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出玉门》:

■ 吴玫

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赢得盛名的藏
族作家阿来，近年创作的小说有意将环境
保护这一主题融入故事情节与人物塑造
中，“三珍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和
《河上柏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一本本
地细读“三珍三部曲”，感觉身心被阿来笔
下的山水和人物荡涤着，也因此，《寻找香
格里拉》甫一出版就被我收入囊中，打开之
前还非常笃定地认为，这又是一部渗透了
环保理念的作品。

然而，以全世界都知道的“香格里拉”
为书名中关键词的《寻找香格里拉》，环保
退到了背景深处。这本小说，更多地显现
了阿来塑造人物的功力，其中，尤以约瑟
夫·F·洛克这一形象，让《寻找香格里拉》格
外精彩。谁是约瑟夫·F·洛克？这个英国
人的父亲是一个管家，虽能给小洛克提供
优渥的生活，却没法让其成为名正言顺的
贵族。耳濡目染贵族的社会地位、生活环
境和人生格局，小洛克一心想成为名副其
实的贵族。当祖国不能成全他后，约瑟夫·
F·洛克便远渡重洋去了美国。

到了夏威夷，洛克悟到，要想在美国成
名成家，必须加倍努力。孜孜不倦地苦读
和锲而不舍地探究，帮助没有接受过非常
严格的科学训练的洛克修成正果，成为夏
威夷大学的植物学家。

似乎已经心想事成，但野心颇大的约
瑟夫·F·洛克并不满足自己只是夏威夷大
学的植物学家。恰在此时，美国农业部想
要招募一个身体强壮、富有探险精神的研
究人员到中国采集动植物的标本和植物的
种子，洛克的好胜心一下子被激活了，他得
到了这个机会，并于20世纪20年代来到了
中国。

丽江，处于横断山脉的南端，被认为
是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方，来到中国的洛
克择丽江而居，为美国农业部打工。渐渐
地，功利心极强的洛克又不满足现状了，
他给《国家地理》杂志写信，表示可以就地
理考察和探险等内容为杂志撰稿，甚至，
还可以替杂志绘制当地的地图……《寻找
香格里拉》就是以此为切入口展现了一个
世纪前一个英国人在中国青藏高原留下
的足迹。

为电影而撰写的《寻找香格里拉》，总
共107小节，每一小节都被阿来处理得极
有画面感，所以，阅读这本小说时，常给人坐在电影院
里欣赏电影的错觉。但，阿来终究还是一位优秀的小
说家，合上《寻找香格里拉》回味阅读感受，我们会觉
得这本小说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阿来摹写人物的
功力。

当约瑟夫·F·洛克步履不停地行走在青藏高原
时，去东方探险在西方世界正形成一股热潮，斯坦因、
斯文·赫定、伯希和等人的探险故事在网络平台上比
比皆是，所以，要再现洛克当年的行程，似乎不再是必
须埋首故纸堆里爬梳资料的苦活。可阿来却依然故
我地小心求证、大胆想象，从而，他笔下的洛克丰满
得，仿佛故人来。

当木里土司询问洛克，来到他的领地是否就为了
看一眼贡嘎岭的日松贡布雪山时，阿来写道：“‘不是
看一眼，而是去拍摄它，测量它。看看它是不是世界
最高峰……’这个话题似乎有某种魔力，洛克脸上显
现出迷醉的表情。”

当木里土司问洛克为什么要拍摄雪山时，“为了
发现更宽广的世界”，洛克貌似恭敬地回答着，同时心
里却鄙夷道：“我高傲的内心是多么轻视这个肥胖的
王。忧心忡忡的，对自己的手下，对外部世界永远充
满疑惧的王。”

路遇一个被人打伤的过客时，“洛克脸上露出悲
悯的神情，他俯身察看，这个人的腿骨没有伤着，但
肌腱完全被砍断了。他叫人从骡背上取来药箱，帮这
人伤口消毒、包扎的时候，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优
越感十足的家伙，他变了一个人：轻柔的动作，善良
的眼神。”

