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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有她》：她们镜头下的“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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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而立，就坐稳了世界顶级乐团的首席

本版邮箱：fnbwenhua@126.com

看电影影

女性本身独立自强，一心一意搞事业，
男人、爱情、婚姻，不是她们生活的全部。
《东八区的先生们》的迷之自信，与女性主
体性高扬的时代背景相比，完全落伍了。

■ 吴玫

年初，梅第扬将要出任柏林爱乐乐团中提琴
首席的消息传来，激动了一大批乐迷。为何？
借用一名资深乐评人的话：“很长一段时间里，

‘独奏家’的水平越来越参差不齐，反倒是顶尖
乐队的首席，往往是品质更可靠的独奏家。”，也
就是说，梅第扬，这位出生在长沙、5岁开始练习
小提琴的中提琴演奏家，以一纸柏林爱乐乐团
中提琴首席的聘书，证明自己已是世界中提琴
演奏家中的翘楚。举家搬迁到柏林的路途中，
梅第扬是否会想起9岁那年报考中央音乐学院
附小时做出转投中提琴演奏决定的过程中有过
的犹豫？

那以后，梅第扬边学习边参加各类国际音乐
大赛中提琴比赛。获奖无数以后他成功加盟德
国慕尼黑爱乐乐团，不久以后被聘为终身中提琴
首席。梅第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他非常喜

欢慕尼黑的阳光，既然如此，又何
必搬迁到在他记忆中总是阴冷的
柏林呢？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一
员，大概是所有音乐人的梦想，也
就是说，被柏林爱乐选中的弦外之
音，就是该演奏家已步入世界一流
的行列。那么，此说是否可靠？且
听梅第扬回忆得到这一职位前经
历过的4场考试：以挑剔著称的柏
林爱乐乐团，在挑选演奏家时规定
他们必须经过数轮严苛的演奏考
试。数轮是几轮？得看乐团成员
投票表决的结果。是的，决定谁能
成为乐团新成员的，不是管理层，
而是乐团成员，手握决定权的人一
多，难免会众说纷纭，但梅第扬以
其过硬的技术、饱满的情绪和到位
的表现力，在4轮考试之后就得到
了中提琴首席的职位，而在这之
前，这一位置已经空缺两年之久。

由此可见，闯过四重关卡坐上
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宝座的梅第
扬，其演奏水平一定十分了得。我
又错过了他于2021年8月24日在

上海大剧院举办的独奏音乐会，时隔一年梅第扬
再来上海移步上海交响乐团与乐迷们面对面，我
说什么也不想再与之擦肩而过。

其实，此番梅第扬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音
乐会，不止9月6日晚上的一场《梅第扬中提琴独
奏音乐会》，前一天，他还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
监余隆的指挥下，与乐队合作了一场大型音乐
会，他演奏的曲目是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大提琴
协奏曲。

对中提琴情有独钟的梅第扬，议论起弦乐中
的三大主角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时曾以弦乐
四重奏的乐器配置发表过这样一段妙论：“如果
把四重奏比喻成手臂，第一小提琴更像皮肤，大
提琴是骨头，中提琴是血液，第二小提琴是经
络。血液会让一个东西活起来，没有血液就比较
死，好的中提琴可以让声音变得更加立体。”

梅第扬所言，一定是事实，但是在相当一部
分乐迷的心里，中提琴终归是被小提琴和大提琴

“包夹”起来的“中间层”，就连作曲家们，也鲜少
为中提琴作曲，梅第扬要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一
首中提琴协奏曲，不也只好选择由莱昂内尔·特
蒂斯改编的中提琴版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吗？
埃尔加写作这首大提琴协奏曲的时候，世界正处
在激烈的震荡中，这样的情形当然会在敏感的作
曲家心里产生波动，所以，这首杰作凝结着埃尔
加的浩渺心事。作品完成后几乎蒙尘了半个世
纪，直到英国大提琴演奏家杜普雷横空出世并全
情投入地演奏了该首作品，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
曲才成为古典音乐曲目单上的大名曲，让人容不
得由其他乐器担纲主奏。

我的抱残守缺让我再一次错过了一场精彩
的音乐会，前去现场的同好这样反馈梅第扬的表
现：“如果说大提琴版是‘天鹅之歌’的凄美，那么
中提琴版更多的是理性与坚韧。我们都知道中
提琴比小提琴和大提琴更加难以驾驭，而表现力
又非最佳，以中提琴替代大提琴担当协奏曲独奏
已令人望而却步，而梅第扬却非常清晰地呈现了
这首高复杂度作品，带来不亚于大提琴的表现
力。”

