片打造世界级超

级英雄IP奠定了基础。

《齐天儿》组建了一个国际化的

创作团队。影片由美国导演拉尔

夫· 宗戴格、迪克· 宗达格和中国导

演亓梅晓共同编剧与导演。前两位

都是好莱坞资深动画导演，拉尔夫

创作过《风中奇缘》（1995）《恐龙》

（2000），迪克创作过《拜见罗宾逊一

家》（2007）《闪电狗》（2008）。音乐

则由著名音乐家汉斯· 季默的电影

音乐制作公司 Bleeding Fingers Music

原创，该团队曾创作过《狮子王》《功

夫熊猫》等动画佳片的音乐。

国际化团队明了影片的创作野

心，中方导演亓梅晓在采访中表示：

“我们做这部电影的初心就是中国

故事的国际化表达——无论是故事

本身，还是讲故事的方式，包括造型

设计和音乐创作，都是从这个定位

出发。”她与两位美国导演一起读

了两年英文版的《西游记》才开始进

行剧本创作，讲述了一个新的西游

记故事。

二

首先是价值观的改变。《齐天

儿》在大闹天宫的故事里的表达了

爱的主题，更具有合家欢的意味。

《齐天儿》讲述孙悟空从出世到大闹

天宫的故事，与经典动画《大闹天

宫》讲述的是同一段故事。但《大闹

天宫》的关键词在“闹”，突出的是孙

悟空的叛逆，而《齐天儿》在这段故

事里表现的是迪士尼式的“家庭之

爱”。“齐天儿”这一名字本身就表明

这是一个幼儿化的美猴王。影片以

很大的篇幅渲染了齐天儿与猴群的

家人之情。它从石头里出来后就被

猴子家族所接纳，猴子爷爷秃爷给

了它“齐天儿”的小名，它与小猴子

们一起成长，还产生了青梅竹马的

爱情。秃爷的病给了他沉重的打

击，他了解到猴子并非神仙，终会面

临死亡的命运。为让猴子得到长

生，他才外出拜师，并上天宫向神仙

请求。而他偷取蟠桃的目的也在于

让猴子家族能够长生不老。这种

“家庭之爱”的主题设定弱化了故事

冲突而强化其合家欢的属性，使其

更易被深受迪士尼动画影响的各国

儿童所接受。

角色造型是《齐天儿》对传统改

变最大的地方。片中许多重要角色

造型都带有美国流行文化和动画片

的影子。如齐天儿刚开始时还是个

毛绒绒的小猴子，很快就成了顶着

飞机头，穿着紧身铠甲的西方少年

形象；同样头顶飞机头，但愈加坚不

可摧还有杨戬；阎王成了长着六条

手臂的紫色怪兽，菩提老祖穿着性

感的连体紧身衣，龙王更成了披着

粉色头发和长袍的贵妇，这些角色

形象与玉后等中国风突出的角色形

象同时出现在银幕上，是全球化时

代流行文化混搭风的生动诠释。

影片在场景设计上有非常丰富

的视觉元素。从天宫地府到花果山

水帘洞，从海底龙宫到海外仙山，上

天入地、上山下海，神界与凡间，各

类场景应有尽有。主创团队到全国

各地采风，在场景中融入了苏州园

林、嵩山少林寺、浙江乌镇等许多中

国传统建筑元素。

《齐天儿》很注重与现实生活的

融合，力求让观众找到与自己生活

的共情点。最有趣的是筋斗云。它

首次成为一个独立角色，每次都会

载着齐天儿去到不同的地方，并在

到达时提示：“目的地已到达，本次

导航结束！”这一情境与观众日常经

验重叠，令人忍俊不禁。各种神仙

也不再是传统高高在上的形象。玉

帝成了个怕老婆的“麦霸”，随时随

地都会扭着身体唱歌；龙王爱好时

尚潮流，齐天儿在龙宫挑选铠甲的

过程就像一场时装走秀；哪吒最讨

厌被人说胖子，杨戬则空有其表，一

击即溃。这些设计无不具有的喜剧

色彩，令严肃的神仙世界变为欢乐

的天宫 Party，对幼儿观众十分友好。

音 乐 也 加 强 了 影 片 的 欢 乐 氛

围。全片共有 16 首歌，虽然这些歌

出现在片中只是片段，但其实每首

歌都是完整的歌曲。这些歌歌词与

剧情密切相关，具有推动剧情的作

用。以主题曲《好时光》而言，旋律

轻松愉快，渲染了齐天儿与猴子家

族在一起轻松愉快的氛围，歌词如

“别在睡乡耽误好时光，好时光要去

最爱的地方”等，也激励了角色积极

向上。

整体来看，《齐天儿》致力打造

的面向全球儿童观众的超级英雄

IP，将叛逆的孙悟空改编为爱护家

人的齐天儿，在创作中注意融入中

西方文化元素，也尽力与现代观众

的日常生活相连接，拍摄了一部充

满欢乐氛围的合家欢动画。作为全

