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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对女性意味着什么

音乐剧《守界人》
致敬祖国戍边英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江平
■ 王雪迎

由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打造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音乐剧《守界人》将于今年2月底上演。

音乐剧《守界人》以“七一勋章”“全国道德模范”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魏德友为原型创作，将这
位平凡英雄的事迹通过音乐剧的形式演绎，讲述他与
妻子刘景好50多年的戍边故事，展现了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老兵的崇高精神品质和家国情怀。

日前，在新疆艺术剧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该剧
艺术指导、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陈蔚说，为了更贴近人
物角色，主创团队曾前往魏德友所在的无人区，与魏
德友一起生活工作，深入体验他守边的艰苦经历与精
神世界。

导演伊斯拉木江·瓦力斯介绍，在舞台场景设计
上，《守界人》采用多媒体技术着力打造具有代表性的
故事场景，融合艺术与现实的多元表达，融入大量的新
疆少数民族风情与生活细节，让观众沉浸式代入魏德友
老人作为巡边员所处的时代画面和生活画面。在音乐创
作方面，探索现代音乐剧形式与民族艺术表达的融合，用
动情的咏叹、激昂的合唱呈现出极强的现代音乐风格和
浓郁的民族风情。

国家一级演员、魏德友的扮演者阿不都拉·阿不都热
依木说：“魏德友老人默默无闻地为祖国的戍边事业奉献
了一辈子，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英雄，能够演绎他的故事，
我无比自豪。”

新疆艺术剧院党委书记蔡晓荣认为，《守界人》是
用音乐剧手法展现卫国戍边的作品，既是一部历史的
记录，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更是向在平凡岁月中实现
非凡坚守的祖国戍边人的致敬。

近年来，新疆艺术剧院深度挖掘新疆本地的文化素
材，打造多元文艺精品，助力文化润疆工程的深入开展，
通过音乐剧《守界人》，进一步打造新疆和兵团的文化艺
术界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平台和新机制。

念念不忘，使得不
如意的婚姻，以及足以牵制

她全部精力的一双儿女，都不能
改变朱莉的志向——这才是埃里克·
格拉韦尔想让《全职》代言的心里话，亦
即告诉与朱莉有着同样境遇的女性们，
爱情呀、孩子呀，都是成为一个好女人
的“附加题”，做好自己这一道“正题”，
才是女性的全职。

纪实影像风格，有欢笑有泪水，歌颂平
凡人真善美的电影《拨浪鼓咚咚响》，即将
于2月25日全国公映。

《拨浪鼓咚咚响》由著名编剧芦苇监
制，青年导演白志强执导，讲述的是货车
司机苟仁唯一的儿子因病夭折，满腔悲愤
的他踏上寻仇之路，途中却被一心想找到
在外打工爸爸的熊孩子毛豆大闹货车，二
人“不打不相识”，踏上了一段啼笑皆非的
寻亲之旅。

影片采用“全素人”本色出演，是一部原
汁原味的陕西原生态影片。影片在陕北取
景拍摄，导演白志强是陕北清涧人，主创班
底也都来自陕西，小男孩毛豆一角的扮演者
白泽泽是从陕北县2000多个孩子中海选出
来的，苟仁的饰演者惠王军则是一名出租车
司机。

《拨浪鼓咚咚响》是白志强的首部剧情
长片，在此之前他一直从事纪录片创作，这
一次，他用一种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呈现
两个“特殊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为观众
讲述了一个失去孩子的父亲和一个失去所
有亲人的留守儿童双向救赎、相互治愈的温
情故事。

凭借对社会议题的探讨及人文关怀，电
影《拨浪鼓咚咚响》曾提名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
最佳影片奖，也曾在FIRST青年电影展、北京国际电影
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亮相，并被评为第6届迷影精
神赏“华语新电影十佳”。对于“这是如今难得一见的
聚焦小人物的电影”的说法，白志强导演表示，“有人说
我总喜欢拍一些边缘人物，其实我认为14亿人可能更
接近他们，但他们在大银幕上好像得不到太多的展
现。既然我拥有了电影这样一个媒介，这个‘说话的机
器’，我就应该替他们代言，讲他们的故事。”他呼吁大
家关注和关爱留守儿童及打工族，“这个世界多一分
爱，就会少一分恨，变得更加美好。” （端木紫）