读着此段议论我沮丧了许久，但也让我带上
了加倍的兴奋去聆听9月6日晚的《梅第扬中提
琴独奏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的钢琴伴奏是青年钢琴演奏家、
上海音乐学院教师黄秋宁。宁峰的全套贝多芬
小提琴奏鸣曲音乐会的钢琴伴奏就是黄秋宁，所
以我知道这是一位表现力非常强的钢琴演奏
家。这一次担任梅第扬中提琴独奏音乐会的钢
琴伴奏，黄秋宁如从前一样很好地烘托了梅第
扬，两位演奏家非常和谐地完成了音乐会的四首
作品：肖斯塔科维奇的《牛虻组曲》、勃拉姆斯的
《降E大调中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英国作曲家加
思·诺克斯的《一个人的四重奏》和英国作曲家约
克·鲍恩的《c小调第一中提琴奏鸣曲》。

如果没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牛虻组曲》和勃
拉姆斯的《降E大调中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我还
会如此期待这场音乐会吗？答案是不确定。没
错，演出开始前，我对音乐会上半场的两首曲目
更有好感，但在演出结束后，如若可以，我最想听
到的返场曲目一定是约克·鲍恩的《c小调中提琴
与钢琴奏鸣曲》。

谁是约克·鲍恩？搜索以后得到的回答寥寥
几条，说明他是一位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英国作曲
家。古典音乐乐迷中大概无人不知俄罗斯作曲
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吧？约克·鲍恩被他的
同胞自豪地称为英国的拉赫玛尼诺夫，约克·鲍
恩作品的风格可见一斑。事实上，这位集钢琴演
奏家、中提琴演奏家、圆号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
于一身的艺术家，其作品保持了浪漫主义乐派的
风格外，还有着强烈的英伦风格，这首时长达30
分钟的《c小调中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共分三个
乐章——当古典音乐进入到打算抛弃传统寻求
更新的表达方式时，保守的约克·鲍恩却循规蹈
矩地用自己最熟悉也最喜欢的乐器中提琴倾诉
自己的万千感慨。

约克·鲍恩将《c小调中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写在五线谱上后，乐迷想要听到作曲家的心声，
必须经由演奏家对乐谱的解读和诠释。一位全
然陌生的作曲家的作品，听过一遍后就让我念念
不忘，当然是因为梅第扬的解读和诠释深得我
心。其实，9月6日晚上音乐会进行中的一个多
小时内，梅第扬的表现始终在线，他用他对手上
乐器极强的控制力告诉我们，柏林爱乐乐团为何
会将中提琴首席的职位放心地交给他，1994年
出生的他还不到而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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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长安

中秋档电影中最受瞩目的一部，是主打
“女性”牌的《世间有她》。

影片由三个独立的短章构成，讲述了新
冠肺炎疫情阴霾之下，当婆媳、情侣、夫妻等
关系开始出现裂纹，每一个“她”在困境中找
寻爱与希望的治愈故事，体现了寻常百姓对
生命不寻常的坚守和执着。

影片的制作班底超豪华，集合了李少
红、陈冲、张艾嘉这三位华语一流女导演，周
迅、郑秀文、易烊千玺、许娣、冯德伦等演技
派。可以说，随便拉出哪一个名字，都资深，
都熠熠生辉。

名导演，大卡司，疫情题材，女性视角，
温情向，怎么看都应该是炸裂组合，但豆瓣
开分并不理想，仅有5.5分。其中，给三星的
人数最多，占到了35%。说到底，还是吃了
时机的亏。

《世间有她》开机于两年前，如果当时紧
锣密鼓拍完上映，很可能会抢得先机。但眼
下抗疫进行到第三年，围绕相关题材的挖掘
已经足够广、足够深、足够多，各个角度都呈
现得差不多了，观众甚至有点“脱敏”，口味
变得刁钻，若不是特别有冲击力的故事，很
难俘获他们的心。

撇开这些“身外事”不谈，回到影片本
身，《世间有她》确实值得一看。因为它为观
照疫情之下的芸芸众生提供了一个不可或
缺的视角，它的镜头掠过人群，停驻在女性
身上，审视她们在儿媳、妻子、女儿、母亲、女
友等身份之下的困扰与挣扎，没有粉饰，不
加滤镜，“原相机直出”。它看见了她们，这
就弥足珍贵。

拼盘电影由多人执导，一人一个风格，
往往容易产生割裂感，但也恰好成为功力的

“比拼”。《世间有她》也不例外。同一主题的
命题作文，李少红、陈冲、张艾嘉各自交出怎
样的答卷呢？

李少红的第一章，聚焦的是婆媳关系、
女性价值，故事中规中矩，稍显传统。

坐标位于疫情风暴眼中的武汉，时间是
封城之后，背景是一切停摆。一对相互看不
顺眼的婆媳都受了感染，被困在同一屋檐
下，24小时相处，能依靠的只有彼此。周迅
饰演的新思想儿媳沈玥，许娣饰演的旧观念
婆婆李菊，一个注重自我，另一个只为儿孙
而活。生活理念的迥异，价值观的分歧，家
庭立场的不同，让关系的弦绷得更紧，随时
都会断掉。