球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神话现代表

现的一种探索，影片是否能为观众

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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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英雄美猴王：齐天儿》：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神话的现代表现探索

风靡的秘密：粉红芭比PK纣王雄风

谁也没有料到，今年暑期档诞

生了一部全球现象级的女性主义电

影《芭比》，在女性主义声浪日渐高

涨的当下掀起粉红色浪潮。真人版

电影《芭比》7 月 21 日在北美上映，

一经公映便创下 2023 年度北美最高

开画票房，借着超高口碑，票房一路

上扬，强势蝉联北美周末票房冠军，

截至 7 月 31 日，全球票房突破 7.75

亿美元，闯入 2023 年度全球票房榜

前三甲，把北美同时期上映的诺兰

新片《奥本海默》远远甩到身后。

《芭比》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

上映，在排片率较低的情况下，依然

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上映的第六

天破亿元，截至 7 月 31 日，票房接近

2 亿，豆瓣评分高达 8.4。在北美，观

众热衷于把《芭比》与《奥本海默》对

比联动，反观国内，同期上映的神话

史诗大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以下简称《封神》）引发各种热议话

题，这部雄姿英发、气势磅礴的男性

电影，也有了与《芭比》相对标的可

能性。

性别之辨：马、狐、玩偶

《封神》和《芭比》里都出现了

马。“马”是男性力量和男性权威的象

征。《封神》里的纣王有一匹威武彪悍

的黑色战马，姬发有一匹带着他回家

的白色雪龙驹。纣王骑着逍遥马征

战沙场，大杀四方；姬发骑着雪龙驹

回家，从朝歌一路跑回西岐。马是冷

兵器时代重要的战争利器和交通工

具，也是男人的亲密伙伴，几乎和男

人形影不离，合二为一。马术训练是

扮演质子的年轻男演员的每日功课，

这些海选出来的“质子们”，袒露胸

肌，大跳战舞，使整个大银幕都充满

着雄性荷尔蒙的气息。

“马”英俊挺拔、勇敢迅猛、潇洒

不羁，是男人的理想镜像，也代表了

男人之间的情谊。这在《长安三万

里》中也有表现，最初李白的马被

偷，李白又偷了高适的马去追盗马

贼，二人不打不相识，青年时的李白

和高适胸怀大志，鲜衣怒马，追求的

是策马逐风、“骑”乐无穷的快意人

生。《芭比》里的肯在现实世界里看

到了象征男人力量的马，然后迅速

将之移植到芭比乐园，占领了芭比

的豪宅，树立起马的标志，放眼望

去，到处都是马的塑像，掀起“男权

革命”，这里的“马”显然充当了男性

揭竿而起的旗帜作用。

男 性 的 象 征 物 是 马 ，那 女 性

呢？《封神》里是狐狸精，是魅惑的

妖；《芭比》里是资本世界创造出来

的玩偶。较之以前的版本，这版的

“封神”显然进步了，不再重复红颜

祸水的陈词滥调，而是把“狐狸精”

提纯，将一个祸国殃民的恶妖化为

一只只为知恩图报的小白狐，兽性

未泯，貌美如花，我见犹怜。纣王的

血救了白狐，白狐就要帮助他成为

王，让他永生，彻底沦为纣王身边一

个辅助功能性的花瓶配角，无法僭

越和突破，回归到男权社会秩序中

真实的女性位置。《芭比》里的女性

在“芭比乐园”里是主人，是女王，男

性反而是陪衬性的花瓶角色。但这

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存在，一旦走出

梦幻虚拟的“芭比乐园”，走入现实

世界，芭比才发现女性地位有多么

的低微和不堪，她迫切要逃走。当

芭比带着挫败感重返“芭比乐园”