■ 吴玫

巴黎居大不易，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
朱莉只好在远离巴黎的郊外安家。必须
乘坐火车才能进入巴黎城的小镇，房价虽
然比巴黎低了不少，但适合朱莉的工作不
多且收入也根本不够她还房贷和养育两
个孩子——电影《全职》的很多观众因此
埋怨朱莉，学历这么高也如此恋爱脑吗？
明明遇人不淑，还和那个渣男生了两个孩
子。婚离了，两个孩子归了自己，说好的
抚养费却迟迟不见踪影，朱莉呀，陷入这
样的困境，你不是咎由自取吗？

但埃里克·格拉韦尔没有类似我们
这样的惯常思维。他觉得，哪怕朱莉遇
到的那个男人的确不着调，哪怕朱莉因
为不理想的婚姻把自己拽进了生活的泥
淖，那也已经是过去时。他要做的，是在
句号处另起一行，带领观众看看仿佛站
在地底的朱莉，是怎么拼尽全力让自己
重新站到地面的。

2021年公映的法国电影《全职》就
此拉开了帷幕。

我们看见，一头褐发乱糟糟地扎在
脑后的朱莉，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外套，领
口露出的红色围巾看上去与外套是那么
不和谐，不是说巴黎女人是世界上最会
穿搭的吗？可是，再看一眼朱莉背着一
只塞得鼓鼓囊囊的米色挎包疾步飞奔在
巴黎街头，谁还忍心责怪这位由法国著
名新生代演员劳尔·卡拉米扮演的单亲
妈妈，如此不修边幅就出现在了银幕上？

每天早上，出现在巴黎街头的朱莉
已经完成了一场“战斗”。闹钟一响，她
必须瞬间清醒，起床后叫醒随时可能出
现不可预料状况的一双儿女，吆喝他们
吃罢早饭后，再吩咐他们穿好衣服背上
书包出门。将他们送到照看他们的吕希
太太家后，朱莉得赶紧赶到火车站。假
如一切顺利，朱莉将在那里搭上前往巴
黎的火车；假如一切还是正常的，抵达巴
黎的朱莉就能迈着小碎步从容地出现在
她打工的五星级酒店的偏门处打卡，然

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巴黎市中心五星级酒店客房服务员

的工资，能让朱莉勉强支付让两个孩子
健康成长的所有费用和房贷，但是，客房
服务员的工作繁琐又繁重，且不是朱莉
喜欢的。有一次，酒店的一名贵宾退房
离开后不久，领班朱莉就接到手下求助，
说一位贵宾变态地将粪便涂抹在房间的
墙壁上，而豪华套房的下一位客人即刻
就到，怎么办？万分紧急之下，朱莉指挥
手下使用蒸汽清洁机以最快的速度将房
间打扫了干净，结果又如何？因为朱莉
违规使用蒸汽清洁机，她被惩罚了。

相比这样的偶发事件，铁路工人罢
工则更让朱莉手足无措，那个一头乱发
扎在脑后匆匆赶路的朱莉，就是铁路停
运后又是转乘巴士又是一路狂奔后赶到
巴黎的样子，神情中的沮丧，是因为朱莉
这么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对星级酒店
的客房服务员来说，上班时间不能到岗
会让自己丢了饭碗。

电影起名《全职》，缘起于此吧？埃
里克·格拉韦尔想要通过展示朱莉那份
辛苦的全职工作告诉观众，一个已有两
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想要从过往的一步
错棋中挣脱出来，重新得到生活的眷顾，
有多不容易！

然而，看完《全职》我们就会发现，让
这部电影名叫《全职》，埃里克·格拉韦尔
关于“全职”的解释，绝不止于朱莉的那
份五星级酒店客房服务员工作，所以，电
影才会一遍遍地让替朱莉看管两个孩子
的吕希太太一次次地告诉朱莉，两个孩
子实在过于顽皮自己已经看管不了；所
以，电影才会把以朱莉为主角的故事放
在铁路工人罢工的背景下展开。

也就是说，埃里克·格拉韦尔之所以
要将这部电影叫作《全职》，就是要纠正
一个说法，对每一位人到中年的女性而
言，全职，除了意味着承担一份八小时工
作之外，还是一个家庭的管理者和服务
员。而将《全职》中的女主角朱莉设定为
前夫杳无音讯、只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孩

