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 钟玲 编辑 范语晨 美编 李瑞琪 责校 尹燕琴 2024年7月10日 星期三 看点 文化周刊CHINA WOMEN’S NEWS 5

★★★ ★ ★ ★ ★ ★ ★ ★ ★ ★★ ★ ★ ★ ★ ★

文化观观澜澜

本版邮箱：fnbwenhua@126.com

《欢迎来到我身边》:

爱情里的相处法则更有共鸣

■ 钟玲

近几年的大银幕，似乎已经好久没
有一部国产爱情电影可以令人印象深
刻了。于我而言，记得牢固一些的还是
6年前由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超时空
同居》，那部影片中的喜剧元素占据大
半，所有的惊喜都来自穿越时空的设定
和因此引发的主人公啼笑皆非的经
历。无独有偶，7月5日公映的由于适、
王影璐领衔主演的《欢迎来到我身边》，
也是凭借喜剧元素与男主人公的“缺
陷”导致的荒诞人生，吸引了我这个非
主演的粉丝走进影院。

爱情故事的起因，是男主人公陈小
舟失恋后遭遇意外，只要在自己的视觉
范围内看到黄色，他身边的一切就会“突
变”——所见之人皆变身“嘎嘎”叫的黄
色橡皮鸭，而他既无法听清任何话语，也
无法给予回应。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
大的阻碍，受此困扰的他直到女孩冯佳
楠出现，才找到了治愈自己的“药”……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部平平无奇的爱
情电影，无非是从浪漫的相遇开始，通过
朝夕相处，从而因为爱情完成一个女孩
对一个男孩的救赎、治愈。但实际上，影
片不仅有出乎意料的反转，还杂糅了很
多类型元素，奇幻、喜剧、悬疑……以此
充实这个都市男女的现代爱情故事。

在过往的国产电影中，奇幻爱情喜
剧有很多，有男主角穿越时空的，如前文

提到的《超时空同居》；有男主角拥有
“特异功能”的，如刘德华与巩俐主演的
《我知女人心》；有男主角突遭奇遇的，
如徐峥主演的《爱情呼叫转移》……不
胜枚举。而《欢迎来到我身边》，陈小舟
的设定是因为戒烟被电击而致出现幻
觉，和那些拥有“特异功能”的男主角们
比起来，小舟实惨！因为幻觉影响到了
他的日常生活，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误入

“小黄鸭”的世界，让他状况频出，无法
自如的工作、生存。本就是一个平凡的
打工人，还突患此病，真的是让人无奈
又觉得好笑。

因为陈小舟的幻觉，《欢迎来到我身
边》的前半场，就是一个笑点十足的喜剧，
且没有用“陈年旧梗”。影片中的陈小舟
尽管日防夜防，还是不经意间就陷入被

“小黄鸭”控制的绝境——去超市购物正
结账时，会被工作人员突然扔出来的黄色
包装的酸奶“暴击”而不知所措；与冯佳楠
吃宵夜，以为自己已痊愈的陈小舟在她远
离自己的瞬间，因为玉米而再次进入“小
黄鸭”的海洋，无法回应老板的询问……
总之，幻觉一出，笑点频飞。

虽然影片伊始，就是喜剧元素充斥
各种情节，但陈小舟偶然进入冯佳楠的
世界，与之一起工作，只要和她在一起
就不再出现幻觉，还是悬疑感重重。陈
小舟好友为何会拜托她帮忙？冯佳楠
每次面对陈小舟时的状态，甚至她的每
一个眼神都写满了故事，令人想要探
究，她到底在面对陈小舟时是何种心
境？她是否真的爱上了陈小舟？因此，
带着这些疑问，观者如我才能沉浸在剧
情中。

陈小舟幻觉里的“小黄鸭”固然可
爱，他因此遭遇的各种窘境也着实有趣，
但影片的点睛之笔，私以为仍是令人猝
不及防的反转——简单、诙谐，若不是影
片下半场，两个人的故事出现转折，这部
电影仿佛真的仅仅是一部轻松、愉快的

“罕见病患者”的恋爱奇书，不过就是，俊

男靓女偶然相遇后“你有病，我有药”的
治愈之旅。但在你以为二人将要展开恋
情的时候，画风却急转至冯佳楠为陈小
舟能够恢复健康，选择不再被他依赖而
转身离开。待故事继续渐进，真相才像
洋葱一样被剥开——

