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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事》：温情轻喜剧探索严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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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事》借鉴了《入殓师》的角度，将镜头对准“殡葬师”这一“非主流”的神秘职业，套用轻喜剧手法，揭秘从业者
的苦辣酸甜，并借助他们的视角，展开对于死亡这个宏大又深刻话题的探索，从而激发对活着、对温情、对陪伴的渴望，反
映了关于“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哲学思考。

音乐之之声声

照片由Respires 杂志提供

■ 雪林

“人生除死无大事”。
由刘江江编剧并执导，朱一龙主演的电

影《人生大事》上映 29 天，累计票房突破 15
亿，累计观影人次达3730.1万，暂居2022年中
国电影票房榜第三名，并收获了淘票票 9.5、
猫眼9.5、微博评分8.9、知乎网友推荐度89%、
豆瓣评分7.3的高分口碑，成了这个暑期档当
之无愧的黑马。

《人生大事》一开篇，色彩浓烈、镜头摇
晃、特写频繁、节奏迅速，一口浓郁的湖北话，
奠定了其粗粝生猛的江湖草莽基调。

故事并不复杂，祖辈都是殡葬师的刑满
释放人员莫三妹，人称三哥。在一次出殡
中，他遇见了武小文，从此被这个小姑娘纠
缠上，甩也甩不掉，离也离不开，这给本就麻
烦缠身的他带来了一系列生活难题。一番
啼笑离合之后，这对特殊“父女”，在朝夕相
处中碰撞出奇妙的情谊，意外地改变了三哥
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

死亡，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见过，每
个人都熟悉，但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许
多人都很难说得清。在电影界，关于死亡的
探讨由来已久，关于这个命题的影片珠玉在
前，比如《入殓师》《镰仓物语》《我们天上见》

《本杰明·巴顿奇事》《遗愿清单》，温暖的温
暖，深沉的深沉，催泪的催泪，要想有所突
破，并不容易。

《人生大事》借鉴了《入殓师》的角度，将
镜头对准“殡葬师”这一“非主流”的神秘职
业，套用了轻喜剧手法，揭秘从业者的苦辣
酸甜，并借助他们的视角，送别一个个生命
上路，展开对于死亡这个宏大又深刻话题的
探索。这个故事，激发人们对活着、对温情、
对陪伴的渴望，反映了关于“生亦何欢，死亦
何苦”的哲学思考。这一尝试是成功的，观
众可以迅速代入，在会心微笑之时，亦体悟
些许沉重，洒一掬感动之泪，可谓悲喜交加，
笑中带泪。

影片中，仗义的三哥、精灵的小文、倔强
的莫老爷子、逗趣的建仁、善良的白雪、可怜
的小文亲妈海菲……一个个角色血肉饱满，
人物弧光鲜明，令人过目不忘。

最出彩的，自然是三哥与小文这对没有
血缘但胜似亲人的“父女俩”。

朱一龙饰演的三哥，与《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里长身玉立的痴情种小公爷相比，
判若两人，把一个人生潦倒却义薄云天的底
层小人物演得惟妙惟肖，妥妥的“剧抛脸”。
外形上，一副“边缘人”的模样，寸头倔强，胡
子拉碴，一身痞气；性格也不讨喜，眼高手低，
一事无成，动不动自称“老子”，江湖气十足。
但他本性善良，嘴硬心软。尤其出场的一系

列镜头，值得玩味：风风火火进门，手挟燃烧
的纸钱点烟，不以为然地跨火盆，满不在乎地
忙活着给逝者穿寿衣……瞬间勾勒出一个对
死亡毫无敬畏的“街溜子”形象。

杨恩又饰演的小文，古灵精怪，乱蓬蓬的
两个冲天发髻，一杆红缨枪不离身，酷似哪
吒。她身世可怜，被家人遗弃，脾气死硬，天
不怕地不怕，认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

小文的外婆去世，是三哥开车送的葬，小

文一根筋，不知“死”为何物，无法理解“外婆
在盒子里”，也不能接受“外婆被烧成烟”，魂
魄不散地追着三哥讨要外婆。这样一对“硬
碰硬”组合走到一起，不啻火星撞地球。

本来小女孩交给一个素昧平生的未婚男
青年照管，在现实生活中绝无可能，但在光影
世界里，这种荒诞有了土壤。影片将三哥塑
造成压在“五指山”造型的沙发下的孙悟空形
象，而小文则是闹海的哪吒，大部分场景中，

