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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自放

非常巧，五一档两部有影
响力的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
了“和解”这一主题，《后来的
我们》是与前任和解，而在金
像奖上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和
最佳新人演员奖的《黄金花》，
则用平实的故事，讲述了一个
和苦难创伤和解的故事。

作为最需要被治愈的群
体，《黄金花》以女性的视角，
呈现了当下女性生活中面对
的种种困窘和压力。影片的故
事其实非常简单：毛舜筠饰演

的妈妈黄金花，是一个普通的
中年女性，因为儿子患有严重
自闭症，所以一直做着全职
太太，每天的工作是去菜市
场买菜，带着儿子去游乐场，
晚上做好饭等老公回来吃。
打破平静的事件是，黄金花
的丈夫出轨了。在平实的故
事线里，打动观众的不是情
节，而是演员细致入微的表
演，妈妈的嘴角一扬起，眉头
一蹙，自闭症儿子的跺脚、拍
打，苦难中，小美好一闪而过，
像唠家常一样平和。

作为一部文艺片，《黄金
花》并不沉闷。在黄金花发现
丈夫出轨后，她精心设计了对
付小三的复仇计划，整个过程
步步为营，堪比警匪片里的情
节，比如联系搭乘走私的船
只，一连串的跟踪，制造不在

场证据，计划自己捅死那个破
坏她家庭的狐狸精。

《黄金花》显然不是一部
控诉电影。电影中黄金花常常
带着儿子奔跑在城市之间，就
像她对儿子的爱意，步履不
停。从某种意义上说，《黄金
花》就像新版的《妈妈再爱我
一次》，让人忍不住感动流泪，
感慨母爱的伟大。在剧情上，
黄金花从误入歧途的心理挣
扎，到为爱放弃复仇的顽强重
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黄
金花》在故事最后，还是完成
了与苦难、创伤的一次和解。
就像电影的主题曲所唱的那
样，“暴雨洒过后，尚有希望，
愿你今天，外柔内刚。”

像许多执导处女作电影
的新导演一样，陈大利在《黄
金花》的大部分场景里采用手

提摄影。手提摄影有许多好
处，其中一个是节省时间，你
可以在短时间里拍很多角度，
很多不同的景别。被誉为华语
电影界2018年口碑作品之一
的《黄金花》，其实只用19天便
拍完了所有镜头，效率很高。

其次，手提摄影还让电
影呈现出纪录片风格，更具
真实感。在《黄金花》中，获得
金像奖褒奖的女主角和新人
演员在表演情绪上都是连贯
的、真实的，这与手提摄影有
很大关系。在电影中，因为手
提镜头的存在，无论是晚餐、
聚会等生活场景，还是舞台、
访谈等特殊场景，都多了一
些生活化的真实，少了刻意
表演的痕迹，这与《黄金花》
表现普通人生活这一主旨非
常相配。

新片放眼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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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港产文艺片，获得金
像奖两项大奖的《黄金花》，在
五一档上映票房虽然表现不
佳，但没有观众否认《黄金花》
的质量。《黄金花》并非近年来在
影市坚守的唯一港产文艺片，前
有《桃姐》《岁月神偷》《天水围的
日与夜》，后有《一念无明》《幸运
是我》，港产文艺片一直以特有
的姿态存活：获得大奖，口碑
良好，票房偶有佳绩。港产文
艺片靠什么坚守？扎实的现实
题材、优良的人才传统、文艺
却不乏商业的操作，让港产文
艺片获得多方认可。

从《桃姐》《天水围的日与
夜》《一念无明》到现在的《黄
金花》，港产文艺片的故事从
不惊心动魄，但扎实地走进普
通人的生活。比如《桃姐》聚焦
的是“变老”这个人人都要面
对的现实，老年人可以从中找
到共鸣，年轻人可以引发思
考。跟其他很多喜欢追求先锋
晦涩风格的文艺片相比，《桃
姐》不排斥普通观众，接受起
来没有障碍。《一念无明》《幸
运是我》《黄金花》都聚焦边缘
群体，主题无一例外都是两颗
心真正贴近，相互温暖。

港产文艺片不乏大腕演员，
且不说《桃姐》有刘德华和叶德
娴这样港片里的领军演员，《幸
运是我》里的惠英红早在1982年
就获颁过金像奖，如今更是拿奖
拿到手软。而这次《黄金花》里的
毛舜筠，三十年前就是香港十佳
女艺人并且获得过金像奖。《桃
姐》和《天水围的日与夜》更有港
片里最优秀导演之一的许鞍华
加持。