时，才发现肯已经带领玩具世界的

男性发动了革命，将原本美丽而智

慧的职业女性一一驯化，成为听话

的芭比、男人的附庸，对于男人，女

人只有仰视和崇拜，失去了思考的

头脑和主体，这不就是一只乖乖听

话的小白狐吗！？

弑父：反抗父权制

有意思的是，《封神》和《芭比》

的主题都提出了“弑父”，很鲜明也

很锋利，符合当下年轻人现代的价

值观理念。

《封神》赤裸裸揭露了父权制的

虚伪本质，它设置了两个父亲：恶的

父亲-纣王和善的父亲-姬昌。恶

的原罪是欲望和权力，纣王是弑父

的罪魁祸首，借助狐妖幻化之力弑

父弑兄，杀妻灭子，为了一己私欲滥

杀无辜，无视宗法，大逆不道，是极

大恶者，他所做的是要维护个人专

制的封建王权。姬昌本性善良，爱

子爱民，擅长卦术，明辨是非，以大

爱为己任，并对姬发说出了那句振

聋发聩的至理名言：“你是谁的儿子

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姬昌是姬

发血缘上的亲生父亲，而纣王是姬

发的养父，是精神上的父亲。最初

骁勇善战的纣王对于姬发是被仰视

的崇拜偶像，但之后纣王的种种行

径暴露了私心，引发了他的质疑。

选择哪位父亲，成为姬发至关重要

的人生命题。其中，最令人发指的

一场戏就是纣王逼子弑父，血腥残

忍，莎式的戏剧张力十足，君臣、父

子、人伦崩坏，挑战心理极限，崇应

彪绝决杀死自己的父亲，成为下一

个“纣王”；而姬发保留了心里尚存

的善，面对亲父放下屠刀。影片很

巧妙地将姬发设为第一男主角，以

他的成长引领观众看清楚商纣王的

真面目，第一部的结尾，姬发从朝歌

回归到自己真正的家，可以想象，真

正的“弑父大战”将在第二部展开。

同样是反抗父权制，《封神》讲的

是人性觉醒，《芭比》讲的是女性觉

醒。可以预想，《封神》在推翻纣王残

暴统治之后，建立的政权依然是又一

个接替性的父权制封建王朝。而《芭

比》完全不一样，她所要做的事是女

性改变世界，充满了未来感。

在永生快乐的芭比乐园中，有

一天，芭比突然想到了死亡，而且变

得不再完美，这促发了她的思考，回

到人类世界去寻找答案，结果发现她

在现实世界的主人不是小女孩，而是

一个小女孩的妈妈。作为一个中年

女性，在芭比公司充当着毫无存在感

的副职，在家庭中也没有得到丈夫和

孩子的尊重，抑郁情绪蔓延到“芭

比”，因此出现了玩具失调。只有返

回“芭比乐园”，这位母亲才找到了童

年时的快乐，在歌舞中尽情唱出所有

女性的心声：“我们必须时刻做到无

可挑剔，可事与愿违，我们又总是一

错再错……你永远不能变老，永远不

能失态，永远不能炫耀，永远不能自

私，永远不能消沉，不能失败，不能胆

怯，永远不能离经叛道，这太困难了，

处处都是矛盾……”这种在父系社会

患得患失的焦虑感，我相信，唤起了

大多数女观众的强烈共鸣。更讽刺

的是母系乌托邦的“芭比乐园”也是

由掌握资本的父权世界控制的。令

人安慰的是，芭比在现实世界邂逅芭

比的真正创始人露丝，逃出了可怕的

人类世界。影片最后，当做人类还是

继续做玩偶的选择摆在芭比面前时，

也是在“芭比之母”露丝的鼓励之下，

芭比选择做了一个真正的人类，而不

是一个被人类操纵的精致完美的玩

偶，“露丝”才是芭比真正的精神之

母。虽然芭比乐园无忧无虑，但是走

进人类世界，才能撬动世界的一角，

对，我们当下需要芭比这样的女性来

改变世界，虽然这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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