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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婷婷：没有主角光环，也能实现梦想
焦点人人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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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影

■ 桂小坤

“很燃，很感动！”
“拍出了女性的勇敢和坚强、拍出了藏

在我们每个人身体里的凶猛和热血。”
……
这是由唐晓白执导，谭卓、田雨领衔主演的

电影《出拳吧，妈妈》，给许多观众留下的印象。
女性、年轻妈妈、励志，将这三个标签

聚合在一起的《出拳吧，妈妈》，是一部以
拳击手为女主角展现普通女性顽强拼搏
的亲情励志题材电影，此类题材在国内并
不多见。影片讲述一位因冲动而有犯罪
前科的退役女拳击手白杨，为取得孩子的
抚养权，在奇葩教练沈浩的鼓舞下，通过
超乎常人体能、意志力的魔鬼训练，与过
去的自己战斗，向命运挥拳，终于走出人
生低谷，重返事业巅峰的故事。

人生陷入困局之中的女主角白杨，是一
个没有孩子抚养权的单亲妈妈，年少时任性
妄为，就连亲姐姐也指责她对人生不负责
任，甚至禁止她与孩子相认。一个绝望的女
人，在此时，要么选择隐忍，接受并服从命运
的安排，要么选择冲破困境，走出人生寒冬，
迎来春暖花开。显然，白杨是后者。

白杨所拥有的是一个普通女性的拼
搏精神，这也是现实中万千女性人生奋
斗的映照。影片中，性格倔强的白杨将
热血洒在拳台之上，而在电影之外，中国
还有更多和她一样的女性存在。今年年
初的 2022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队选手徐
梦桃获得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
中技巧冠军的情景，令很多人难忘，她也
是同样的“因热爱而坚持，因梦想而坚
定”；花样滑冰女运动员隋文静韧带严重
受伤，几近放弃职业生涯。但在一次次
不向命运屈服、不向困境低头中，隋文静
最终靠强大的意志力战胜了伤病，与搭
档韩聪一起为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队夺
取第九金。

不管是女奥运冠军徐梦桃、隋文静，还

是《出拳吧，妈妈》中的女主角白杨，她们都
反映了新时代的中国女性，为梦想成真而
坚定付出、永不言弃的人生态度。

除此之外，白杨的人设能够引发更多
的人与之共情，是因为她的形象更真实、
也更真诚——在诸多电影作品中，以往有
不少热衷于以女性快消品的逻辑打造完
美的圣母形象与人设。而当下社会，女性
的母亲角色也常常被完美裹挟，社会及家
庭责任分工，对母亲的要求更加标签化。
全职妈妈要做到女性独立、职场妈妈要陪
伴孩子成长，母亲角色意味着随时可以牺
牲自我，形象是完美、神圣且无瑕的。然
而，《出拳吧，妈妈》中的女主角白杨并不
是一个完美的母亲，而是一个备受社会口
诛笔伐的“坏”妈妈，一个众人眼中不合格
的母亲。她冲动又任性，性格暴躁还有犯
罪的人生污点。

可是，这个并非主流社会认可的角
色，通过母亲的天性能量，对孩子的爱与
女性的自我觉醒，最终凭借强大精神意
志，逆风翻盘。

我们的社会，不同于男性，女性很多
时候带有被动选择、被动挑选的特点。据
媒体的职场调研显示，在职场晋升中男性
更加突出主动升职加薪的野心勃勃，而更
多职场女性选择默默努力、被动等待机会
降临。但《出拳吧，妈妈》，却以真实的女
性成长视角，反映了一个普通女性、一个
女拳手、一个单身妈妈强大的生命力量与
自我觉醒。

影片的导演唐晓白毕业于北京大学，
2001年推出处女作《动词变位》，获得了瑞士
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奖。随后，在
2008年和2012年执导了《完美生活》《爱的
替身》两部影片。她也是为数不多的有作品
入选三大国际电影节的中国女导演之一。
虽然作品数量不多，但每部都有她自己独立
的思考和对生活的洞察。

对于《出拳吧，妈妈》，唐晓白说，她一
直非常关注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和心

灵成长，这部影片首先是一部“女性题材”
电影，其次是“亲情励志”电影，“新时代中
国女性不仅有奋发进取的生命力量思考，
我想展示当下中国女性强悍的一面，讲好
新时代女性故事。”

正如唐晓白所说，女拳手白杨的角色
设定，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新时代女性力量
的独立和进步，这也打破了传统国产电影
向世界展示的女性固有形象：温柔贤淑、
隐忍内敛。从白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
国新时代女性力量的特征：她们行动半径
更大，会主动追求自己的人生，敢于拼搏、
敢于和命运斗争，并且能接受和承担失败
的结果。

无疑，白杨的母亲身份，也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的反思——抛开对完美妈妈的绑
架，究竟什么才是母亲的生命能量？