然而，动作轻柔和延伸温柔的洛克，在中国只会
短暂出现，就像跟随了他一路的厨子所揭示的那样，

“我们这支队伍，本来就没有您看得上的人。我算算
洛克博士看得上的人：泸沽湖的永宁总管，木里土司，
也许还加上一个和才，但您也不会把他们当成真正的
朋友。”

阿来笔下的洛克又多了一个侧面，勤奋、刻苦、自
大、狡诈、敢于冒险……这就是约瑟夫·F·洛克，20世
纪20年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想以探险爆得大名的那
个英国人。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出版的《寻找香
格里拉》近日在徐家汇书院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听
说阿来亲临现场，112个座席的徐家汇书院三楼报
告厅，连台阶上都坐满了读者。现场的情景，阿来看
在眼里心里满是欢愉，所以，关于自己的新书，从创
作构思到创作过程，他如数家珍般地向近200个读者
娓娓道来，听得我们如痴如醉——网购已经如此便
利的当下，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上海书展？因为，书展
的主办方为喜欢阅读的上海市民准备了那么多与作
家面对面的机会。亲身体验过作家与读者以一本书
为媒介，毫无保留地交流写作与阅读的快乐后，我觉
得书展就好比宝藏处处的名山，前来书展参加活动
的作家们好比各显神通的向导，一次次地带领读者
在书展上另辟蹊径地寻找他们认定的“香格里拉”。

■ 钟玲

黑色山茶事件、已逝世
前女友的照片、诡异的皮影
人……

在空旷辽远的荒漠，失
去部分记忆的“沙漠玫瑰”叶
流西与隐姓埋名的“智勇沙
獠”昌东，为打开各自心结，
携手入异空间揭开了钰门关
的神秘面纱——那里，有流
传千年的传说，奇瑰的天象，
流光引路、皮影驼队和埋藏
地下的红花树夜店等奇观，
也有人们想要解开的谜题与
寻找的真相……

第一眼在倪妮、白宇主演的奇幻探险剧
《西出玉门》，见到尾鱼笔下那个瑰丽多彩的
异世界，便由衷感慨了一下，叹为观止！这是
把作者虚构的绚烂画卷刻进人们脑海中的想
象，用真实的画面一笔笔勾描且填满了啊！
曾一度羡慕过尾鱼的脑洞，如今，剧版的《西
出玉门》虚幻与真实交织出各种场景，将小说
文本里出现的那些“符号”一一定格，竟让人
颇有“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管你是沙
眼，还是异兽、奇人，这关内关外的浩瀚天地，
再不是虚无缥缈的！

当一切都被具象化有了实体感，满足了
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欲望，《西出玉门》又
用匪夷所思的故事情节和意想不到的事件发
展，吸引人们跟随影像进入《西出玉门》的世
界，一路探险，一路猎奇。

从一场皮影戏开始的相遇，引出两桩旧
事：十八名探险者的莫名消失，叶流西的凭空
出现……从第一集开始，《西出玉门》就做足
了“悬疑”的功夫，可谓处处有疑问、处处是悬
念。无论是叶流西的身世之谜，还是昌东的
伤心往事，皆充满了诱惑力——仅一人生还

的昔日探险，镶嵌在沙中的红衣女子，以死亡
悬念引发、用探险之旅铺设而成的是一桩跨
越千年的秘闻。

古老的传说，延续至现代，关内的世界也
渐渐浮现出它的面貌。不得不说，即便早在
多年前就读过原著知晓了前因后果，还是会
对《西出玉门》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不仅好奇
它如何用影像去还原书中那些奇闻逸事，还
好奇它如何娓娓道来书中或凄美或隽永的旷
世爱情。

凄美的是昌东与孔央。本不喜欢沙漠的
孔央，随昌东进入沙漠，期待的只是一场求
婚，可惜浪漫故事在风暴下终结，相爱的男
女，被隔绝在钰门关内外，也隔绝了生死。

隽永的是昌东与叶流西。从互不信任
到心有灵犀、可托生死，两个人一起走过的
日子亦是一同寻找自我的路，在死亡仿佛随
时来临的考验下，情感自然而然地生发，他
们的生命亦长出新的枝丫。

