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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极一时的爱情》：

比爱情更重要的，是对爱情的选择
■文/虞 晓

■
文/

李
春
利

12月10日，青年导演李冉的长片处

女作《盛极一时的爱情》（以下简称《盛极

一时》）在“艺联”专线公映，有趣的是，这

部相对文艺和小众的影片与票房大卖的

《好东西》有着某种“殊途同归”的亲近，

两部影片的编剧/导演都是年轻的女性，

她们共同捕捉刻画着当代都市女性的心

灵困境，都倡导女性经由自我的觉醒和

省察，打破固有规则和框架的自由选择。

当然从电影的感观而言，相较于《好

东西》的轻松幽默和“金句爆梗”，《盛极

一时》的“后劲”要更大一些，在追问是什

么和为什么的同时，它的影像风格、叙事

结构和内在的价值表达，也有了值得辨

识的空间。

“生活流”中的戏剧结构

《盛极一时》讲述了一个知识女性预

设的生活轨迹，受到“意外”爱情冲击的

过程。大学青年教师蜀乔（梁翠珊 饰）

有着让人羡慕的感情，相恋多年的未婚

夫胡准（任彬 饰）家世优渥、事业有成，

蜀乔在前往欧洲的访学过程中，却爱上

了旅居当地的戏剧导演瞿秋凡（张宁浩

饰），她会如何选择？

“移情别恋”的故事并不新鲜，新鲜

的是讲述这个故事的形式。《盛极一时》

全部使用手持摄影和自然光效，类似于

纪录片的影像突显了真实的临场感。而

以蜀乔为中心的镜头调度，又引领观众

通过主人公的视角，进入她内在的精神

世界和情感天地。这样的镜头语言，消

解/遮蔽了“意外”之情的狗血和香艳，或

者说商业电影“偷窥”机制带来的快感。

观众看到的是蜀乔生活的日常，以及日

常的蛛丝马迹背后心理和情感的变化。

另一方面，“生活流”并不意味着日

常影像的“大水漫灌”，在其中巧妙的镶

嵌着戏剧性的结构，也就是片中的四场

婚礼。婚礼作为昭告爱情成果的仪式，

它的形态折射着爱情的模样。第一场是

蜀乔和胡准参加的同学婚礼，她旁观着

市井人生中锱铢必较的争执和算计；第

二场是瞿秋凡主演的剧中婚礼，电影中

的片段改编自俄罗斯先锋戏剧《潮湿的

婚礼》，提纯和抽象过的爱情表达让蜀乔

怦然心动；第三场是蜀乔和胡准的婚礼，

完满妥帖的仪式背后其实暗藏危机，它

被形象地表现为打碎的盘子；第四场是

没有完成的婚礼，蜀乔和瞿秋凡相互依

偎奔赴远方，这场爱情的仪式因为瞿秋

凡中途下车戛然而止。

四场婚礼就是蜀乔命运和心理的四

次转折，依托于“对仗”整齐的结构，梁翠

珊寡言隐忍的表演才能把人物的心理表

现得准确到位，自由随意的“生活流”之

下才显现出人心的“静水深流”。初执导

筒的创作者往往难以抑制“炫技”的冲

动，李冉的“守拙”，其实反证着她对电影

语言特性的清醒认识和掌控力度。

“女性”的背后是人性

《盛极一时》另一个维度的“后劲”在

于，这部影片很容易被贴上“女性主义”

