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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再爱一次好不好》的故事就发生在咱家门口

三三大大看看点点揭揭秘秘““烟烟台台爱爱情情故故事事””

本报影评人 于涛

我的朋友说过一句话：“只
谈感情不谈事儿，一说故事全是
泪儿。”我觉得套在《再爱一次好
不好》身上特别合适。

作为一部“致青春”爱情片，
其实《再爱一次好不好》在本质上
和其他同类电影没有什么不同，
着力点还是在对青春的缅怀致
意，以及对美好爱情的刻画上。但
作为一个烟台人，在看到《再爱一
次好不好》的时候，还会有另一种
情怀顿生。所以，这次我们只谈这
种情怀，不谈爱情故事。

抛去电影元素，《再爱一
次好不好》中的某些场景，完
全可以作为烟台城市旅游宣
传片中的片段。标志性的大海
仍 然 美 得 让 观 众 心 折 ，南 大
街、朝阳街和滨海路这些烟台
地标街道也反复出现在大银
幕上，想不注意都难。在观看
过程中，不经意间的一个场景
就会让烟台人感到很亲切，脱
口 而 出 ：“ 这 不 就 是 × × ×
么。”

烟台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
的家乡情怀，而正好这部戏中大
部分的取景都是在烟台完成的。
男主角的青春是在烟台大学度过
的，和哥们吹牛是在养马岛，和女
主角约会去了烟台山、养马岛和
磁山温泉这三个地方。剧里的人
开车必走南大街，偶尔还逛逛滨
海路。女主角住在朝阳街，在附近
的酒吧上班……这部电影对于烟
台这座城市的展示如此不遗余
力，会让人不禁觉得，在某时某
刻，真的有这样一个爱情故事正
在烟台的某个角落上演。

如果不去苛求这是不是一
个多么曲折动人的故事，单从它
勾起了我的家乡情怀来说，《再
爱一次好不好》还是挺成功的。
看到那些熟悉的地方，我或许嘴
上会说：“切，这地方有啥好拍
的。”不过其实在心里，我还是为
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家乡的影子
感到欣喜。因为寄予厚望，所以
永不满足。

烟台人爱家乡都爱的这么
深沉，就好像韩剧里那别扭的欧
巴对待他最喜欢的姑娘一样：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说烟台
的不好，那就是我。”

2013年5月，一部烟台本土
影视公司投资拍摄，反映青年爱
情和中医养生文化的电影《梦的
光环》在烟台开拍。另一部于10

月份在开发区、海阳等地开拍的
文艺片《竹儿潇潇》也是由烟台
本土影视公司拍摄。而在栖霞取
景拍摄的，讲述90年代高中生青
涩爱情的电影《姑娘》已在2013

年10月30日公映。
近年来，由烟台本地影视公

司投资拍摄，或者在烟台各地取
景的电影越来越多。不仅标准电
影格式的“大电影”越来越多，微
电影更是几近井喷之势。关爱自
闭症患者的《爱在我家》、儿童励
志短片《我的志愿》、烟大学生的

《爱在毕业时》、高中生拍摄的
《迟到的繁华》等等，在被定格的
光影瞬间，烟台的风土人情、文
化习俗和精神风貌等都得到了
展现。

本报记者 刘高

只谈情怀不谈爱

烟台本土电影

争相绽放

本报记者 刘高

4月11日，由烟台作家孙夜晓担任编剧的爱情励志电影《再爱
一次好不好》在全国千余家影院首映。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近些年出现在全国大银幕上最地道的一
部烟台故事。电影中那些熟悉的“身边元素”让港城市民备感亲
切。下面，就让本报记者带您去探一探片中的精彩看点。

《婆婆遇上妈》、《北京爱情故
事》……近年来我们打开电视，经
常就能认出某一个镜头是在烟台
拍的，但对于《再爱一次好不好》
这部全程烟台取景的电影来说，
这种惊喜从头贯穿到尾。

《再爱一次好不好》很多戏份都
发生在虚构的“烟鲁大学”，场景拍摄
于烟台大学校园，烟大标志性的三元
湖和钟楼更是多次出现在片中。

烟大校园的美景在陶醉了无
数学子的同时，也陶醉了首次来
烟的主演贺刚。烟大场景拍完后，
贺刚在已经结冰落雪的三元湖旁
拍照留念，并发微博说：“喜欢三
元湖。感受这里的气息和校园生
活。”

除此之外，渔人码头、烟台山灯
塔和狼烟台、养马岛等烟台人耳熟
能详的场景都在片中多次“露脸”。

另外，如果观众够细心的话，
甚至能在一个车内场景中，透过

车窗看到外边正是南大街独有的
标志性建筑——— 烟台文化中心。

“这不是××吗？”“这是××啊！”
这几日的观影过程中，不少市民
也饶有兴致玩起了地名连连看。

说到烟台印记，不得不说烟
台的海鲜美食。影片中从美国来
烟台出差的白富美小诺，在与追
求者井老二逛街时，提出要吃海
鲜，井老二欣喜若狂，立马把这位
一身傲娇的富二代领到了——— 小
吃店。