他们都保持“哪吒大战孙悟空”的冲突模式，
一个追，一个逃，一个调皮、一个顽劣，冲淡了
观众关于不伦禁忌的担忧。再加上增添了建
仁与白雪婚后收养小文，以及小文亲妈加入

“殡葬团队”的桥段，实现了逻辑与道德的自
洽，令人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得以专注沉浸于
故事之中，相信这对“冤家父女”的顺理成章
和命中注定。

影片中的催泪桥段，也颇具看点——
比如不计前嫌，为情敌装殓。三哥入狱

前有个女友，出来后希望洗心革面，重新生
活。没想到情敌冲出来横刀夺爱，变得一无
所有。不料，情敌遭遇车祸亡故，身体破碎，
惨不忍睹。前女友厚着脸皮，上门求他帮忙
缝补身体，让逝者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三哥本想硬起心肠，终是不忍，求父亲出山完
成装殓。父亲借此机会，将毕生绝学传授于
他。最后，亲人们瞻仰亡者安详的遗容，感激
他们还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儿子”，深深鞠躬。

这一段，不仅预示着这是三哥真正走上
殡葬师职业之路的起点，也不只关乎赎罪与
宽恕，更深远的寓意在于，让更多人了解殡葬
行业，学会尊重“种星星的人”，懂得了思考

“体面离开”的意义。
比如小文走失，又回到“上天堂”店铺门

口。看到小文小小的身影闪现在巷口，三哥
又怒又急，又爱又怜，想打，又舍不得，压抑着
怒火，吼道：“你怎么乱跑？走丢了怎么办？”
小文号啕大哭，流着眼泪，拼尽力气大喊：“我
的爸爸叫莫三妹，我家住在延江市雨花区槐
安路七十三号上天堂，我不会丢。”这是三哥
狠心把她交还给亲妈前，一再教她练习的
话。此言一出，屏幕内外都泪流满面。经过
一番同坎坷、共患难，他们已经成为相依为
命、拆不开、打不散的至爱亲人，小文有了一
个温暖的家，而三哥，也完成了自我救赎。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结尾。父亲临终前，
叮嘱三哥给他安排一场简单、特别又不失体面
的葬礼。他从妹妹手里抢过父亲的骨灰，塞进
烟花筒中，开车狂奔到汉江边，点燃打火机，烧
着了引线——“父亲”化作漫天璀璨的烟花，照
亮了整个江面。这场隆重的告别，寓意深远：
人这一辈子，不过匆匆百年，生不带来，死不带
去，即使曾经短暂地绚烂过、辉煌过，化作一缕
轻烟，也是存在过，也是值得。

当然，《人生大事》并不完美，比如深度
方面不及《入殓师》，故事推动过于依赖巧
合，情节过分密集紧凑，某些角色有“工具
人”之嫌，“大团圆”结局颇为牵强，但总体而
言，仍不失为一部温情动人的用心之作。期
待未来的殡葬题材影片，能出现更具张力、
更有深度的标杆性作品，传达更加健康、豁
达的生死观，引领人们更好地解读“死亡”这
一永恒而深刻的母题。

■ 吴玫

7月5日，上海交响乐团公众号发布了一
条消息，《夏天的快乐回来了！“2022上海夏
季音乐节”7月20日见》。看见标题里那个大
大的感叹号了吗？文章发布者的欣喜，跃然
纸上。

谁是文章的发布者？还用问吗，上海交
响乐团。只是，在看到这个感叹号之前，我还
以为那一场场被迫取消的音乐会，只扰乱了
乐迷的心境。7月6日下午3点半，2022年上
海夏季音乐节开票。我牢牢记住了这个时间
节点，可我在选择哪几场音乐会时只犹豫了
片刻，就有好几场的票已经售罄。还好，肯定
要去现场听的《李伟纲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被我早早收入囊中。

在等待7月23日晚间的这场音乐会的数
天里，我逢人便跟他们唠叨李伟纲其人其
事。他们当中有几人竟然问我李伟纲是谁，
这让我非常生气。不过很快，我就原谅了他
们，没有听过“上海四重奏”室内乐音乐会的，
怎么会知道李伟纲是这支世界顶级弦乐四重
奏组的第一小提琴呢？