的标签，说它书写着女性在（与男性的）

爱情中受到的伤痛和自我的成长。这样

的说法不能算错，但如果我们只选择一

种视角先入为主的切入影片，我们看到

的只会是与这个视角相符或者相悖的东

西。片中有展示男性的冷漠功利、自私

放纵和脆弱的自尊，但蜀乔与《好东西》

中宋佳和钟楚曦饰演的角色不同，后者

中的她们或身受“历史的创伤”，或耽于

偏执的认知，这种可气和可笑是能够被

广大（女性）观众所共情和接纳的。蜀乔

却是实打实的“渣女”，她的动情和出轨

导致婚姻破裂和最终“被弃”，相当多的

观众对此是难以接受和认同的。这也是

导致《盛极一时》的口碑两极分化的主要

原因。

其实梳理《盛极一时》不难发现，

影片对女性和男性的书写是“一视同

仁”的，它抛弃了传统意义上的两性对

立和对抗的表达，也不定义两性状态

和关系的好与坏、对与错。正如前面

所提到的四场婚礼，每一场都有它存

在的合理和瑕疵，没有哪一种值得被

颂扬或者被唾弃。

所以《盛极一时》中的爱情是超越性

别，是关乎于“人”的。借用瞿秋凡在片

中的台词：“人生的剧本每时每刻都在反

转，即便你选择静止，你也要被动接受变

化。当然你也可以创造变化。”在李冉导

演的表达中，人生是不确定的，爱情因此

也是不确定的，“盛极一时”的高光时刻

也是不确定的。在蜀乔看来，曾经被胡

准大肆张扬的表白和追求是“盛极一

时”，和瞿秋凡夜奔也是“盛极一时”，甚

至在影片开放的结尾中，晨光照在她熟

睡的脸上，也预示着未来的“盛极一

时”。所以在这部以爱情命名的电影中，

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对爱情的选择，以

及承受选择的后果。

精英话语的“强说愁”