万万没想到，新与旧的冲突，自我与牺
牲的碰撞，两个女人的人生价值“论战”，竟
然安排在这样的一刻破冰——父母担心沈
玥，来电询问近况，她隐瞒病情，假装一切都
好。婆婆盯着沈玥抱病做好的蛋炒饭，态度
猛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瞬间开悟了：沈玥

是自己的儿媳，可她也是别人家的宝贝女儿
啊！她一边大哭，一边就着泪水咽下这碗爱
心蛋炒饭，突然就跟儿媳和解了。

日积月累的矛盾，旁听了几句家常话，
顺顺当当就化干戈为玉帛了？横亘在心里
的疙瘩，吃口饭的工夫，一下子就自动解开
了？这也太过容易，太过轻飘了吧？虽然
李少红这样解释创作初衷，“突如其来的疫
情让我们全部回归了家庭，也更加珍惜彼
此的存在，亲情可能是克服任何困难最关
键的力量之一”，但这个故事还是过于虎头
蛇尾了。

陈冲接棒的第二章，则有巧思得多。
易烊千玺饰演的李昭华，黄米依饰演的

周晓璐，是一对相爱的恋人，武汉这座城市
里，有他们共同的小窝。突如其来的疫情，
把他们分隔两地，直到阴阳两隔——李昭华
受感染，不幸离世。

陈冲曾阐述自己的思考，“我觉得短片
更像诗歌，而不是小说。诗歌里的人与事，
只有寥寥几笔，但诗情画意引人入胜，令人
遐想连篇”。她做到了。她创作的这部分，
呈现出细腻、感性、空灵、跳脱的质感，不像
故事，更像诗歌。

李昭华和周晓璐的爱情，并不是平铺直
叙地一路讲下来，大多数桥段都由一个个视
频电话连缀而成，在彼此的一句句关心、一
回回打气、一次次回忆中，慢慢地拼出了整

个故事。
两个人的视角里，自己的世界是黑白

的，手机里的对方却是彩色的，是因为爱恋
让你明艳，思念令我苍白。

手机的道具设定也颇有深意：有时候，屏
幕是一张车票，我在起点，你在终点；有时候，
屏幕是一张床，我在这边，你在那边；后来呵，
屏幕是一道奈何桥，我在这头，你在那头。

音乐也可圈可点：陈冲特意邀请了日本
配乐大师梅林茂来配乐，没有过多的渲染，曲
调始终克制地流淌在舒缓的河床上，反而让
最后一幕的释放——周晓璐在留下无数甜蜜
回忆的小屋里失声痛哭，更加催人断肠。

陈冲说，她想要表达一个最古老的主
题：爱与失去，“这是我对生命的一首赞歌，
希望能感受到我作为女性电影人表达的这
份对生命的思考和激情。”这一章节的最后
呈现表明，她的愿望成真了。

张艾嘉负责收尾，确实收得不错。
郑秀文饰演的妻子梁静思和冯德伦饰

演的丈夫何达仁的章节，很像一部港版的、
微缩的《婚姻故事》。

这对夫妇面临的，是典型的性别困境。
他们相爱多年，育有一儿一女，由菲佣照
顾。尽管两个人同为记者，可梁静思为家庭
的付出和牺牲远多于丈夫。当初丈夫曾承
诺让她婚后继续工作，继续追逐自己的新闻
理想，到头来却嘲笑她的梦想，要她回家当
全职太太，还振振有词，认为自己赚得多，就
可以少承担家庭责任，对孩子不闻不问。两
个人对彼此有太多的不满，这段婚姻已走到
了崩溃的悬崖边。

这也是许多女性共同的痛点，很容易引
发共情。

郑秀文的演技堪称惊艳，突然爆发的那
一场大吵，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一刻梁静思强
烈的情绪点：压抑、愤懑、委屈、脆弱、不甘、
心痛、无奈……

或许受制于篇幅，或许受制于题材，最后
的和解也不免落入俗套——一场戴着口罩冲
破疫情封锁的非常婚礼，一对决定永远相守
的新人，触动了同在现场采访的梁静思和何
达仁，钩沉起他们对昔日大婚的美好回忆
……两个人相视一笑，暗寓他们放过了彼此，
也放过了自己，婚姻从悬崖边上被拉了回来。