原来，冯佳楠与陈小舟的相遇，并非
一见钟情。他们曾经就是一对相爱的情
侣，只不过因琐事分手，而遭遇失恋创伤
的陈小舟在出现幻觉的同时，也失去了
对那段爱情的记忆。

所有的疑问，都有了答案。
相遇、相爱、分离、重逢……这是男

女主角的整个故事线，但影片没有选择
顺序叙事，而是在分离以后男主角的治
愈过程中埋下各种伏笔，再从他恢复的
记忆里揭开故事的前因，这样的反转是
不落俗套的惊喜，曾经的设想皆被打破:
以为是喜剧到底，结果是由喜入悲再转
大团圆结局；以为是一场新恋情的萌芽
生长到双向奔赴，结果是前缘再续的旧
爱重逢到重归于好。

在多种元素共同叙事之外，影片在
爱情的主题中也加入了现实主义色彩，
回忆里陈小舟与冯佳楠从相爱到分手
的过程，是对现实中情侣的亲密关系与
相处法则的投射——

世人总说，人类的悲欢并不能相通，
但人们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却又总是
相似的，所以，观众才会跟随戏中人的情
绪，哪怕经历不同，也会共情，去体味一
种或相似或完全不同的人生。在《欢迎
来到我身边》中，于琐碎日常里蕴含着的
点滴滋味，包括甜蜜美好的“人生若只如
初见”，也包括了“相爱容易相处难”这样
的悲剧性离散。

平凡人的爱情，并不全是“王子与公
主”的童话，不是只有美好的一面，总是夹
杂着酸甜苦辣的味道。像影片中的主人
公，甜蜜的时刻，有——在冯佳楠失意时，
陈小舟的鼓励、包容，让她忘却烦恼、重燃
信心；痛苦的时刻，也有——当两个人生

活在一起时，生活理念与生活习惯的不
同，让他们不断产生矛盾、摩擦，以至于一
件微小的事最终成为分手的导火索。

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但影片中
的他们，曾经的分手不真实吗？尘世中，
有多少相爱的男女只是因为生活里鸡毛
蒜皮的小事，便互相地消耗彼此，最后像
他们一样变成了怨侣。大多数人的爱情，
一旦进入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再浓烈也
会逐渐归于平淡，情绪爆发的时刻，已然
忘却相爱之初的相看两不厌，而演化成互
相抱怨、互相伤害，最后各奔天涯。

相比爱意绵绵，让人更有共鸣的，或
许正是这一刻的无奈与遗憾吧。

奇幻的设定看似天马行空，生活细
节却又很贴合实际，兼具梦幻感和现实
感的《欢迎来到我身边》，就像一支轻启
轻收、浅吟低唱的民谣，歌咏的只是一
曲普通人平凡的爱情旋律，而摒弃了凄
美的“造梦”，落下的音符里许久之后仍
有余味：和那些山盟海誓终成空的古典
爱情悲剧比起来，影片没有如尝世间一
切悲苦的生离死别；和强行撒“工业糖
精”的甜宠爱情片比起来，也没有情人
之间的缠绵悱恻、耳鬓厮磨的浓情蜜
意。其拥有的只是红尘儿女的一切如
常，如常的爱意入眼、如常的一别两宽、
如常的“曾经沧海，心中依然是你”。

当然，对于一部不拘于传统套路
的爱情影片来说，《欢迎来到我身边》
亦有些许瑕疵，但这不妨碍，影片在一
个爱情故事里注入对社会的观察、对
人性的观察、对生活的观察。而“始于
爱情，终于相处”的亲密关系，纵然已
被搬上银幕多年，但现代情侣的相处
哲学依然值得探索——影片恰恰透过
浪漫主义的底色构建爱情叙事，呈现
了对都市男女情感状态、相处之道的
自我表达。

生活中依然处处蕴藏着爱、美好与
希望，是我在这个此夕重逢的故事里，感
受到的深邃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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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林