截然不同的爱情，一个悲情且深刻，是
深深爱过却迫不得已的告别；一个浪漫且坚
定，是双强男女携手走过荒漠也走过爱情的
奔赴。

当然，缠绵悱恻的爱情并非《西出玉门》
之全部，剧中悬疑氛围的浓郁、情感羁绊的热
烈，也让《西出玉门》整个故事线与世界观的
塑造与诠释更加完整。剧情的节奏从快至
慢，也未失了故事的流畅度，更何况，剧中还
有魅力四射的男女主角。

最吸睛的，当然是美强飒的叶流西。《西
出玉门》真正的命运主宰者——

现代的人，现代的事。以女性为第一主
角的《西出玉门》里，倪妮饰演的叶流西，是脱
离传统教条束缚的、任由生命野蛮生长的霸
气女主，她英姿飒爽、美艳动人，出场即自带
一分蛮横、两分妩媚、三分野性、四分狂傲，且
她的武力值爆棚，出手狠绝，气场强大到总是
一副傲世九重天、你能奈我何的模样。她嚣
张，能动手绝不动口，潇洒不羁；她自立，虽贫
穷却从不人穷志短，豪气万千。她开着一辆
破旧的面包车在苍凉的大漠行走，为养活自
己当小贩、打各种工，从不拘泥于琐事、不依
附于世俗，关外人所遵守的社会规则仿佛在
她这里失序。

性格鲜明、风姿曼妙，尾鱼的笔下人物在
此生花。而《西出玉门》不仅仅是叶流西探险
的秀场，亦记录下了叶流西的成长轨迹。

初识自信、张扬的叶流西，即便唇边常含
笑意，却也难掩骨子里的冷漠无情。但在经
历与昌东一行人的探险之后，她的心开始变

得柔软，开始感知到人与人之间细微的温度
与关怀。她拥有思维的独立、行为的独立与
情感的独立，同时又是多情亦可爱的，她尊重
自己的心，也尊重昌东的过去；她首先爱自
己，再去爱别人。

而她最值得人仰慕的地方，是她有喜欢
就去“撩”的爱之能力，更有“我命由我不由
天”的精神。

在众多奇幻冒险类题材剧中，以男性视
角展开叙事的比比皆是，而《西出玉门》是例
外，像尾鱼的另一部作品《司藤》的女主角一
样，叶流西身怀异能又历经过生死而无所畏
惧，霸道御姐可视为她的标签，立志在异空间

“称王称霸”的她，让人们在一个女性的身上
看到侠义精神与江湖快意。而内敛深沉、智
勇双全的男主角昌东，虽然是探险小队的硬
核“领袖”，在剧中却是协助一身反骨的叶流
西不断“打怪升级”的“僚机”。传统探险故事
里女主角的功能往往是为男性作配，文能智
斗宿敌、武能冲锋陷阵的叶流西，却是自己命
运的主宰者：从最初在关内的底层时对黑暗
势力的反抗，到被构陷后流落关外又重回关
内力挽狂澜，她实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不仅
找回了自我，也成全了自我。

《西出玉门》里，叶流西才是庞大异世界
和整个故事框架的引领者与灵魂画手，我想，
这才是《西出玉门》令人不想释卷的原因，谁
不想看一个浑身充满未解之谜的女子，在荆
棘中收复山河失地？

奇幻元素、悬疑元素、情感元素，共同构
成了《西出玉门》的叙事法则，塑造了一个奇
幻的平行时空，而这个探险故事也让人们同
时体会了悲情、浪漫与惊险、刺激，你不得不
在那些从书中走出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
现代人，所开启的东方志怪色彩的历险记
里，感受思念、悲伤、遗憾等多种不同的情
绪，当然，在这个多重元素融合的类型故事
里，你也会对情感、社会、人性等方面产生更
深刻的思考。

当叶流西与昌东为人们打开了诡异的
关内时空的大门，古老传说与现代幻想在此
融合，人们于此经历了情感与人生的不同体
验——一面是，爱的邂逅，超越时间与空间，
跨越了生命与死亡；一面是，奇炫瑰丽的夜空
下，关内自然景观的辽阔与苍凉，藏着一个女
性强大的精神磁场：我要活，我要摆脱这样的
命运束缚；我要闯，我要强大自己改变命运。