《出拳吧，妈妈》或许已经给予了回
答：真正的母亲，能量像大地一样，孜孜不
倦地用爱滋养孩子，通过孩子与自我的成
长，活出人生风采，成为孩子的榜样。是
的，无论白杨曾是一个怎样失败、不合格
又落魄的妈妈，支撑她重新拿回人生主动
权、支撑她站起来的力量，都来自母亲对
儿子深沉而又伟大的爱。她在拳台上是
始终无法被对手击倒的母亲，在遍体鳞
伤、无法爬起来的那一刻被儿子一声“妈
妈”唤醒，重新站了起来。“我哪怕还有一
口力气，也要拼尽全力，让我的孩子知道，
他的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他。”

正是这种坚韧的母亲力量，令观众为
一位母亲强大的精神意志力而折服，洒下
热泪的同时对女性自我成长也有了新的
认识。

以小见大，逆行而上，影片《出拳吧，
妈妈》在书写女性自我成长的同时，也送
给天下母亲一份礼物。在见证、陪伴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每位母亲或许都希望如白
杨一样拥有内心的柔软与坚持，无论遇到
多少困难，也不会放弃努力，用拼搏精神
让自己的人生之路开出深沉而动人的花。

■ 雪林

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解
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革
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把意气
风发写在红船征程；今天的“后
浪”，用奋斗迎来梦想绽放。你
是否想认识他们？

5 月 4 日晚，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推出的《奋斗的青春——
2022年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刷
屏。1.59亿人次的观众触发，超
2 亿播放量，182 个热搜，超 45
亿话题总阅读量，让这台晚会在
热搜上霸榜 20 多小时、话题讨
论量冲破1800万。

这不禁使人发问：一台明摆
着“办给年轻人看”的节目，凭什
么炙手可热，破层出圈，俘获各
年龄段观众？

“惊艳酷炫”“高燃高爆”“科
技感”“年轻态”……微博网友们
的热评精准、到位，汇在一起，就
捧出了完美的答案。

这场青年大联欢，“青春战
队”精锐尽出，艳惊四座。

豪华的“艺人方阵”，相当亮
眼。赵丽颖、陈伟霆、易烊千玺、
王俊凯、关晓彤轻歌热舞，喝彩
连连。他们洗净铅华，健康阳
光，不是什么“明星”，而是一群
昂扬向上的青年。

但“夜空中最亮的星”，还得
是衣襟挂满荣誉的“‘大牛’方
阵”——感动中国 2021 年度人
物苏炳添、江梦南，“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获得者、冬奥冠军武大
靖、徐梦桃、高亭宇，青年航空航
天工作者、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年、优秀共青团员……崇尚英雄
的新时代，“颜值扛打”不是“必杀技”，“爆
表”的号召力、“我可以，你也可以”的榜样
力才是主角团的标配。

无论形式，还是内核，这场晚会都绝对
当得起“高燃高爆”这四个字。

青春在这里勃发。金晨、乔欣、高嘉朗
的《真爱起舞》，律动感“拉满”；周也、辛云
来的《青春的歌》，清风拂面；吴磊、宋轶的
《梦发光》，熠熠生辉。

科技在这里生辉。主持人尼格买提“分
身”进入虚拟音乐世界，形象、手势神似真
人。阿云嘎、金圣权、马佳在真实舞台歌
唱，数字人人浪与之无缝衔接，交相辉映。
QQ炫舞里的星瞳，和平精英里的吉莉，原创
IP虚拟人童和光，这三位唱跳“歌手”，活生
生地“站”在《New Youth》的表演现场，与学
子载歌载舞……虚与实、舞台与场景“梦幻
交互”，让1小时29分的沉浸式视听盛宴超
级吸粉。

理想在这里接续。音诗画《青春的对
白》，布景、音乐、旁白、节奏全部在线，饰演
青年毛泽东的侯京建慷慨陈词，秒回《觉醒
年代》的峥嵘岁月；亚洲跑得最快的“苏神”
告诉你成功的秘密，“年轻的我们，没有畏
惧，只有前方”；战士们献上《强军有我》，凌
厉威严，气势如虹，血液里的报国DNA瞬间
被点燃。胸怀使命的青年志愿者，骄傲而自
豪地将硕果喜讯一一汇报；9大包沉甸甸的
青春答卷，请祖国人民查收检阅……

文明在这里传承。一大波曲艺新秀，余
音袅袅，唱不尽梨园春色，水袖长衫，舞不
完《戏韵悠长》；檀健次乘一叶扁舟溯流而
上，与古人相邀共游，梦回唐朝，穿梭盛世，
中式美学惊艳了时光。

