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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是新出生的婴
儿，对地球上的一切一无所知，那么我们该
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呢？想必，没有各种
框架的限制，我们的生命会充满无限可能，
可以做成任何事情。导演大鹏在我看来就
是一个不断打破自己、不断回归婴儿状态的
人，向着无限可能的前方，一路生花。

前几日补了电影《保你平安》，我看到大
鹏的情怀，他的英雄主义情结从《煎饼侠》到

《缝纫机乐队》再到《保你平安》，是渐进上升
的，是一条从“小我”到“大我”的成长路径。
这种英雄情结的梦想喂养了他的格局，有了
更大的格局，就意味着有了更大的责任感。
作为导演，大鹏永远给人带来惊喜的，就是
不断呈现的社会责任感，他的作品不是完成
时，而是进行时。

《保你平安》中，用喜剧的手法消解当下
社会中残酷的现实主义沉重议题，是智慧的
手法。智慧地表达讽刺，是高境界。想到陈
凯歌的电影《搜索》，整体氛围情绪压抑，和

《保你平安》是两种不同的感染力。这世间
万物皆是阴阳两面，阴阳是对立也是相生，
看到阴就要想到阳，看到阳就要想到阴，都
在一个太极里。有黑暗就会有光亮，这部电
影的处理手法，就是让人在黑暗中看到光亮
的希望与温暖。

电影中“父女情”这条支线也很妙，两代
人的关系从隔阂到融合，女儿最初是有些看
不起父亲的，手机备注“菜鸡”，认为父亲很
不靠谱。在女儿遇到校园霸凌事件时，这条
支线就与魏平安给自己已经过世的客户韩
露洗清网络黄谣的主线形成映照，父女之间
相互鼓励，彼此支撑，一起做认为对的事情，
哪怕付出代价也不后悔，感人至深。同时也
是一种将责任感、正义、善良、对不公的抗
争、勇敢、坚守、不放弃等等精神力量的传递
在下一代人中具体体现出来，更加丰富了影
片内涵。

结尾之处回到“好人有好报”的内核，回
到最初魏平安和韩露二人因缘际会的因果
逻辑关系上，形成圆满的闭环，留下光明的
尾巴。电影中出现的白马是一个象征符号，
意味着主人公纯粹、纯洁的人格，内心的力
量，精神的指引，梦想理想，英雄情怀等。
我本来觉得，在主人公深陷困境之

时，白马出现，带他走出来之
后就会消失，然而影片还是进
行了写实处理。

稍显遗憾的是，电影除了引人
深思之外，没有能够提供更多解决方
案，如何解决网曝、校园霸凌、造谣等
社会现象，需要全社会更多方面下功
夫。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人性的恶
被放大之后，如何才能避免更多无辜的人
受到伤害，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可以说，《保你平安》整个片子结构简
洁而不简单，加了很多元素来丰富内容，越
发见了大鹏的导演力，我觉得他很聪明，从

《屌丝男士》的无厘头搞笑中走出，走到《吉
祥如意》这样的神来之笔，再到《保你平安》，
他的路越来越辽阔，向着无限可能的前方延
伸。因为是他，我会期待下部作品《热烈》。

大鹏是六边形战士，有颜值，有才华，有
思想，会唱歌，会主持，会演戏，有梦想谁都
了不起，他是有梦想的，一直在成就梦想的
路上努力着。听他的歌，“梦想”这个关键词
出现频率很高，歌曲《煎饼侠》中有“我拥有
梦想的力量，抵抗怀疑的目光”，《恐高的鸟》
中有“还有多少的坚强，还有多少的梦想”，

《都选C》中有“为梦想灼伤了自己，也不要平
庸的喘息”……可见他内心的力量，如大海
深处藏惊雷，需要时便汹涌澎湃起万千巨
浪，掀开一片崭新的澄澈天空，那天空尽头
升起温暖人间的彩虹。