如此清醒的叶流西，是《西出玉门》最美
的风景，她为天马行空的异世界增光添色，亦
为自己写下属于她的奋斗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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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范语晨

9月10日，第39个教师
节到来之际，根据时代楷模、
全国优秀教师张玉滚先进事
迹改编，由中央宣传部电影
剧本规划策划中心策划，教
育部教师工作司、中华全国
总工会、陕西省委宣传部、陕
西省教育厅、陕西省总工会
指导的电影《芳草满天涯》在
京举办教师节献映礼。

电影《芳草满天涯》以
中宣部“时代楷模”、全国师
德标兵、全国优秀教师、全国
岗位学雷锋标兵、央视“感动
中国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中共二十大代表、黑虎
庙小学校长张玉滚同志为
原型，反映了乡村教育守望
者张玉滚扎根深山二十余
载的故事。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
司长翁波在讲话中表示，这
部影片真实反映了乡村教
育工作者扎根深山20多年，
不忘初心、潜心教学、精心育
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具有较
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感染
力。张玉滚老师把个人理
想融入伟大梦想，把个人追

求融入时代洪流，展现了新时代教师敬
业乐教、无私奉献的职业形象。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张阿利在
致辞中表示，电影《芳草满天涯》将读解
的视角回归到人性本身，探讨了个人价
值实现的人生及命运轨迹。在视听语言
方面，镜头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对准了乡
土空间景观，提高了影像的审美格调。

献映礼上，影片主创分享了电影创
作的幕后故事。导演肖齐说，自己在央
视《感动中国》节目中看到张玉滚老师的
先进事迹后，决定要把张老师的故事搬
上银幕。在剧本写出第一稿后，肖齐便
邀请斯琴高娃出演张玉滚的母亲。斯琴
高娃也被张老师的故事打动，决定出演。

据了解，电影出品方传朗影视与中
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已达成合作，该影片
售出的每张电影票将捐赠1元钱，设立专
项公益基金，希望通过电影让更多人关
注山村少年儿童、乡村教师以及乡村教
育的发展，帮助更多山里的孩子走出大
山，学有所成，反哺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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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声》：普通人的异乡生活与奋斗诗篇

看电影影

■ 李相

“我想把普通人的故事写成诗。”在电
影《七声》的首映礼上，编剧、导演韩君倩这
样表达电影的创作初衷。作为我国纪录片
领域一位著名的女导演，韩君倩深耕纪录
片多年之后，厚积薄发，经过数年筹备，精
心打造了一部剧情片电影《七声》。《七声》
根据入围鲁迅文学奖的小说《阿霞》改编，
描写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普通人
生活图景。

韩君倩谈到，当年在读小说《阿霞》时就
被深深击中，并在脑海中不自觉地勾勒着画
面和声音，于是下定决心要把这样一部关乎
社会转型时期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轨迹
的电影拍出来。她这样解释电影的名字：

“‘七声’取自音乐中的7个音符，它代表着普
通劳动者的声音，虽然他们每个人的声音都
很微弱、零落，凝聚在一起，却能发出我们时
代强音。”

影片故事从大学生毛果的视角展开：在
苏州的一家江南饭馆，参加社会实践的他与
20 岁的打工妹阿霞相遇了。影片全景式地
表现了阿霞和她的伙伴们的人生故事。在与
阿霞接触中，大学生毛果与她产生了朦胧的
感情，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几年后已
经是记者的毛果在四川山区调研时意外遇到
了阿霞，此时阿霞已为人妻为人母。影片的
故事令人唏嘘，小人物零落的声响和悲欢离
合，凝聚为大时代的和音。

观看影片后不难发现，“把普通人的故事
写成诗”的创作初衷，的确在《七声》的视听语
言里多维度地展现了出来。

电影中对大时代中打工者漂泊感的刻画
很生动，其中方言使用便是一个亮点元素。
从自己的家乡来到各个大城市中的打工者口
中，有麻辣火爆的四川话、中气十足的河南话
和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体现出每个人的籍贯
和文化属性。这些打工者们用他们家乡的方
言诠释着属于他们的故事，哪怕是吵架都吵
得各有风格。打工群体漂泊在城市与乡村之
间，成为时代变迁的见证。对于进入城市的
乡村人来说，城市是他们无比永远向往却又
很难融入的一个地方，他们永远是一个抱有
梦想的异乡人。主人公阿霞就是这个群体的

