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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的心灵捕获术

始终认为电影是催眠术，是一项心
灵捕获术，所以，我很喜欢到电影院看电
影，为的是在看电影之外看看观众的反
应，看一看这项催眠术和心灵捕获术是
怎么发挥作用的。

我看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首
日下午场，现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年
轻女孩，落座的一瞬间，我就被香水味包
围。这些香喷喷的女孩，在电影开始没多
久，就开始啜泣，时不时地，周围就有人
在摘眼镜、掏纸巾，我坐在中间，一头问
号。

这些催泪的段落，出现在如下节点：
幺鸡躺在病床上，跟陈末说，自己最大的
梦想是去稻城时；猪头追着燕子的车，喊
着你要幸福时；茅十八和荔枝在窗前相
拥的时候，茅十八向荔枝求婚的时候，茅
十八中刀倒地的时候；陈末为了寻找幺
鸡，让全城的出租车司机打双闪的时候。
总之，是在故事里的女孩被爱、被照顾、
被寻找的时候，也是在故事里的男人无
私奉献、无限深情、以身祭爱的时候。

三个男人，是三种经典性格类型。陈
末是佯狂的深情者，表面狂态毕露、鸡飞
狗跳，内心深沉笃定，在经典爱情文本
里，都能找到对应的形象，远一点，是唐
宋传奇里的男人；近一点，是周星驰给出
的底层男人。猪头是憨厚的呵护狂和深
情者，是不问为什么的董永，是试图独占
花魁的卖油郎。茅十八是初识世界的深
情者，是感情还没被惊醒的睡王子，对世
界有小鸡啄壳一样的好奇心，对女人既
被动又主动，需要一个热情的、富有攻击
性的女人来吻醒他，他的被推倒，就是推
倒。不论哪种类型，都符合亦舒对好男人
的定义：“真正的男人，是保护女人的男
人，一切以她为重，全心全力照顾她心灵
与生活上的需要。”

四个女人，却也是四种经典女性类
型。小容是稀薄的、浅淡的都市女郎，从
里到外的禁欲系，一口稍微热一点的气，
就能把她吹化了，她当不起陈末的热情，
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应对陈末的生机勃
勃、鸡飞狗跳。幺鸡是爱情中的成长者，
需要爱情的波折、冲突、焦虑来滋养她，
帮她完成成长，爱情对她来说很重要，又
很不重要，她真正要得到的是成长，所
以，从人物际遇和造型，她都有点像《八
月照相馆》里的女主角，在爱情到来之
后，越来越会打扮，也越来越有风情，身
上的衣服，从潦草的格子衬衣之类变成
了很有质地的衣裙，脸上的妆容，也从毫
无神采变得越来越精致，这都是这种成
长给予的。燕子是虚荣也虚弱的女孩，在
关键时刻每每要犯错，知道利用男人的
弱点，也知道利用他们给她的爱。而荔枝
则热情灵动，带点攻击性，很善于启发懵
懂的理科男，在经历大劫难之后，也依然
能够疗伤自愈，安静恬淡地生活下去。

不过，不管他们是哪种类型，爱情对
他们都如此重要，让他们犯错，让他们付
出青春，也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各种
决定，职业的、生活的，总之，爱情就是他
们的指挥中心。

电影是一面魔镜，电影院里，女性观
众的反应也告诉了我们，年轻的女孩到
底要什么：一个全心全意的爱人，以及自
己配得上这种爱情的感觉。所以稻城如
此重要，那意味着脱离现实生活的童话
之境，逃离庸常之所的爱情床铺。更重要
的是，自己配得上这种童话之境，只要稍
加努力。在电影这个心灵捕获器和欲望
放大器的审视下，她们的所欲所求都是
如此明确，电影制作者只需把她们需要
的给她们。

这也正是爱情故事的致命之处，满
足了女人对爱情的渴望，却也把女人们
固定在爱情的漩涡里，布置下爱情随时
在场、漫天神佛的幻象，只等她们打破魔
镜，走出爱情，去赢得更大的爱情。