如果人生是一个二维平面迷宫，我们
是能看到所有路径的人还是在迷宫里处
处碰壁的人？大鹏是看到全局的人，永
远突破自己限制性框架的束缚和信
念，他的电影在生长，他的人也随之
一起生长，向着无限可能的前方
坚定而行，越走越光明。

向着无限可能的前方
电影《保你平安》观后

□郭婷

日前，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编剧、作家全勇先做客
黑龙江文学馆龙江文学讲堂，以《岁月》《悬崖》《悬崖之上》等作品
为例，围绕编剧艺术、剧本创作、文学与影视的关系等话题与现场
观众和网友分享经验和感受。活动现场，省作协诗歌委员会委
员、萧红青年文学奖得主、实力青年诗人赵亚东从多个维度与全
勇先对谈，立体呈现艺术家的心路历程与创作历程，解读艺术家
的心灵世界与文学世界。

《流浪的月亮》与《数星星的夜》

从 18岁开始，全勇先走出三江平原，三次南下去山东、走黄
河、去南海，一路颠沛流离，寻找生命的意义。三次离家远行，三
次又回到三江平原。每一次归来都发现母亲的牙齿掉得更多
了。对生命的认知，对时间的思考，以及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探寻，
让他边走边写。写作流浪的诗歌，就像一枚流浪的月亮。

全勇先的第二次远行，是 1984 年去神农架寻找野人。经过
高考失利后的困惑，为了改变命运，全勇先探索到了另外一种改
变命运的方式，就是通过阅读提升经历与见识。他开始大量读
书，当时他读了很多关于野人考察方面的书，对神农架的野人传
说很感兴趣。12月份，全勇先怀着热情一个人步行进入神农架，
按着地图找到了当时住在那里的一对后来成为野生金丝猴专家
的夫妻，在神农架生活了三个月左右。野人虽然没找到，但却救
活了一个人。有一次全勇先乘车行驶在神农架天门垭上，看到一
位农民的脚被前行的汽车落下的绳索套住了，惊险时刻全勇先下
车拦住前行车辆，救下这位农民。去神农架的经历在当时看来非
常荒唐，但全勇先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对他的人生很有意
义。许多事物亲眼见识后，会有自己的想法，对以后的创作也相
当重要。诗集《流浪的月亮》中的很多作品，基本都是那个时期创
作的。

2015 年，全勇先开始与姐姐共同翻译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
诗集《数星星的夜》，2021 年诗集出版后，在全国文坛引起反响，
上市一周就成为亚洲好书排行榜第一名，全国各大媒体均以重要
版面给予推介。

转型编剧，优秀作品迭出

三次离家后，全勇先还是回到了三江平原，这期间创作了《恨
事》等许多文学作品。

1998年，一场“灾难”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全勇先母亲突发脑
梗导致半身瘫痪。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巨大的打击下全勇先变
得成熟起来，也开始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为了让家人生活得更
好，也为了自己影视方面的梦想，2001 年全勇先再一次远行，带
着父母前往北京，成为一名“北漂”。

到了北京后，全勇先独立创作的作品相继出世，《母亲》《岁
月》《雪狼》《悬崖》等长篇电视连续剧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从作
家到编剧的转型，全勇先完成得尤为出色。小说和剧本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文学形式，小说更注意内在思想，而剧本需要将思想情
绪外化，将思想用语言、动作、行为等表现出来。因为思维方式和
侧重方向不同等原因，从作家向编剧转型对于很多作家来说都是
一个艰难适应的过程。谈到这个适应过程，全勇先说：“我没有觉
得我写完剧本之后再写小说会感到困惑，会有大的障碍，我觉得
这是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就像一个人可以写诗歌也可以写小说一
样，只要你的精神内涵不变、审美不变，表达形式的改变是可以适
应的，因为影视作品最终要表达的还是文学内涵。”

《母亲》是全勇先到北京后最开始创作的剧本之一，这一作品
的完成让全勇先生活的窘迫状态得到改变。这部戏在当时的收
视率是领先的，开了很多苦情戏的先河。随后全勇先又完成了