好一场青春的献礼，好一场年轻的礼
赞！这是我们共同的蓬勃美好，民族的文化
记忆。

每一代人的青春，从来如乳虎啸谷，百兽
震惶，又似鹰隼试翼，风尘吸张。于陈独秀看
来，“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
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在
塞缪尔·厄尔曼眼中，它“不是桃面、丹唇、柔
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
感；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在李大钊
的诗里，青春是“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
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谁说青春只是年纪？奋斗者的青春，没
有保鲜期。只要膛中一颗丹心还跳，一腔热
血还未冷，就永远不会老。

中国，因青年挺身，而向前。吾愿吾亲
爱之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
春之地球。”

文化观观澜澜

备受瞩目的女性励志电影《出拳吧，
妈妈》于五一假期上映之后，引发社会各
界对女性力量、母亲硬核精神的探讨。影
片讲述一个普通的妈妈，身陷绝望的人生
至暗时刻，如何为子出战、凭借强大的精
神意志最终完成自我成长的感人故事。
不同于传统“大女主”题材影视作品，导演
唐晓白对人性、对母爱的深刻洞察，给观
众带来了诸多人生启示。

■ 韩佳宁

出身自东北普通教师家庭，“85后”导演
姚婷婷没有所谓的“资源和背景”，凭借强烈
的热忱和足够优秀的作品，她在影视行业闯
出了一片天地。从毕业作品《顶缸》到《我在
时间尽头等你》，她的创作总是能闪烁着一种
动人的赤诚。而在她的新作《请叫我总监》
中，为梦想付出切实的努力，也是女主人公宁
檬在职场中对抗质疑的方式。

“85后”新锐导演、美女学霸、中国电影
“亿元俱乐部”中为数不多的女导演……从
2014年执导网剧《匆匆那年》开始，姚婷婷被
贴上各种“标签”，仿佛被命运开了“金手指”，
头顶“主角光环”。而没有人看到，在自我怀
疑的孤独长夜里，她无数次地坚守住自己的
梦想。终于，她从看似荒芜的平地深扎根基，
在入行八年之间，筑起了一座梦想的高塔。

热爱让我变得坚定

有些事在经历之后回头看，哪有什么命
中注定？不过是诚实面对内心的热爱，不弃
初心罢了——比如姚婷婷走上导演这条路。

2003年，17岁的姚婷婷还是一名辽宁省
实验中学的高二学生。身为班长的她为了创
新班会的文艺表演形式，用家里的DV记录
了同学在学校的生活点滴，配上了许美静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学校电教老师帮忙剪
辑成了一支MV。

当时还没有手机摄像，从手持DV影像
里看到同学们在操场上的跌跌撞撞、在课堂
上的知识较量、课后休闲时的笑语欢颜，大家
觉得有一种别样的感动。

“片子放出以后，好多同学看哭了，这是
第一次让我觉得影像的力量对人能产生那么
大的影响。”姚婷婷说起这件事时，仿佛在说
昨天的事情，“那时起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要
当导演。”

她的梦想很快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最先反对她的是母亲，作为教师的母亲，期待
女儿也成为一名教师。甚至，在姚婷婷考上
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创作硕士研究生时，母亲
还觉得她离“当教师”更近了一步。

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城市家庭，姚婷婷和
许多同龄人一样，有一段“琴童”生涯。但弹
钢琴只是一个兴趣爱好，她家里没有人从事
艺术相关的工作。钢琴是姚婷婷接触艺术的
入口，练钢琴很辛苦，但是当她全情投入到演
奏中，情感搭乘音符随着指尖自然流淌，那种
感觉也是很享受的。正如后来，姚婷婷投身
影像创作中，每一个镜头都是她与观众交流
情感的载体。

和家人进行激烈的抗争后，母亲拗不过
她，还是送姚婷婷来到哈尔滨参加艺考。
2005年，她正式入学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
进入大学，姚婷婷自卑了一段时间。“身边的

同学都很有才华，当导演是我的梦想，但是真
正要触碰到它时你要反观自己适不适合。”姚
婷婷坦言，“我也担心这个专业会不会毕业就
失业，我考研要不要换个方向……但是我每
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你为
什么不再坚持一下？最终，拍电影或者是对
影像的热爱，让我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热爱
让我自己变得坚定。”

走出迷茫，做真实的自己

读研究生期间，姚婷婷参加了学校和美
国南加州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录片交流项目。
她拍摄了一个有轻度自闭症的儿童。充满关
爱的镜头注视着他的沉默和孤独，揪痛了所
有观看者的心。而痛苦背后，这个孩子依然
有不放弃的灿烂梦想。凭借这部《Frankie’
s Dream》，姚婷婷获得了2011年度FIRST
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这部出手不凡的
处女作也奠定了姚婷婷作品的基调——在困
境中坚守希望。