按下暂停键4年之后，老牌音乐竞技节目《歌手》的回
归，与2024年初夏的燥热一同到来。

此时，《百分百歌手》《舞台2023》《来看我们的演唱
会》《声生不息》《乐队的夏天》《我想和你唱2024》《天赐的
声音5》《乘风2024》《新说唱2024》等新老节目争相炫技，
逐鹿细分市场，各分一杯羹，逐渐围拢起固定的拥趸和粉
丝圈，赛道已然一片红海。不少人心中缓缓浮现一个疑
问：老将出马，还好使吗？

多年来，背靠知名厂牌，立下不俗口碑，积攒超高人气，
《歌手》这块招牌含金量不低。此次回归，可以预料必然动
静不小，但这般烈火烹油的N响连环炮，还是让人有些意
外。就连制片人自己，都感叹“难以复制”“可遇而不可求”。

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从提前预热，到进入倒计时，
大幕层层拉开，兵不血刃的注意力争夺战就打响了——官
宣回归，开启大众听审团招募通道，6款芒系音综打call、
五一期间《歌手·青春歌会》连播5天，发起揭榜活动，公布
直播形式……一整套宣发组合拳打下来，“知识正在以病
毒传播的方式侵入脑子”，就算不怎么关注，也很难不知道

“2013年最火的《歌手》回来了”。
光有声势远远不够，精准踩中舆论的痛点、爆点，才能

爆发出千万当量的热度。
去年以来，久违的演唱会、音乐节市场迎来一轮井喷，

歌手们不在演唱会上，就在去演唱会的路上，“同一天，三
地同时开唱”已成基本操作。与此同时，音乐圈“真唱假
唱”的话题轰轰烈烈，牵涉甚广，原先只有专业人士才懂的

“全开麦”“半开麦”“垫音”“修音”等名词得以普及，几度引
发“关于真唱标准”的热议。遗憾的是，争论声量不小，却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这波泼天的话题红利，让《歌手2024》稳稳接住
了。场场直播，全开麦、零修音、一条过，真唱真演真感受，
主打一个“真字牌”。这个“勇敢者的游戏”，敢接招者寥
寥，制片人洪啸曾直言，当时“很多歌手婉拒了我们”。大
众不由得有些担心，能搞起来吗？

随着首发名单公布，与此前传出的“货不对版”，被戏
称为“消费降级”。5月10日晚，那英、杨丞琳、汪苏泷、海
来阿木、二手玫瑰、凡希亚、香缇莫一一亮相。最终，那英
不敌外国歌手香缇莫和凡希亚，屈居第三。输是输了，但

“全村的希望”的“英子”，一如既往的“浑身都是梗”，热搜
体质再次上线，收获了一大波心疼，以及一堆表情包二创。

外国歌手包揽冠亚军，虽然只是第一场，但这一结果
深深刺痛了公众情绪，网友开始“在线摇人”，明星也主动

“请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场狂欢，“那英历险记”
“会唱的速来”“华语乐坛保卫战”等热梗层出不穷，每一个
都是流量高地。一夜之间，《歌手2024》成为热到烫手的
现象级话题，社交媒体平台持续“霸榜”的“钉子户”。站
上流量风口的《歌手2024》，像一台停不下来的造浪机，
毫不费力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头。但凡你上网，不管
冲浪、戏水、围观，都免不了被裹挟其中。

音乐综艺年年有，凭什么《歌手2024》会出圈？有人说，它展现了中国音
乐的丰富、多元、包容；也有人说，这场国内外歌手之间的切磋纯粹而精彩；还有
人说，它开启了中国音乐破圈出海的新机遇……都对，但没说到点子上。宁要
有瑕疵的真，不要零缺点的假，这才是它出圈的终极真相。

这些年来，观众苦假唱久矣。不知从何时开始，“完美”被视为音乐界的
最高标准和唯一准则。为了获得“CD级质感”，“假唱”“半开麦”“修音”大行
其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综艺滤镜”“百万修音师”“精修到每个字、每个气
口”，让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嗓音沦为“流水线上的整容脸”，美则美矣，但虚妄
而雷同。那些山野飞蓬莽草一般，粗粝、质朴、真挚、生命力扎实的歌声，被
磨皮、瘦脸、美白、抹去皱纹、抠掉瑕疵，失去了灵魂，只剩下了“挑不出毛病
的空洞”。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糊弄观众，观众就用脚投票。君不见，花了
大几百块，熬夜抢到演唱会票的观众纷纷吐槽：歌手在舞台上又唱又跳，又是
跑酷，又是大摆锤，气息却比CD都稳，不如回家听手机歌单。现场齐喊“退票”
的事件，也不少见。