子与生活苦苦缠斗的单身母亲，就是为
了让属于全体中年女性的焦虑，更加尖
锐，从而帮助能感同身受《全职》的观众，
从朱莉的经历中得到些什么。

我们能从朱莉那里得到什么呢？
带着一双儿女，说好的要给抚养费

的前夫神龙见首不见尾，酒店的工作辛
苦之外还常常被上司横挑鼻子竖挑眼，
被房贷追着，被总想撂挑子的吕希太太
逼着……到绝境处，朱莉的工作丢了，载
着两个孩子飞翔的游艺机，“拿”走了朱
莉口袋里最后几个硬币，那时，这个始终
兢兢业业于“全职”的中年女性，有没有
无望过？

无望的朱莉，不是埃里克·格拉韦尔
关注的话题，他要塑造的，是在生活这条
河里趟得再艰难也不言败的朱莉，所以，
还是酒店客房服务员时，朱莉就没停歇
过向自己青睐的公司、职位投送简历。
为了能找到一份能匹配自己所学知识的
工作，她甚至不惧酒店上司的警告偷偷
溜出去面试。朱莉预想中的这一次跳
槽，只是为了增加收入从而能有足够的
实力养育儿女和还房贷吗？

毋宁说，哪怕深陷生活的泥淖，朱莉
也不曾忘记过对自己的期许。念念不
忘，使得不如意的婚姻，以及不如意的婚
姻带来的足以牵制她全部精力的一双儿
女，都不能改变朱莉的志向——这才是
埃里克·格拉韦尔想让《全职》代言的心
里话，亦即告诉与朱莉有着同样境遇的
女性们，爱情呀、孩子呀，都是成为一个
好女人的“附加题”，做好自己这一道“正
题”，才是女性的全职。

如此想来，那个头发蓬乱、衣着随便、
奔走在巴黎街头的朱莉，那个走在巴黎街
头被银行电话追着要房贷的朱莉，那个被
吕希太太一遍遍要求重新找人看管孩子
的朱莉，那个被小镇超市收银员工作拒绝
的朱莉，总是能从颓丧中迅速走出来，是
因为她从来不曾看轻过自己，也不曾放弃
过自己的追求。电影《全职》中的朱莉，完
美地诠释了全职对女性意味着什么。

■ 钟玲

临产了却化身福尔摩斯跑去“捉
奸”，把生活剧演成了悬疑剧；生完孩
子经历涨奶之痛，脑中的幻想却一边
是彗星撞地球，一边是世界大战；计划
严密的孕妇因撞车导致早产，还淡定
地边开电话会议边生孩子……

如此“抓马”的经历，发生在同一
部剧中的三名女性身上，这是 1993
年、2008年、2022年，不同时代的女性
生娃育儿时的状态与境遇的一次“跨
时空”同框。由易军执导，王子文、唐
艺昕、胡杏儿领衔主演的都市女性情
感剧《今生也是第一次》，以轻快的笔
调描摹沉重的话题，呈现了三个不同
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在人生转折的重
要阶段的“各自为战”。

细节为刃，不同时间维度共
诉女性困境

时间跨度20多年，由无数碎片拼
接起来的三个女性的人生曲线，对女
性困境的书写没有一丝懈怠，随着她
们的故事在三个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
的跳跃、切换，各自的窘境也一点点被
释放——

1993年的戴思瑾，要独立抚养孩
子和担起家庭的重任；2008 年的陈
兰青，虽为人母内心却未长大，在妈妈
和婆婆的夹缝中艰难生存；2022年的
路远方，在离婚后才选择生下与前夫
的孩子，面临前夫家人争夺抚养权的
诉讼。

婆媳关系、产后抑郁、生育自由，
生活的重压、婚姻的琐碎、情感关系的
繁杂……《今生也是第一次》里，每个
时代的女性拥有着不同的烦恼，但几
乎每个人的境遇都能戳中当代女性的
生存痛点。尤其，是当女性角色被赋
予新的身份后。从女孩到母亲，这个
成长的特殊时间节点，女性分娩后并
非幸福的开始，而是“灾难”的启幕，当
她们还未成功接受角色的转换时，首
先要面对的却是接踵而来的各种风
暴：有工作压力，也有经济压力；有生
理变化，也有心理变化。

而这种痛感，是切肤的。
三位女性在时代起伏中的个人经

历，在生下孩子后面对的各种艰难，是
对现实社会的投射，她们的焦虑、不
安、彷徨，何尝不是现实中“你”“我”

“她”的焦虑、不安、彷徨？
能被共情，无非是，以不同时空的

同一家医院为纽带，从婚姻和生育的
角度出发的《今生也是第一次》，以细
节为刃，为人们划开了生活的表象，展
现了残酷的真实。那些细节，是戴思
瑾抱着婴儿奔走的身影，是陈兰青在