【观影笔记】

□韩松落

在鲍勃·迪伦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之后，社交媒体上
一直流传他拒绝领奖的真
假难辨的各种消息。拒绝，
这似乎是一个摇滚诗人最
酷的领奖方式。但是在这种
媒体和大众的鼓噪之下，伟
大的摇滚精神化成一个简
单的拒绝姿势，鲍勃·迪伦
获奖的真正意义也就被消
解掉了。迪伦的歌曲开始被
大家广为传播，但是当“在
风中飘摇的答案”成了咖啡
馆的情调背景音乐，“敲击
天堂之门”的声音成了选秀
节目选手的个性标榜时，那
个眉头紧锁的吟唱者对于
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意味着
什么呢？

其实，熟悉诺贝尔奖颁
奖机制的人应该知道，诺奖
带有终身成就的追认意味，
迪伦的获奖，与其说是向他
本人致敬，毋宁说是在一个
消费主导的新媒体情景下，
对滋养迪伦的伟大的上世
纪六十年代的致敬。熟悉鲍
勃·迪伦的人也应该知道，
迪伦的获奖并非一个意外，
他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中作
为一个诗人的地位，早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确立
了，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佛罗
斯特之后“美国最伟大的诗
人”。而我们在鼓舞于迪伦
获奖的同时，也会苍凉地感
慨：这次获奖更像一次光荣
的陷落，当时代终于接纳了
迪伦，迪伦与诞生他的时代

却走向了真正的终结。
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

的文化偶像，在迪伦这里可
以清晰地看到上世纪六十
年代气质是如何接近尾声
的。

迪克斯坦在他著名的

《伊甸园之门》(也是迪伦一
首歌的名字)中把这个时刻
定在 1974 年 1 月，其时鲍
勃·迪伦和他的乐队在麦迪
逊广场花园举行了一场摇
滚音乐会，而在这之前有将
近七年的时间，迪伦一直处
于半隐居的状态，这个六十
年代的文化英雄再度登台，
吸引了两万多歌迷，他们在
迪伦沙哑的歌声里陶醉着，
仿佛可以借此重访那段刚
刚过去的激情岁月，“为某
种已经萎缩成神话的东西
添上一些血肉”。之所以选
择这个时刻，是因为迪克斯
坦要探求的不是一个明晰
的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
个被污名化了的“道德进
程”中的隐秘时刻。

在音乐会接近尾声时，
鲍勃·迪伦唱起了《像一块
滚石》，台下的歌迷感怀着
同代人的身份意识，如潮水
一般向舞台涌去，仿佛上世
纪六十年代的生气犹在，迪
伦的歌成为一种对记忆的
拯救，然而我们都知道，这
种拯救几乎是以沦陷的方
式进行的。就像与迪伦过从
甚密的金斯堡的一句诗，

“一代人欣喜若狂地结束了
他们用以反对自己亲骨肉
的冷战”。在那个时刻之后，
民谣和摇滚乐里迷人的反
叛气质成了对历史一种遥
远的回响，而在现实层面中
却成了令人不安的性与毒
品的枢纽，虽然，性和毒品

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
化遗产。

骤然的商业狂潮微妙
地利用了摇滚乐的叛逆，把
它们处理成一种或者狂躁
或者颓靡的造梦形式，它们
甚至是用一种抚慰的方式
为新生代无处发泄的激情
找到了疏泄的暗道。但是在
迪伦还有金斯堡们置身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摇滚乐不
只是简单的青春叛逆，用迪
伦自己的话来说，他更是一
种“街头意识形态”，是一种

“新型人”自我确证，而不会
是流行文化的一个合谋者。
迪伦说：“堕落的走私酒商，
淹死亲生孩子的母亲，只开
了五英里的凯迪拉克，洪
水，公会大厅的火灾，河底
的黑暗和尸体，我歌里的这
些题材可不适合电台。我唱
的民谣绝不轻松。这些歌
曲，对我来说，比轻松的娱
乐要重要得多。它们是我的
感受器，指引我进入某种与
现实不同的意识中，某个不
同的境界中，某种自由的境
界。”

四十年后，迪伦以获奖
的方式再一次让我们遥遥
地感受到上个世纪六十年
代的激情，他对获奖的沉默
就像他当年在舞台上紧锁
的眉头，他们指向对主流的
反动，更指向对人类悲剧命
运的拥抱。在这一点上，迪
伦并非一个拒绝者，而是一
个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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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电影节，受邀参与
了一场论坛，主题是《文艺
片观众看不懂，导演有责任
吗》，我的立场很鲜明：文艺
片导演没责任让作品被所
有观众都看懂。