这样的语境之下，强调“原音直出”的《歌手2024》，不仅是一次音乐类综
艺回归真实和专业的强烈呼声的回应，更是一次身体力行的业内自我整顿。
解剖的刀子，利刃挥向套路化、同质化严重，靠咖位博关注，靠炒作赚流量的
顽疾。音乐综艺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你不自我革命，不改掉沉疴，在“全
网人均拥有发言权”的当下，观众也会用一张一张的投票，将“矫饰的动听”投
出局，倒逼大众文艺回归真诚。

真诚，才是最大的必杀技；真实，才会有生命力。前些年“超女”“快男”红
遍半边天，凭的就是“真”，素人参赛、真实演唱、观众投票——那还是一个买
电话卡，按下老版诺基亚手机的按键，发出一条条短信投票的时代。时隔多
年，他们中的佼佼者，李宇春、陈楚生、张靓颖们，依然活跃在音乐圈，凭实力
出道，靠艺能傍身，拿本领吃饭。

《歌手2024》的出圈，证明了一个普世真理——真、善、美，永远是人类的
终极追求，而“真”，排在首位。没有“真”的“善”和“美”，不过是一场拙劣的作
秀，缺少了灵魂；没有“善”和“美”的“真”，只是粗糙的重现，毫无艺术可言。

同时，它也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只有正视观众诉求，静心打磨作
品品质，捧出拳拳诚意回应时代，路才能越走越宽，流量才会长红。毕竟，守
住真实，就是对观众最大的尊重。

■ 范语晨

提到魏晋南北朝，最先跃入我们脑
海的是什么？

或许是连年不绝的分裂与战乱？
或许是桃园结义的英雄故事？又或许
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的风雅辞章。我
们可能不那么容易想起，在寻求统一、
安宁与光明的努力中，有一位女性曾守
护一方太平，留下了不让须眉的青史之
名。她的功绩载于《隋书》《北史》和《资
治通鉴》，她在历史上的管辖范围囊括
今两广、海南、越南北部、老挝北部、缅
甸北部在内的广袤地区，世界各地为纪
念她而建的庙宇竟有2000多座……

7月5日公映、并于去年斩获第36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的粤剧
电影《谯国夫人》，讲述的便是这位传奇
女子、南北朝时期巾帼英雄冼英的一
生。银幕上，身着盔甲、两鬓斑白的老年
冼英在隋朝灭陈之际，再次陷入了一生
历经数次的难题：外有南陈旧部企图趁
乱控制岭南割据一方，内有族人支持“独
立称霸”的声音此起彼伏。“如今，岭南命
运，系于我手……”在满是忧患与愁思的
唱白中，冼英回忆着自己少时立下的誓
愿，镜头随之回转至数十年前——自小
聪颖、武艺过人的少女冼英，在岭南的战
乱中执剑杀敌，父亲被害后，她遵父遗命
接过了俚族人（壮族的祖先）的首领之
位，从此历事三朝，开启了护卫一族、安
定一方的波澜人生。

开场这短短几分钟，便让第一次看
粤剧电影的我被它独特的韵味惊艳，继
而陶醉在戏曲元素搭建起的美境中。
粤剧表演艺术家、广东粤剧院院长曾小
敏扮演的冼英，举手投足间皆可见戏曲
演员的扎实功底——铿锵顿挫却不乏
柔情的唱腔，清澈如水又坚毅似铁的目
光，秀美与英气俱在的身段，飒爽利落
的打戏，将人物的神韵呈现得生动而有
层次感；每每到情节高潮处，充满诗意
的粤语唱词更将人物情绪表达得细腻
入微，危机之中、提刀杀敌时的《剑锋
立》，冼英与冯宝夫妻二人大婚时的《春
江花月夜》，冯宝被挟持、冼英前去救夫
时的《复见朗朗春光》，或温柔婉转，或
铿锵顿挫，曲调间无不蕴藏真情大义；
而电影画面中，山高林密的岭南地域风
光、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与风俗亦成为