张艾嘉曾说，要展现疫情之下，家庭与
事业更加难以平衡的“这类困境所带给女性
的内心变化”，其实只展现了“困境”，并没有
展现“变化”，这不失为一种遗憾。

虽然有亮点，也有不足，但不管怎么
说，《世间有她》发出了女性的声音，呈现出
关于性别、家庭、职业的种种思考，这就已
经是一种突破。期待未来如总制片人董文
洁所言，将《世间有她》打造成一个女性题
材的 IP，成为女性影视人绽放才情的创作
平台。

影片为观照疫情之下的芸芸众生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它的镜头掠过人群，停驻在女性身上，

审视她们在儿媳、妻子、女儿、母亲、女友等身份之下的困扰与挣扎，没有粉饰，不加滤镜，“原相机直出”。

文化观观澜澜

■ 雪林

《东八区的先生们》“火”了，是被骂
“火”的。“火”上了热搜，“火”上了“油腻
大赏榜”，“火”到了豆瓣评分排名倒数
第一——2.1分。

这部出圈的土味霸道总裁剧，由张
翰自编自导自演，号称“十年打磨的诚
意之作”，竟然还上了星。

舆论密集的炮火攻击重点在于《东
八区的先生们》的四宗罪。

头一宗，物化女性：品头论足，把女
性当成“战利品”；强调只要有钱有颜，
女性就会投怀送抱，泳池Party上搭讪
塞房卡；成功女性被称为“女魔头”，被
质疑是靠出卖色相上位；宣扬女性拜
金、贪图享乐，买个包都得靠男人送；贬
低女性的职业能力，认为她们只会谈情
说爱，上不了台面；污名化生理期，称女
性为“流血不止的生物”……

从人设到剧情，从价值观到性别
观，无不散发着陈腐、落伍、偏见、歧视，
让人很难相信，这是 2022 年的剧集！
清宫戏都已经不这么写了！

第二宗，油腻到爆：“这，是男人该
干的事。”“我童语只要还活着，就一定
不会输。”“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喝红
茶。”“你很能吃辣吗？身材这么火辣！”

每一集四位中年男同学都要聚会
喝酒踢球，吹一吹男人的情怀。“伤痛文
学式”的油腻台词，尬穿地心的土味情
话，馊味十足的心灵鸡汤，全都出自“帅
且太过自知”的男主角们之口，再加上
随时直升机炫富式摆酷的“霸总范儿”，
就问你怕不怕？还有“青春无敌”的闪
回画面——四个穿透视装的中年男人
在操场上冒雨奔跑。

第三宗，色情擦边：和外国女子住
酒店，叫“为国争光”；关于女性胖瘦的
评论，超级下流；男主角误入女主角房
间，共处一夜，第二天醒来，第一眼就目
测出对方的身高、体重、三围；男主角在
办公室抱住女主角，竟然伸出“咸猪手”
触摸敏感部位。

最出圈的一个片段，就是女主角不
小心摔倒，男主角伸手去扶，居然抓住
她的内衣带子用力往下拽，而且还是华
丽的360度旋转、无死角拍摄！这就是
明晃晃的性骚扰，主创方怎么做到“不
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还浮夸地赞美，
这脑回路之清奇令人咋舌。

第四宗，处处悬浮：人工智能研发精英童语，所
谓的专业大神，只能靠甩出一堆术语来表演“科研”；
历史系副教授郭崇，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本以为研
究的会是什么高深课题，却只关注“古代的男女关
系”；五星级大饭店助理厨师李杰森，煎炒烹炸样样
不精，就靠抓个小偷，被“一见钟情”；奢侈品专柜柜
哥向小飞，销售话术烂得要命，还出言怼客户，这样
也能卖出商品，还被亿万富姐跪求闪婚？

多可笑！女性不买“傻白甜丫头”的账N年了，
霸道总裁剧早已日薄西山，现在流行的是闪闪发光
的姐姐。女性本身独立自强，一心一意搞事业，男
人、爱情、婚姻，不是她们生活的全部。《东八区的先
生们》的迷之自信，与女性主体性高扬的时代背景相
比，完全落伍了。看看隔壁《二十不惑2》剧组，那四
个专注工作、努力打拼的姑娘才是女孩们追崇的样
板。上一秒失恋，下一秒面对镜头微笑直播，“什么
也不能阻挡我的追梦脚步”，要多酷有多酷！

《东八区的先生们》该好好反省了，冒犯女性不
是“幽默”，油腻举止不是“帅”，意淫不是“品评”，色
情不是“撩”，悬浮不是“高大上”。要赢得观众，价值
观要跟上时代，得付出实实在在的诚意，否则，只能
供人挞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