港产文艺片并不拒绝商
业化的操作，这让其避免了过
于沉闷。《黄金花》的导演陈大
利虽然是第一次执导长片，但
作为编剧的他曾写过《叶问》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这样的
商业大片，这让《黄金花》看似
平实的故事却被拍得波澜起
伏。绝对文艺范儿的《桃姐》也
因为有了刘德华和叶德娴这
样知名艺人的参与，而在票房
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葛延伸阅读

初生牛犊写出《红高粱》

1986年，还是“青年作家”
的莫言，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了小说《红高粱》。时任《人民文
学》主编的王蒙对这篇小说大
加赞赏。时隔32年，他在《〈高粱
酒〉改编后记》(以下简称后记)
中回忆了当年创作和发表《红
高粱》的往事。“那时我正在解
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初
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经常口
出狂言，现在想起来，很是后
悔。当时，学院的条件很差，我
是在阶梯教室里，借着闪烁不
定的灯光，完成这部作品的。”

1986年春节期间，莫言在

高密获悉《红高粱》将在《人民
文学》杂志发表。他回忆称，这
个消息“让我整个春节假期都
处在兴奋之中”。之后，莫言陆
续写了《高粱酒》《高粱殡》《狗
道》《奇死》四个中篇，“与《红高
粱》合在一起，起了个总题目

《红高粱家族》，作为一部长篇
出版了”。

1987年，张艺谋拍了电影
《红高粱》，其中使用了包括《高
粱酒》在内的两部中篇的素材。
这部电影让莫言的作品获得更
广泛的关注。此后，相关作品屡
屡被改编成各种体裁的作品。
据莫言梳理，截止到现在，根据
此小说改编的剧种包括评剧、
晋剧、豫剧、茂腔和舞剧，“还有

一些剧种正在创作中”。“这些
剧我或是到剧场看过，或是看
过录像，感到都有自家的特色，
都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造，
都对原作的境界有所提升。”他
写道。

为了舞台呈现重新改编

莫言也在后记中自问，既
然有如此多改编的版本，“那为
什么我还要自己再改一遍呢？”
他给出的答案与小说细节有
关。“首先，我觉得小说中九儿
嫁给麻风病人这个重要的情
节，在小说中可以存在，但出现
在舞台上，就让人感到心里不
舒服。”

因此，在这个剧本中，莫言
把麻风病人改成了肺病患者。

“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个在小
说中像影子一样的人物，改成
了一个有台词、有唱段、有性
格的人物。”

另外，原小说中尽管没有
明写余占鳌是杀害单家父子的
凶手，但在作者的预定中，人
就是他杀的。“改编成舞台
剧，这个问题必须回避。”莫
言指出，因为不管是什么朝
代，无论你是什么理由，不管
是什么法律，都不会允许跑到
人家洞房里去杀人。

“所以在这个剧本中，我非
常明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人，
不是余占鳌杀的，他也根本没

有想去杀人，他只是想去把九
儿抢走。洞房里去抢人家的新
娘，也不是光彩的事，但有爱情
的旗帜遮掩着，勉强也算合理
吧。”莫言写道。

莫言还在后记中透露，为了
写好唱词，春节期间，自己“向台
湾作家张大春学习律诗”。“废寝
忘食一周，略有心得。”

《人民文学》杂志卷首这样
评价莫言的这篇新作：“新的人
物设置和故事以及新的呈现方
式，让我们从语感韵律开始贴近
了红高粱所种植、生长的土地、
人间，并逐渐从主角的天地浩
气、侠骨柔肠中真切动人地领略
到民族精神的厚重坚实和英雄
气概的硬朗正大。”（宋宇晟）

莫言将发表新剧本《高粱酒》

““九九儿儿””的的故故事事有有了了新新变变化化
莫言的戏曲文学剧本《高粱酒》以及《〈高粱酒〉改编后记》近日将在《人民文学》杂志中发表。莫言此次的新剧本与与其《红高粱家族》中

的故事密切相关，大体以此为基础进行改编。《人民文学》杂志称，该剧本是在“红高粱家族”之上的一次新的创作，，“并非旧瓶装新酒”，小
说中并未出现的凤仙和并非主要人物的刘罗汉成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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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平平实实中中与与苦苦难难和和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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