我是怎么迷上“上海四重奏”的？
往事已是一团雾，但是，约会般地用大半

年在上海交响乐团演艺厅听完“上海四重奏”
的全套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作品后，又约会般
地用了好几个月在同一个演艺厅里听完他们
演奏的全套勃拉姆斯弦乐四重奏作品，这样
的经历是忘不掉的珍贵记忆，且让我从“上海
四重奏”的一般粉丝进阶到深度迷恋者。是

“上海四重奏”，让我头脑里的贝多芬和勃拉
姆斯两位音乐大师的弦乐四重奏作品，由碎
片变成了如同两栋结构完整的建筑，前者伟
岸后者敦实。这一步对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
意味着什么？好有一比，“红楼隔雨相望冷，
珠箔飘灯独自归”，是好诗，用色彩、体感和因
久久盯视雨帘而产生的幻觉等三种意象，将
诗人的思念写得极易为读诗人感同身受。然
而，总是将这一联诗单独拎出来吟诵，会让人
生出悬浮在半空中的不踏实感。只有将它们
还原到李商隐的整首《春雨》里，这一联诗的
好处，才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无论是贝
多芬还是勃拉姆斯，他们的弦乐四重奏作品，
每一首都有非常优美从而传播得非常广的片
段，假如我们止步于那些悦耳的片段而不去
领略全貌，那么，我们欣赏到的只能是一栋建
筑的飞檐或者窗棂，这种盲人摸象般的体验，
岂不辜负了那些伟大的作曲家？

两次漫长的“约会”以后，凡是“上海四重

奏”在上海公演，我就会选择留在上海就等待
演出开始。

2020年2月23日，他们携手著名大提琴
演奏家王健为上海乐迷奉献一场舒伯特作品
音乐会。这是上海交响乐团2021年～2022
年演出季里的一场最激动人心的音乐会，且
不说“上海四重奏”和王健在世界古典音乐界
的地位已经证实了他们的演奏水准，仅音乐
会安排的曲目就足以叫乐迷们激动不已，舒
伯特《d小调第十四弦乐四重奏，D810（死神
与少女）》和舒伯特《C 大调弦乐五重奏，
D956》，都是古典音乐舞台上常演常新的经
典曲目，“上海四重奏”与王健的合作，会给舒
伯特的这两首名曲涂抹上什么新色彩？

但是，音乐会取消了。
后来，去上海交响乐团听小提琴演奏家

宁峰的独奏音乐会。上半场在两首曲目的片
刻间隙里，我一扭头看见了李伟纲，他来听年
轻同行的现场了。中场休息的铃声刚响过，
我便起身去往休息厅，也许能在那里遇见李
伟纲，我想。果然，他在，像舞台上一样一身
正装，只是，脖子上多了一条围巾。我很想问
问李伟纲，何时能在此地再听到“上海四重
奏”？又一想，该来的总会来的，就没上前打
扰沉默着的演奏家。

果然，意料之外的2022年上海夏季音乐节
翩然而至。更意想不到的是，李伟纲的名字也
出现在了节目单里，只是，这一次不是与三位伙
伴比翼齐飞的四重奏，他要上演一场《李伟纲小
提琴独奏音乐会》。那些夸赞“上海四重奏”的
乐评都纷纷表示，这个四重奏组合之所以能常
年保持高水准的演出效果，与第一小提琴李伟
纲扎实的、稳定的技艺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就
让我们听听一个人的“上海四重奏”吧。

临近音乐节开幕前，上海的疫情又有新
变化。然而，上海交响乐团多么想把“夏天的
快乐又回来了”所渲染的兴奋留在2022年夏
天的上海，几经周折，好几场音乐会依约在音
乐厅照常进行，但《李伟纲小提琴独奏音乐
会》则由现场转为线上直播。

退了票后，不免沮丧。转念一想，也许能
全程近距离地欣赏到艺术家演绎作品时丰富
的表情？于是，等待就变得非常愉快了。

维瓦尔第《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莫扎特
《降B大调第二十六小提琴奏鸣曲》、席曼诺夫
斯基《阿瑞图萨的喷泉》、拉威尔《茨冈》、德彪
西《月光》和勃拉姆斯《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
这就是《李伟纲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节目
单。线上直播开始后，果然如我所料整场音乐
会演奏家就在镜头的“直视”下，又由于没有现
场观众，两首曲目之间也就没有了李伟纲已经
听惯了的热烈掌声，为此，他索性将曲目之间
片刻的休憩都省略了，就这么一首紧接一首地
往前推进音乐会。如此，我们看到，当演奏音
乐会的第一首曲子维瓦尔第的《A大调大提琴
奏鸣曲》时李伟纲的笑容还很轻松，到了最后
一首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
时，疲惫已经掩饰不掉地写在了他的脸上。