《盛极一时》给我们带来了之前国产电

影中少有的爱情景观，那些“渣男渣女”、那

些心动和盲动，其实投射着当下的时代症

候。社会高速发展背景下传统的情感关系

和伦理关系的断裂，曾经的爱情体验中超

功利的、利他性的价值内核正在消融，就像

当下社会中出现的“恐爱”和“恐婚”，在渴

望和寻觅的同时，又在相互怀疑。

得益于自己横跨法学和电影的专业

优势，以及游走世界的见闻经历，李冉写

下了她所观察到当代人内心的“左右为

难”，她在访谈中提到创作这部影片的初

衷，是看自己的周围，几乎每个人脑海里

都有打破平凡生活束缚的冲动。

所以《盛极一时》在艺术上力图隐藏

摄像机在场的同时，其实不经意凸显出

一个无处不在的“我”，它总时不时跳出

来，用名校和高学历的站位，用精英的话

语来为角色塑形。比如它过滤了蜀乔和

瞿秋凡现实中灰暗、破败和沉重的部分，

忽略了他和她可能的窘迫和经济的困

境，完全不涉及蜀乔作为一名高校“青

椒”访学的学术压力，一门心思让她沉浸

在激情和爱欲之中。在个人的观感中，

这些人物多少有些虚浮和不接地气，这

部关于爱情的“心理散文”，也往往会滑

向为爱而赋的“强说愁”。

瑕不掩瑜。如果说《盛极一时》中创

作者所表现出的才华、勇气和瑕疵与仓

促都同样显眼的话，我们更应该为前者

鼓与呼，中国电影比以往更亟需新生的

力量和新鲜的表达。

三年前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续作

《雄狮少年2》新近上映。第一部《雄狮少

年》凭借现实主义叙事和热血励志的少

年故事，收获各个年龄段观众的喜爱。

一部稀有的现实题材动画电影续作在今

天动画电影市场走势乏力的当下会有何

种表现？这对于行业和观众而言都有着

巨大的神秘感和吸引力。然而，本部电

影呈现的美感是如此强烈和震撼，其审

美想象成为了本片最凸显的观影印象。

中华武术文化之美的深刻探寻

舞狮表演的根基是中华武术，中华

武术博大精深，是一种融合中华民族历

史、思想和情感的文化载体，其在艺术作

品中的审美表达有巨大的想象空间。观

众熟知的《十面埋伏》《卧虎藏龙》《叶问》

等武侠片中中华武术的审美想象得到了

不断拓展和创新，我国动画电影也对中

华武术的审美做出了独特的探索，比如

《兔侠传奇》《功夫熊猫》《风语咒》《大护

法》等等。在本片中，以舞狮技术为基

础，以拳馆争霸为故事线，电影对中华武

术文化的审美想象探索了新的独特方

法，展现了独特的魅力。

中华武术强调内外兼修，即外在的

身体技巧与内在的精神修养并重。阿娟

正是通过新师傅张瓦特的倾情教授，通

过拳法、腿法、身法等外功的超负荷训

练，达到动作的准确、迅速和有力。同

时，阿娟注重呼吸控制、精神集中、意念

等内功修炼，以达到身心合一、内外协

调。故事的设定注重了这种内外兼修的

修炼方式，达到了精神层面的提升，体现

了中华武术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也

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审美追求。

中华武术更注重礼仪与道德的培

养。在故事中，不同于代表资本的肖张

扬一派对格斗运动的恶意垄断，求真拳

馆尊崇尊师重道、谦逊有礼、见义勇为的

武德精神，习武者的个人修养和道德品

质成为了胜利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是真、

善、美的合一，也是武术文化审美的最高

境界。在《雄狮少年2》的故事中，观众能

够通过故事的层层展开，人物的精神和

信念逐渐理解中华武术所蕴含的哲学思

想、道德观念和民族精神，呈现了中华武

术独特的神韵之美。

片中，中华武术在和格斗的融合中

被化用和发展，不断吸收新的元素和理

念，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其审美

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故事中，以巴

西战舞、泰拳为代表的外国选手与阿娟

的对战中，现代格斗与传统武术角力和

博弈形成的挑战具有新的审美意趣，使

中华武术文化的威力尽显，在与外国文

化的比较中凸显了中华武术文化的博大

精深。故事中的传承与创新的精神恰恰

是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

设计更加易于现代人理解武术精神，更

利于武术的美感和魅力有时尚新颖的表

达方法。

本片注重武术的意境之美，探索了

武术套路中动作呈现的审美意义，包括

寓意、象征、隐喻、启示等，以此超越动作

的表象，引发观者的联想、想象、感悟、共

鸣。意境的美感，体现了武术的深邃、富

有内涵、境界高远的特点。比如张瓦特

用美食包子的烹饪原理讲述武术习练的

关键；阿娟实现自我蜕变之时，影片中出

现“白玉兰”吐出“木棉花”，用这样的地

域性的意象来表达阿娟的蜕变和否极泰

来的寓意。可以说，《雄狮少年2》对于中

华武术文化动画审美的表达方法是深刻

和创新的。

人性之美的深情绽放

《雄狮少年2》激烈暴力的格斗争霸

背后却是各个人物之间的温情守护，每

一个个体对其他人的守护编织成最温柔

的人性之美的港湾，而这种守护的精神

和情怀恰是今天最为稀缺和宝贵的。比

如小雨的爸爸——求真拳馆的掌门人已

经去世，但是小雨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