虽然没有海参鲍鱼，但井老
二对满桌的特色海鲜炒菜如数家
珍地一一介绍。而当小诺问其中
一盘海鲜为何物时，井老二仿佛
找到了兴奋点，从盘中拿起一只，
捏着尾巴，一边在小诺眼前晃，一
边得意地笑着说：“皮-皮-虾呀！”
张牙舞爪的虾爬子着实把小诺吓
了一跳，以致于慌乱中打翻了炉
子，将两人的脸全部熏黑。

除了亲切感，《再爱一次好不
好》的基调轻松，为达到诙谐效果，
与青年观众产生共鸣，主创人员在
台词和道具等方面用心良苦。

影片幽默台词不断，不仅有调
侃式的“我不可能变成高富帅，你
不可能变成肌肉男”，和有暴力范
儿的“剁了扔北极喂企鹅”，也有腼
腆型的“我只是优点潜伏得特别
深”，当然也少不了治愈系的“你太
胖，太占地方了，把我的生活都占
满了。”

主角冒小飞350斤的体重，让
他在上学时备受冷嘲热讽，当他瘦
身成功重返烟台，见到分别多年的
同学时，已然变身帅哥。一众老同
学无不惊讶，连老班长都没认出眼
前这个成熟帅气的靓仔就是当年
傻里傻气的“胖飞”。这似乎是在暗
示所有人，胖子都是潜力股。

当年冒小飞的死对头，甚至在
毕业典礼上让他出尽丑的高昂，见

到冒小飞时，对他的变化更是无比
惊讶，一阵拍拍捏捏后，冒出一句

“你打瘦肉精啦”，惊讶中透着羡慕，
赞叹里隐藏着对不良商贩的鞭挞。

不仅台词幽默，影片的一些场
景和道具也颇令人捧腹。为了追求
小诺，井老二和冒小飞合伙把她骗
进了一辆微面，看这辆罕见的微
面：全身上下锈迹斑斑，只有一个
车门能够打开，而这个车门也被小
诺拽下了把手。但即使是开着这样
一辆“报废车”，井老二依然自豪地
夸奖其为“前卫破败美”。

此外，影片中350斤的冒小飞伴
着MJ的音乐大跳霹雳舞，“无敌屌

丝”井老二油嘴滑舌的表白被无情
拆穿，以及那猪肉大葱馅的包子等，
都为电影增加了很多笑料。

片中男主角冒小飞体重350

斤，开篇定位为“屌丝胖青年”。为
求效果逼真，扮演者贺刚穿上了

“胖子装”。据出品方介绍，这套胖
子装直接从德国进口，价值6万欧
元。几天时间里，化妆师和造型师
的费用，也花费了十几万人民币。

穿“胖子装”可不是件容易事，
贺刚需要凌晨4点起床，花4个小时
才能上妆完毕，而卸妆也需要2个小
时。“胖子装”内部中空，非常厚，甚

至别人拍贺刚的屁股
他都感觉不出来。

而有趣的是，贺刚
一直以来都以长相酷似刘
德华著称，同样的胖人装，刘
德华在《瘦身男女》中也穿过，
还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形象。那
么贺刚是否在向华仔致敬呢，
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
的是，这个胖子也会发生一
些有泪有笑的故事。

看点一：众多烟台元素让人备感亲切

看点二：台词幽默，笑点不少

看点三：一身“胖子装”，价值六万欧

11日，《再爱一次好不好》
在全国首映的当天，记者对该
剧的烟台籍编剧孙夜晓进行
了专访。

“这部电影在我的心中就
像一盘家常菜，讲述的是最简
单的爱的回归。”孙夜晓说，他
早年在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工
作，一直在对这种中外“跨文
化”进行研究，在此背景下，创

作了《再爱一次好不好》剧本
的初稿。

而在《再爱一次好不好》
最终拍摄的过程中，也体现了
孙夜晓对于家乡烟台的情感。
烟台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片方原打算将拍摄
地点选在成本更低的秦皇岛，
但是孙夜晓宁可少要片酬，甚
至不要片酬，也要在家乡烟台

拍。
“他有一个理想，想通过

自己创作的一系列影视作品，
把烟台打造成一个青春励志
的影视基地，让全国的年轻人
都能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烟
台的大海、灯塔、高校，让烟台
的青春形象深入人心。”这位
政府工作人员说。

本报记者 孔雨童

编剧孙夜晓：

宁可少收片酬

也要在烟台拍摄

影评

链接

▲剧中演员在海昌渔人码头合影。

▲冒小飞与井老二骑车经过海边。

▲女主角甄珍
和冒小飞在磁山温
泉约会。

冒小飞减肥
前的校园生活都是
在烟大拍摄的。

(图片由共青团中央影视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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