《岁月》剧本的创作，这部剧本对原著小说《沧浪之水》做了很大改
动，其间根据各方意见不断改正与调整，经过补拍与删减，终于拍
完，六年后正式播出。“我个人很喜欢这部戏，将中国知识分子的
心路历程展现得精准和完美。展示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每个人命
运的变化，主人公经过数十年生活的锤炼变成了当初理想的反
面，是一个很有层次感的剧。”全勇先说。

他原创并编剧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悬崖》最为人熟知，获得第
18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最佳电视剧金奖、最佳编剧奖、金鹰
奖优秀电视剧奖等三项重要大奖。2021 年创作的电影《悬崖之
上》，获第三十届华鼎奖最佳编剧奖、第三十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
金鹤奖最佳影片奖。此部电影还代表中国内地选送第94届奥斯
卡最佳国际影片奖。

“感兴趣的，是对人的变化做合理性的诠释”

“生活本身就是直给的”，全勇先说，剧作来源于生活又不同
于生活，许多生活中发生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不能直接融入影视作
品中，必须通过合理化的创作才能让观众信服。这需要在剧作中
做大量的铺垫，营造观众可接受的氛围。

“谍战片需要注重情节与逻辑缜密性，但最本质的东西还是
文学、情感、价值观。”全勇先说。在创作电视剧《悬崖》时，全勇先
前期看了大量的回忆录，中文的日文的都有，包括日本战犯的，以
及资料电影、老照片、文物、遗址等，通过几个维度去了解并勾勒
和还原出当时的社会。这种大量资料的积累让他的创作角度更
加真实，摆脱了许多影视创作中人物的脸谱化，还原了当时不同
身份的人和人之间更真实的关系，以及当时的生活状态、社会氛
围，提高了可信度。

全勇先认为，影片从创意到写剧本到最终呈现，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不同于小说是一个人的文学创作，电影是一个合作的过
程，导演是裁缝，编剧是提供布料者。导演思维与编剧思维各有
侧重，编剧更注意文学性、情感、逻辑等，导演则需要从画面、实操
等多角度衡量。此外，演员、投资方各方面的意见也需要作为参
考。所以影视创作是一个各方共同妥协、共同创造的过程。

在电影中，塑造人物依附于审美与价值观的传达。在创作
中，全勇先更注重文学性的表达。“我不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红色题
材创作的作家，我更多是对人性的关注。对人在特殊年代的变化
做合理性的诠释，是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比如我写过赵一曼，她
出身于大户人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是怎么做出选择，忍受
艰苦磨难蜕变成一位民族英雄的，讲述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具有文
学性的。”全勇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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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响指吧，他说
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
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

1997 年秋天，当正值青春年华
的王阳走在桦钢的铁道线上背对着
沈墨朗诵起自己的诗歌《漫长的》，
不知有多少观众的心被打开，被打
动。期待着王阳和沈墨的生活，在
外部世界的纷纷扰扰中一切都会好
的。这首《漫长的》出自于作家班宇
之手，班宇是电视剧《漫长的季节》
的文学策划。辛爽导演在接受采访
时曾提及《漫长的季节》以大雪为结
尾的灵感取材于班宇的小说集《冬
泳》封面上的一句话：“人们从水中
仰起面庞，承接命运的无声飘落。”
班宇的文字总有一种“银瓶乍破水
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感觉。

《漫长的季节》可以看做是“东
北文艺复兴”在电视剧创作方面的
扛鼎之作，强大的文本支持，使《漫
长的季节》颇受观众喜爱，豆瓣上近
56万人次给出评价，仍能保持在9.4
的高分，说明《漫长的季节》在创作
上并没有困囿于东北的地方性想
象，没有将东北作为“奇观”加以凝
视；而是将东北作为一种隐喻、一种
方法，进而去触摸历史，走出“经济-
文化”论下的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
的偏见，将尊严还给每一位劳动者，
每一个平凡人。