生产时盘桓在发丝上的汗珠，是潇洒
的路远方对自己的责备“第一次做母
亲，我好像把一切都搞砸了”……生活
的酸甜苦辣，局外人在剧中人的身上
都能有所体会，而看清她们的艰辛，读
懂她们的痛苦，也就明白了女性成为
母亲这件事的实质，那是由无数微小
细节构成的个人生活的剧变。

笑中带泪，成长阵痛映射不
同时代女性的思想迭变

虽然话题凌厉，但《今生也是第一
次》整部剧采用的都是暖色调，笑中带
泪的演绎方式，营造出的是一种轻松
而舒缓的氛围，以至于那些无法名状
的悲伤因此被慢慢地消解，也让人们
从沉浸式共情过渡到对女性困境的理
性思考——

人们心疼戴思瑾的内心强大，理
解陈兰青的束手无策，佩服路远方作
为新时代职场女性的坚定、自由与洒
脱，同时也和她们一样从心底发出对
人生的思考和生命的追索。

戴思瑾，面对不幸婚姻，如何摆脱
束缚自己的枷锁？

陈兰青，经历过失望后，如何继续
与对方携手并进？

路远方，事业与育儿兼顾，如何与
周遭情状达成和解？

从生活的艰辛挣扎，到女性的心
理变化，再到女性的自由抉择，这个故
事精准把握住了这三个不同时代女性
的人生际遇，通过鲜明的对比，引导人
们透过本质去思索，婚姻和生育带给
女性的究竟是什么？育儿的责任只是
女性的专属？女性是否应该为孩子而

妥协选择抛弃自我？
这些追问，在剧中均有所体现。
虽然，《今生也是第一次》大部分

剧情都是在曾经的医院与如今的月子
中心，围绕着新手妈妈的生活展开，但
成长阵痛这个小小的切口，却从不同
代际女性的生命体验，映射出不同时
代平凡女性的命运沉浮，以及女性的
事业、爱情、婚姻关系随着时代的更迭
而产生的衍化。时代在发展，女性的
思想观念也在不断进步，生育之痛也
好，婚姻之痛也罢，她们面对困境时进
行的反击，折射的是女性个体的觉醒
和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思维和处事方
式的更新与进阶。

“不怕破碎，不畏羁绊、不被定
义”，《今生也是第一次》海报上的宣
言，是对这三位女性人生态度的总结，
对自我的突破，对自我的洞悉，对自我
的接纳，她们以“丰满”的血肉之躯，为
人们呈现了时代女性不活在别人制定
的标准里而拥有的无限可能。

励志的戴思瑾，是传统女性崛起
的典范；孩子气的陈兰青，是“80 后”

“90 后”这两代女性的人生实况代言
人；张扬的路远方，是具有先锋气质
的新女性。三代女性的思想原点，见
证了女性思想观念的时代更迭，她们
各自的人生也有各自的成长蜕变，从
隐忍到自强，从崩溃到自愈，从果敢
到温和……

她们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在彰
显女性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现实中
的女性廓清迷雾、指引方向：鼓励陷入
绝境婚姻的女性，不破不立；鼓励在复
杂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与丈夫互相包
容理解；鼓励处在非婚关系中的单亲
妈妈，遵从内心自由抉择此后人生。

虽是“调侃”的语气，却是重磅之
言。尤为难得的，是《今生也是第一
次》歌颂女性“母职”背后的不易与伟
大，亦从男性的角度出发，坦陈男性
在生活中的举步维艰，诸如，在女性
生育时，其伴侣也会有产后抑郁的症
状；在母亲、妻子、丈母娘中间周旋的

“夹板男”，也有自己的辛酸；完美兼
顾事业与家庭之于男性，同样是一个
艰难的命题。

没有无限放大情绪，没有深化性
别对立，《今生也是第一次》立足社会
现实、聚焦热点话题、注重生活细节，
描摹了女性关于生育的创伤记忆，也
在女性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的成长奋
斗中，表达了女性应有的生活态度，
呈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独立女性
的精神风貌。

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言犹在耳，“我
的女儿，我不能让她可怜，但我首先得
活出自己的命！”戴思瑾如是说。

荧屏亮亮点点
从生活的艰辛挣扎，到女性的心理变化，再到女性的自由抉择，这个故事精准把握住了这三个不同时代女性的人生际

遇，通过鲜明的对比，引导人们透过本质去思索，婚姻和生育带给女性的究竟是什么？

资讯讯

《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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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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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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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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