即便如此，他还是拿出全部热情将勃拉
姆斯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最深情的一首，演
奏得情深意切。可是，整场音乐会总共6首
作品，李伟纲在年轻钢琴家徐今朝的配合下，
哪一首不是在全情投入？一起在网络分享音
乐会的乐迷们说得好：“从曲目选择，就可以
看出李伟纲给自己出的难题有多大。而他看
似中规中矩的演奏，则充分显示出一个基本
功出色的演奏家对作品的忠诚度。这才是一
场完成度极高的音乐会。”

下半场开始不久，这场线上室内乐音乐
会的收看人数就达到了一万。试想，假如这
场音乐会还在上海交响乐团演艺厅举行，能
在现场聆听的，也就200余位幸运乐迷。一
万，这个数据让李伟纲看到了“上海四重奏”
多年来推广室内乐的成果，愉快之下他加演
了两首曲子，萨拉萨蒂的《安达卢西亚浪漫
曲》和波迪尼的《会跳舞的洋娃娃》。两首风
格迥异却同样动人的作品虽打动了我，可让
我热泪盈眶的，却是艺术家于两首加演曲目
中间的插话。

李伟纲说：希望我们早日在音乐厅见。

线上音乐会，只是一场“预演”萨拉萨蒂
的《安达卢西
亚浪漫曲》和
波迪尼的《会
跳 舞 的洋娃
娃》，这两首风
格迥异却同样
动人的作品虽
打动了我，可
让我热泪盈眶
的，却是艺术
家于两首加演
曲目中间的插
话。他说：“希
望我们早日在
音乐厅见。”

由北京优酷科技有限公司、欢
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
公司出品，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方特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郭虎、任海涛执导，杨紫、成毅联袂
主演的电视剧《沉香如屑》于7月
20日正式播出。

《沉香如屑》的核心是与邪恶势
力宣战、守护天下苍生大义，剧中用
一定的笔墨展现了女性力量与仙侠
风骨。

故事开篇，于四叶菡萏中诞生
的芷昔、颜淡两姐妹，一强一弱，姐
姐芷昔从出生被认定天资较弱，经
历着被比较的生活，但她却极具韧
性，以勤补拙，从而逆袭成为年轻的
妙法阁副掌事，成功实现自我价值；
妹妹颜淡生性向往自由，常以最大
的善意和柔情看待周遭事物，敢于
反抗天界威严——帝君应渊。她重情重义，
罩着幻化为仙的余墨，言谈举止中尽显中国
式“侠女”风骨，这也为日后她与应渊携手拯
救苍生埋下伏笔。

在现代价值观下，《沉香如屑》重塑女性
形象，不同于以往“花瓶”形象，她们以“追
求自我价值”作为内在驱动力，或注重自身
修炼或心怀天下苍生，于角色魅力中彰显中
国式“侠女”风范，绽放独特光芒。 （谢威）

刘醒龙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07月版

《女性的战争》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包括
《翡翠画儿》《汽车不敢撞人》《女性的战争》
《麦芒》《老寨》等篇目。《老寨》讲述了在一
个以驮树为业、没有通电的村子里，驮树人
贤可在夺回为通电而另嫁他人的未婚妻后，
为实现通电而外出学艺的故事。《两河口》
讲述了为守护石堤，老人长乐一直蹲守其旁
阻止众人堤下淘铁砂，然而因贪馋美食不幸
中计离开，石堤最终坍塌的故事……这些故
事或体现了浓烈深沉的亲情、率性自然的爱
情，或揭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或表现了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

光明日报文艺部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06月版

《走近文艺家》讲述了100余位当代著名
文艺家的故事，他们来自文学、书画、工艺、文
物、曲艺、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不同领
域。这些文艺家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
就，留下了大量精品佳作，也在追求德艺双馨
的道路上为文艺界树立了榜样。书中的这些
故事，镌刻着他们的创作足迹，承载着他们的
艺术感悟，沉淀着他们的人生经验，蕴涵着他
们的人生智慧，对于我们看清来路、守住本
心，具有重要意义。 （端木紫）

《女性的战争》

《走近文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