姚婷婷的硕士毕业作品《顶缸》曾获得
2012年第一届金鸡百花微电影大赛专业组
优秀微电影、2012年度FIRST青年电影展最
佳剪辑等奖项。《顶缸》是一部荒诞的黑色短
片，故事是农村青年二宝被介绍代替镇长儿
子“顶缸”入狱，以换取高额酬金，不料，“顶
缸”计划取消，与二宝相依为命的白鹅“大飞”
却成了村里人的盘中餐。

“大飞是二宝最珍贵的伙伴，但是因为利
益，二宝出卖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这只鹅

是美好和纯洁的化身，也代表了人的欲望。”
姚婷婷说。尾声处，那只鹅却重新跳进茫茫
雪，若无其事地走着，仿佛为二宝迷茫的前途
带来一丝亮光。

姚婷婷，也有过一段迷茫的时光。
硕士刚毕业时，姚婷婷26岁，她本科时

的大学同学早已在各媒体站稳了脚跟。而她
没有工作，也放弃“曲线救国”去寻找一份影
视相关的工作。“父母专程来北京劝我转行，
我当时就哭了，我妈也哭了，我爸夹在中间两
头劝。”

那时的她也曾感到焦虑、自责，认为自己
对不起父母。她能做的只有每天在家写剧
本、看电影。

还是母亲的一通电话撕开了迷茫的口
子：“婷婷，妈妈学校里有这么个事儿。有个
学生，没有妈妈，但是为了开家长会，他姥姥
帮他找了个阿姨当妈妈……”

听完这个故事，姚婷婷一口气写下短片
剧本《特殊交易》。在央视六套的创投季上，
这个短片项目入围了仅有的十二个名额。拍
成后，创投季五个奖项，《特殊交易》拿到三
个。这部短片播出后受众反映也很好，这给
了她很大的信心。

制片人朱振华看到这两部短片后，邀请
她拍网剧《匆匆那年》，这部剧的豆瓣网评分
8.1，属于高分剧集。青春题材的成功尝试，
也引来光线传媒邀片约。2016年，姚婷婷执
导的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登上银幕。这部
主演全部是新人的青春片，获得了1.8亿元的
票房回报。彼时，国内总票房441亿，票房过

亿的国产影片只有84部。
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人一定

要做真实的自己才能从迷茫中走
出来”。仿佛是主创团队的一部
半自传体，姚婷婷把自身的经历
也融入影片中。

新作聚焦职场女性成长故事

“竟然已经过了八年了！”
回想起自己的网剧处女作《匆
匆那年》，姚婷婷感到不可思
议，“好像自己才入行没有多
久，自己刚从很青涩的状态逐
渐成长起来。”

姚婷婷的新作是一部职场爱
情轻喜剧《请叫我总监》。

4月29日，《请叫我总监》在
东方卫视和优酷视频同步播出。
但在开播前，只是播出的片花，就
已引起网友的热议。剧中的主人
公宁檬梦想成为投资总监，而现
实却阴差阳错，她成了总裁秘书，
职业理想遭受上司打压。

这不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
我”的故事。剧情的走向是，宁

檬与脾气火爆的“霸道总裁”陆既明，从斗智
斗勇走向了为事业携手奋斗。“宁檬的角色身
上是有非常现代女性的特点的。”姚婷婷评
价，她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做事的原则，以及
独立成长的能力。“她没有‘主角光环’，和许
许多多在职场上拼搏的普通女孩一样，有冲
劲，也会面临困境。”

姚婷婷对主人公的职业道路有强烈共
鸣：从一开始不被人认可、遭到质疑，通过自
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冲破困境，最终实现了
理想；另外，“男女主角的人设和他们之间的
互动非常有趣，不是一个俗套的甜剧或者是
偶像剧，它有坚实的人际互动逻辑，以及人
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这是对网络流行
文艺类型的一次颠覆性尝试，女性不依附于
霸道总裁，而是以平等和独立的职业身份，
完成一场性别对话。

当时，《顶缸》收到最多的评论就是：“以
为是男导演拍的。”姚婷婷还自得了一阵。那
时她尚未入行，心中隐约对女导演身份有些
担心。但入行久了，姚婷婷愈发觉得影视导
演是个相对公平的职业，最终要看你的作
品。“没有太多的必要去用性别来定义导演的
身份。每个导演有各自的视角，各自的风格，
各自的着力点，我不希望每次介绍是女导演
来做区分。”

在姚婷婷的工作环境中，有许多优秀的
女性电影人，在制片、编剧、导演、演员等岗位
上发光发热。“我觉得现在的影视行业涌现了
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者，这也是通过大家的
努力改变的。”

《出拳吧，妈妈》：送给女性的成长之歌

“她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做事的原则，以及独立成长的能力。她没有‘主角光环’，和许许多多在职场上拼搏的普通
女孩一样，有冲劲，也会面临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