一个代表。而普通人在漂泊中的梦想，也体
现着时代前行的愿景。《七声》就是通过这种
给小人物造像的方式，暗合着时代进步的大
主题大情怀。

在不少观众看来，影片中打工人的生活
故事具有疗愈的效果。每一个在大城市打工
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着相似的经历，遇到过相
似的困扰。看完这部电影，他们感同身受，在
感悟人生百态的同时感到人性的温暖，内心
充盈力量和幸福。

作为纪录片创作者，韩君倩导演对于现
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有着深厚而独到的理解。
她之前的《钢琴梦》关注的是在改革开放背景
下普通人为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和挣扎，
以及由此产生的戏剧性人生，在写实风格的
基础上，透着浓郁的生活质感。而后，无论是
纪录片《乡愁》《钢琴梦》《月是故乡明》，还是如
今的《七声》，都一以贯之地关注和描写小人
物的命运，既深情款款，又不以居高临下的姿
态去怜悯同情他们，传达出一种巨大的张力
和穿透力。

《七声》表现出在城市拼搏的打工人群
的生活不易，但又没有为了描写苦难而描写
苦难。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
有着自己的追求和梦想，也都有着社会变迁
与转型中滋长的欲望与迷失。他们是活生
生的人，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故事情节需要的
工具。

电影的叙事与镜头语言也足够现实主
义，故事娓娓道来，不追求强烈的戏剧性，在
宁静悠远的氛围中，在不徐不疾地讲述中，运
用大量的长镜头，带给观众一种既客观自然，
又自由沉浸的体验。

在真切可感的生活画卷中，女性导演对
女性故事的讲述，又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
与女性主义关怀。《七声》带着女性创作者的
悲悯，塑造了女性打工者为家庭和社会投入
的劳动与情感，并以严肃的思考和尊重，突破
了人们对打工妹的诸多刻板形象。

例如，对于女主人公的形象，影片在塑
造时没有太多的理性修饰与审美迎合，而
是用一种做减法的方式尽量保持人物的本
真。影片中的阿霞性格执拗，头脑有些“一
根筋”，在观众看来，她的性格可能有些拧
巴、没那么“讨喜”，但恰恰是这样一个有个
性、有缺点的人物，才是有血有肉、真实动
人的。

《七声》在视听上的另外一大特色，就是它
的“景”和“声”。影片在江南水乡拍摄，故事
的主要发生地是一个临水的餐馆。影片就像
江南水乡的一幅水墨画，给人清新雅致之
感。苏州是中国代表性的古城，而近年来的
经济发展又势头很足，大量的外地移民成为
新苏州人。影片对于打工族的描写，对于景
的恰当运用，在精神内核上准确地捕捉到了
苏州既传统又现代的一面。

影片用评弹来代替画外音，通过专门创
作的评弹演绎剧情。江南音乐与市井之声自
然交汇，有些是艺术化的创作，有些是源自生
活的采样，做到了既写实又写意，将声音的运
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决定主人公命运走向的时刻，评弹就
像是说书人铿锵有力的重音，直击观众心
灵。这种视听综合调度运用产生了极佳的互
动性，将烟雨江南、人生百态共融一体，如余
音绕梁，令观众久久不能忘怀。

在真切可感的生活画卷中，女性导演对女性故事的讲述，令《七声》呈现

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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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成长主导的东方奇幻探险

荧屏亮亮点点

为电影而
撰写的《寻找香
格里拉》，总共
107小节，都被
阿来处理得极
有画面感，以此
展现一个世纪
前一个英国人
在青藏高原留
下的足迹。

在空旷辽远的荒
漠，隐姓埋名的“智勇沙
獠”昌东与失去部分记
忆的“沙漠玫瑰”叶流
西，为打开各自心结，携
手入异空间揭开了钰门
关的神秘面纱——那
里，有流传千年的传说，
有红花树开、流光引路、
皮影驼队的奇观，也有
人们想要解开的谜题与
寻找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