这场论坛的主题很明
确地把讨论对象限定在了
文艺片身上。如果是商业
片，就不存在讨论价值，因
为商业片毫无疑问是要争
取让所有观众都看懂的，商
业片的属性也决定了要迎
合观众、迎合市场，否则就
会失去它的娱乐价值并继
而失去它的商业价值。商业
片让观众看不懂，带来的最
直接损失就是票房失败，这
是出品方和创作者不愿意
看到的，所以，让观众看懂
就成了制片人和导演一致
努力的方向。

文艺片却不一样。商业
片注重娱乐表达，而文艺片
则要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表
达，缺乏了思想表达的文艺
片不是真正的文艺片。可能
会有人认为，文艺片一样可
以“文商结合”，拍得像商业
片那么好看，比如《烈日灼
心》、《白日焰火》，但剥离掉
它们的娱乐看点，会发现这
两部电影的最大价值体现，
还是藏在故事深处的冷峻、
坚硬的文艺内核。如果这两
部电影的导演放弃了自己
的文艺追求，争取让所有说
看不懂的观众都看懂，就要
牺牲掉电影里那些含蓄甚
至有点晦涩的手法，导致影
片的整体质量有所下降。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捍
卫文艺片导演没责任让作
品被所有观众看懂的权利，
即是捍卫导演创作的最大
自由度。如果一位导演创作
的时候，内心总想到投资人
的钱收不收得回来、观众看
不懂会不会骂、以后还有没
有机会继续拍电影，那么导
演势必会做出妥协，牺牲掉

自己的个性，努力与大众审
美接壤，这也势必会给导演
的创作激情降温。如果一位
导演拥有了外部环境给予
的“创作自由”承诺，他们就
会尽最大可能地释放自己
的个性与激情，创造出伟大
的电影。昆汀和伍迪·艾伦
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他
们的电影的特色之一就是
维护了自己创作时的任性，
他们才不会管一部分观众
会不会理解透，他们最大的
创作态度就是，自己拍高兴
了，观众才会看得高兴。

我们有自己的反面例
子，在陈凯歌拍《霸王别
姬》、张艺谋拍《活着》的时
候，他们是不会考虑观众看
不看得懂的，当时的社会环
境、创作环境以及市场环
境，都没有对导演提出必须
要让观众看懂的要求，所以
他们的现实批判主义才能
够最大程度地通过电影传
达给观众。后来陈凯歌为了
让观众都看懂拍了《搜索》，
张艺谋为了让观众都看懂
拍了《三枪拍案惊奇》，观众
买账了吗？并没有。相反还
把两位导演骂得狗血喷头。
原因很简单：观众是用来征
服的，而不是用来迎合的。
如果把让观众都看懂作为
一种迎合方式，那么事实会
证明这是最大的失败。

电影发展到今天，应该
认真去思考一下电影存在
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商业电

影作为一种产品，它的娱乐
功用在当下已经被体现得
淋漓尽致，也被挖掘到底，
再无提升的空间。商业电影
的故事类型和叙事风格，包
括商业电影的技术运用，都
达到了顶点。那么，观众对
商业电影满意了吗？并没
有。好莱坞模式已经被美国
观众厌恶，中国观众对好莱
坞的喜爱程度也在持续下
降，这几年中国观众对原创
性很强的国产片的支持，就
充分体现出这一点。欧洲的
观众，早已不吃好莱坞那一
套。未来电影的出路，不在
于商业化，而在于向文艺的
回归。

电影的发明，最早是作
为一种新生事物被看待的，
人们对活动的影像出现于
银幕之上抱有极大的好奇
心。而商业片发展到顶峰，
已经透支了这份好奇心。当
电影的娱乐价值已经没有
想象空间的时候，电影文
艺价值的想象空间却仍然
是无限的，电影作为思想
的承载体，还有着无限的
可能。无论是对人性的挖
掘，还是对未来生活方式
的展现，都必须通过文艺
片来实现。因此，电影想要
拥有发展的动力，就必须
要承认导演的创作地位，要
接受导演比观众更专业的
事实，要维护导演在一部电
影里融入让观众暂时看不
懂的元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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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映的文艺片《路边野餐》获得业内一致好评

同样于今年上映的
文艺片《长江图》引起了
较大争议，批评声音中
占主流的观点即指该片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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