放弃国外的学业，张瓦特靠开夜宵排档

来维持生计。留在世上的人还在守护已

故之人留下来的愿望，守护一个已故之

人的梦想，这种守护何其深沉。

此外，阿娟及伙伴对舞狮表演的守

护；阿娟在外艰苦打工是为了实现对他

生病的爸爸的守护；当阿娟在人生至暗

时刻，经历巨大磨难、遭遇全世界唾弃的

时候，家乡师傅师母给他打电话说的第

一句话是：“阿娟啊，你吃饭了吗？”家人

们不敢贸然撕开阿娟的伤口，问阿娟发

生了什么事，而是关心阿娟“是不是吃好

了”，混不下去就“回来吧”。打工人背井

离乡，好的时候天高任你飞，不好的时候

就回来，亲人等着你，这就是中国人来自

家乡的最温暖的守护。小雨在失意离家

的最后时刻，把所有的银行卡都送给了

阿娟和张瓦特，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守

护伙伴。影片中特别有意味的是在肖张

扬作假最后被揭穿的那一刻，全世界的

拳师对他投去了鄙视的目光，这是人类

对共同精神的守护。电影表达的不是狭

隘的、唯我独尊的文化，而是全人类共同

信仰的对美好、对真诚的守护，影片所探

及的高度难能可贵。

故 事 的 最 后 ，坚 不 可 摧 的 最 大

BOSS、资本的霸凌在人性之美面前被怦

然击破，这温情的结尾给人以希望和力

量。

青春之美的酣畅淋漓

《雄狮少年2》中阿娟和小雨是男女

一号角色，两人的角色塑造绽放出充满

生命力的青春之美。他们正义、勇敢、不

屈，同时他们单纯和善良，这是非常值得

这个时代青年、少年学习和感悟的精

神。阿娟和小雨原本素不相识，但是因

缘际会，两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在共

同为求真拳馆与资本黑幕而战之时，两

人展现出朝气蓬勃的力量。两人的内心

充满了敢于冒险、敢于尝试的勇气，不断

在未知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种

无畏的探索精神绽放了酣畅淋漓的青春

之美，也使陈腐、顽固、邪恶的势力终将

不敌青春的力量，这是人类繁衍发展的

最根本的生命力量。较之《雄狮少年》，

看起来更为成熟的阿娟拥有旺盛的精力

和坚韧的力量，在小雨执着而真诚的鼓

励之下，勇敢地追求梦想，不断挑战自

我，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态度，实

现了自我的重大突破。

青春之美还在于其纯真的友谊和深

情。在阿娟、阿猫、阿狗和小雨之间共同

奋斗的青春时光里，志同道合的他们共

同经历了欢笑与泪水，分享了喜怒哀

乐。这种纯真的友谊，是人生中最宝贵

的财富之一。同时，青春也是人生的起

步阶段，青年会在这个阶段开始学会如

何携手守护共同的梦想、如何一起勇敢

地迎接挑战。《雄狮少年2》中明显展现了

更丰富的情感关系，展现了阿娟成长中

必然经历的情感阶段，他在朋友的陪伴

与不断鼓励下，收获了直面现实的力量

与前进的动力。

青春之美是一种综合性的美，它包

含了生命力、探索精神、纯真友谊以及对

未来的憧憬等多个方面。这种美是短暂

的、易逝的，但却又是永恒的、难忘的。

电影对于青春之美的展现饱满充分、令

人振奋感动。

现实主义的动画之美

现实主义动画怎么表达动画性的美

感？现实与奇幻看似矛盾和抵触，在动

画中如何达成和谐和趣味？在《雄狮少

年2》中，主创团队对动画之美的探索有

新的突破。比如说张瓦特带领阿娟求教

三大门派高人的桥段。三大高人受挫之

后隐匿江湖，从事着不起眼的营生。他

们有的开推拿按摩馆，其中医推拿技术

和中药拔罐技术的设计非常具有动画趣

味；有的是卖卤味的货摊摊主，铺面上挂

满的卤味很巧妙滑稽的进行了动画性设

计；还有小杂货摊的货郎，从耳朵里抽出

孙悟空金箍棒的设计既奇妙又和谐。影

片中这些细节的动画性设计把现实题材

当中的动画性空间扩展很多。主创团队

在创作中对动画这一类型理解的深刻可

见一斑，这种探索对于现实题材动画而

言难能可贵。

本片的动画之美更充分地体现于格

斗及武术套路中的动作表演，在阿娟与

不同对手的对战中，格斗的美感极为强

烈，姿势、线条、弧度、节奏、韵律设计实

现了动画中格斗武术运动审美的飞跃，

协调、舒展、力量感充斥银幕。武术的刚

柔相济、动静相宜、虚实相生给观众以视

觉上的极大享受。另外，武术与格斗表

演中的音响效果，包括呼吸、喊叫、器械

声、伴奏音乐等与角色动作相协调、相呼

应、相衬托、相融合。音乐音效的美感也

为武术增添了和谐、激昂、韵律、气氛的

特质。

总之，动画电影《雄狮少年2》的创作

者在现实主义动画的审美想象中实现了

极大的突破，也创新了中华武术文化之

美的动画艺术探索。中华文化的形式之

美及其神韵与意境之美、人性的善良与

温暖之美、生命中青春的朝气蓬勃之美

在本片中热烈而又真诚地洋溢出来。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

中国动画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在澳门回归 25 周年之际，

由徐欣羨、唐家辉执导，此沙、

何超莲领衔主演的电影《多想

和你再见一面》于 12 月 14 日在

内地公映。电影以细腻的情

感线索，温暖的叙事底色和浓

郁的地域特色，展现了两地人

民在血脉相连、文化交融进程

中的情感联系，观众在影片中

不仅看到了澳门的街景与风

物，更感受到时代变迁中的真