不可或缺的背景元素，与简约的戏曲舞
台布景相比，电影画面带来一种回到历
史现场的真实感，令人不禁感叹，当古
典戏曲与现代电影艺术相遇，竟能产生
如此美妙的化学反应！

富有美感的视听享受，并不只是粤
剧赋予电影的唯一魅力。随着故事层
层展开，我们不难发现，戏曲与电影相
结合的剧本编排，在叙事节奏与人物塑
造上，都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效果。电影
剧本吸取了中国古典戏曲的写意叙事
特点，在冼英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抓住
了能够让人物“立起来”的关键细节，无
须过多笔墨铺陈，便能精准地将人物个
性展露出来：少女时期的一次战斗中，
冼英在激战正酣时始终不忘保护族中
的一位小女孩，正是这份仁心让父亲决
意将首领之位交给女儿；在俚人获胜后
哥哥将他族人变卖为奴，冼英却坚决反
对俚族对外族的强权与倾轧；担任首领
后，冼英倡导俚人推行汉制、学习汉文
化、更好地推行国家政令，为扫清俚人
的顽固偏见，她主动提出与高凉郡太守
冯宝结婚，既追求了自己的爱情，又促
进了两族的交流融合。去冯宝府中拜
会的一场戏，将一个有主见、有勇气的
少女首领形象刻画得无比灵动；而无论
在陈朝建立之时，还是隋朝灭陈之际，
已经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与威望
的冼英，始终拒绝自立为王的建议，而
是顾全大局，归顺中原，让岭南地区免
受战火之苦……

经由这些关键情节的连缀，电影叙
事的完成度很高，节奏也毫不拖沓，呈
现出如戏曲般流畅而跌宕的起承转合，
让人们从中看到了冼英的胸怀、能力与
智慧。而电影对冼英成长之路的再现，
也无形中突破着传统社会加诸女性身
上的偏见与陈规——开明的冼英父亲，
没有将女儿的善良定义为“妇人之仁”，
却恰恰认为，仁心与胸襟才是主事之才
最宝贵的品质；而与莽撞好斗的哥哥和
野心勃勃的属下不同，冼英用自己特有
的领袖气质与治理方式赢得了岭南地
区以及海南岛诸族的信任；而她的历次
抉择更加证明，女性绝非目光短浅之
辈，面对家仇民难，冼英始终成全着更
多人的幸福安宁。

可见，《谯国夫人》的叙事风格虽古
典，性别意识却丝毫不陈旧。在讲述冼

英的故事时，电影真实地聚焦她的作为
与贡献，丝毫没有弱化女性主体的力量，
也没有为了增加戏剧性和娱乐性，用男
性的“金手指”来加持冼英的功绩；同时，

《谯国夫人》里的冼英也并不是一个没有
软肋的“大女主”，电影尊重事实，不曾回
避千年前的冼英身为女性的困境——她
接任首领之初哥哥的反对与部下的叛
变，她与冯宝结婚时俚人私下的风言风
语，冯宝病逝、岭南大乱时她内心的悲苦
与思念，都写在唱白里，凝在目光中，令
人慨叹落泪。生在今天的人们很难想
象，要治理一个尚未开化的各族杂居地
区，要面对无尽的偏见与纷争，要消化深
爱的丈夫早逝的痛苦，冼英需要克服多
少痛苦，投入多大的勇气……

风云几度激变，青丝已成华发。从
“少女族长”到“百越首领”，冼英治下的
岭南地区已从蛮荒混乱之所，变为安居
乐业、贸易兴盛之地。隋文帝因此追封
冯宝为谯国公，册封冼英为“谯国夫
人”。而在她故去一千多年后，周总理
赞誉她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不
过，电影里的冼英却望着远处的山与
海，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我事三朝主，唯用一好心。”
冼英一生践行的“好心”究竟是什

么？《谯国夫人》在悠悠的粤剧曲韵中，
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解答：在那个男性
称雄的时代里，成为强者已属不易，但
更可贵的是，她终其一生，眼望山河，心
怀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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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影

《谯国夫人》：悠悠粤韵里的巾帼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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