人无法逃脱历史而独存，班宇
渴望书写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
让小说的人物和整个时代发生更紧
密的联系，再折射出时代的肖像，也
即在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

《漫长的季节》似乎是打着东北悬疑
的符号标签，却呈现出《活着》《平凡
的世界》般厚重的生命力；悬疑是
表，命运是里。《漫长的季节》打动每
一位观众的原因，恰恰是观众在欣
赏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父母
一辈的生活状态，看到在日常生活
中熟悉却不被轻易表达出来的落
寞。从 1997 到 2016，岁月改变了王
响、龚彪、马德胜，他们不再是桦钢
根正苗红的火车司机、大学毕业的
天之骄子和警察局的刑侦队长，而
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寻找一条线索，
追寻一个真相。而今，我们成了新
一代的王响、龚彪、马德胜，迎接属
于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挑战。

事实上，《漫长的季节》火爆全
网，引爆全国人民的观

看 热 潮 绝 非 偶
然。新世纪

以来，以东北为创作题材的文学和
影视作品频频出现，2003 年王兵执
导的纪录片《铁西区》三部曲，用9个
小时的时长全方位展示了沈阳铁西
区的变迁与落寞；后续张猛《钢的
琴》、刁亦男《白日焰火》、张大磊《八
月》等电影创作继续深耕东北题材，
讲述带有“锈感”的故事；2015 年后

“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陆
续走向文坛，他们的作品在文学与
社会两个层面上均取得了不俗的影
响力；在音乐上董宝石《野狼 DIS⁃
CO》《送情郎·东雪》、柳爽《漠河舞
厅》等作品亦不断将东北推向大众
文化的核心。“东北”正在形成一套
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影视剧方面
“东北+悬疑+命运书写”似乎成为
了“流量密码”和“爆款魔法”。回看
近两年的影视剧市场，从 2022 年 8
月上映的《胆小鬼》到2023年1月上
映的《平原上的摩西》再到《漫长的
季节》，“东北+悬疑+命运书写”的
模式愈加成熟。某种程度上三部剧
有着同质性和互文性，三者均出自

“铁西三剑客”之手，有着强大的文
本支持。

在“铁西三剑客”笔下，悬疑是
非常好用的叙事武器。《胆小鬼》出
自郑执的小说《生吞》，剧中的悬疑
要素更像是一把手术刀，切开秦墨
等人的青春伤口，也切开了东北社
会的血管，流淌出爱与痛的血液。

《平原上的摩西》改编自双雪涛的同
名小说，该剧的悬疑要素更像是画
家手中的蟹爪、白云和紫圭，侧重于
再现 20 世纪 90 年代真实的社会图
景，以及身处重大转折中的人物命
运。而《漫长的季节》则是取材于班
宇的同名小说，悬疑更像是针线，编
织起两个叙事时空，通过精心的谋
篇布局，看命运无常，寻最终救赎。

“铁西三剑客”以工人社会共同体内
部的视角出发，以“子一代”的目光，
去回望历史，不仅回溯了“父一代”
在社会转型期的生存困境和他们为
身份认同所作的努力和抗争，同时，
也是利用文字和影像符号去记忆，
并共同奠定东北文艺复兴浪潮中独
特的“东北悬疑美学”。

“东北”与“悬疑”似乎并不必天
然连结在一起，而当“东北”“悬疑”
和“命运书写”耦合，便释放出巨大
的共情力量。《漫长的季节》是独特
的，剧中的逻辑跳出了以往东北文
艺作品中用“子一代”的视角讲述父
亲一代的故事，并最终理解父辈，还
给父辈尊严，而是采取“父一代”的
叙事策略，让父辈们走出历史的泥
淖，活在当下，身体力行，实现自我
拯救，将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
中。也正因如此，历尽千辛万苦找
到真相的王响能对过去开着火车的
自己响亮地喊出：“向前看！别回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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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琪

鉴赏 评论与

全勇先在黑龙江文学馆。张澍摄

全勇先编剧作品

全勇先和姐姐合译的《数星星的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