挚情谊与深层思考。这部影

片成为探索时代主题、讲好中

国故事的一次积极尝试。

《多想和你再见一面》以小

见大，将平凡人物的爱情、亲

情故事以及为理想奋斗的历

程 ，融 入 澳 门 发 展 的 浪 潮 之

中，生动展现了澳门的时代变

迁与独特风土人情。片中乔

明庄与姗蒂这段跨越 20 年的

爱情故事，见证了澳门与内地

之间延续不断、血浓于水的同

胞亲情，折射了无数往来澳门

与 内 地 的 人 们 的 生 活 缩 影 。

影片以跨越时间与距离的异

地恋故事，承载着对澳门历史

与文化的深情回望，给予观众

强烈的代入感。

同 时 ，《多 想 和 你 再 见 一

面》用两条清晰的脉络构建起

了北京和澳门的故事场域和

表达语境，用独特的视角讲述

了澳门在历史进程中与内地

之间的情感联结，回应澳门回

归祖国 25 周年的重大历史节

点。片中，北京和澳门的标志

性建筑交相辉映，寓意着内地

与澳门之间的情感纽带；而两

人之间真挚而漫长的书信往

来，也在共享着内地与澳门的

故事。影片中所涉及的重大

事件与两人的情感形成了一

种互为见证的关系，随着澳门

回归、港珠澳大桥的建成，两

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两地的人

们的心也越来越近。这种情

感深度、文化厚度使得该片有

了更深层的现实意义和启发

性，唤起观众心中的共鸣。

此 外 ，《多 想 和 你 再 见 一

面》以时间为线索，见证了时

代的变迁与个人的成长，在叙

述上平衡了温情与成长的主

题。跟随电影主角的人生轨

迹，澳门二十年间的发展图景

也缓缓浮现，从 1999 年澳门回

归祖国前夕，到 2018 年港珠澳

大桥的雄伟落成，影片通过闪

回、插叙等叙述手法，塑造了

一个充满情感的时间之旅，将

个人故事和澳门的历史变迁

结合起来，让观众在观看的过

程中代入其中，不仅能感受到

角色间的酸甜苦辣，更能体会

到深层的情感交流，引发两岸

观众对身份、归属的思考。

作品要贴近年轻观众，更

要将单一的叙事结构转变为

“情感化的表达”，捕捉更有温

度的画面以及人物行动上的

细节。《多想和你再见一面》通

过聚焦平凡人物的生活，采撷

人物真实细腻的情感表达，巧

妙把握了温情治愈的烟火气

和宏大时代叙事之间的平衡

关系，构建了细腻动人的叙事

语境。该片在讲述爱情故事

的同时，也注重展现父女之间

亲情的温馨，例如，当澳门回

归的时候，父女俩在电视机前

见证了这一幕，虽然创作者没

有安排狂欢的镜头，但女儿为

父亲围上红围巾的细节也传

递出了父女感情，引发观众的

情感共鸣。影片通过具有时

代底色的家庭情感表达，形成

了与当下年轻观众之间共情

的桥梁，自然地拉近了年轻观

众与时代背景之间的距离。

《多想和你再见一面》在细

腻勾勒人物情感的同时，还生

动展现出了澳门丰富的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风土人情，在万

千气象中交织出了一幅真实、

立体的澳门城市图景。影片

既展现了澳门的妈祖阁、大三

巴牌坊等标志性建筑，也细腻

呈现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巷和

充满人情味的小吃店。通过

捕捉这些承载着一代代澳门

人回忆的地点与建筑，讲述着

澳门的历史变迁和城市发展，

让观众置身其中，一同感受澳

门浓烈的地方特色。同时，影

片还更进一步地深入澳门街

巷，将市井生活与地域特质融

入，以贴近生活的讲述给观众

带来切实的体验感；透过乔明

庄和姗蒂的视角，澳门牛杂、

凉茶等当地美食，以及绚烂的

澳门烟花节得到展现，观众深

切感受到澳门的烟火气息和

百味人生。对于澳门的深耕，

使该片不仅在“形”的层面展

示 了 澳 门 的 城 市 面 貌 ，更 在

“神”的层面把握住其文化内

核。通过影片，观众切实体会

到回归以来澳门社会环境当

中的发展和人心相亲相融的

温暖画面，这是对澳门精神内

核的写照，也是对一国两制伟

大实践的真情讴歌。

以 时 代 为 题 ，以 光 影 为

笔。作为迎接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光影先行的代表作品，

《多想和你再见一面》通过生

动感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澳

门回归二十余年来的时代变

迁，既是对澳门回归历程的深

情礼赞，也是对时代精神的浓

烈表达。除此之外，中影出品

的另一部澳门题材影片《幸运

阁》也于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

之际上映，该片围绕一对澳门

祖孙之间的亲情故事展开，通

过平凡人的视角将温暖的情

节娓娓道来。两部影片都以

开阔的视野将澳门独具特色

的城市形象和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的大事件有机结合，以

自然而真实的场景为观众带

来文化底蕴和情感共鸣，用创

意和心意绘就了个人成长与

社会共进、地区发展与祖国腾

飞综合性交融的现实图景，实

现了多元价值的意义共振。

（作者为《光明日报》文艺部

编务统筹、高级编辑）

现实主义动画《雄狮少年2》的审美想象
■文/孙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