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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期亲情题材影片《你好，李焕英》

热映，受到广泛好评，形成争赴观影的盛况。

这部影片歌颂亲情、饱含真情，把植根传统美

德而体现时代特色的“新孝道”以文艺片的形

式呈现于银幕，传导了源自普通群众、源自百

姓日常的感同身受，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共鸣，

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叫好又叫座的影片。

一定意义上讲，这部带有些许自传印记、

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影片，有力践行了“要以

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

感”“文艺作品要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提升人民

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论述，通

过文艺的形式“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

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

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

情感深化和主题拓展

由此悬想420多年前，“东方莎士比亚”

汤显祖在他“临川四梦”之《牡丹亭记·题

词》中提出著名的“至情论”：“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

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昔时，柳梦梅与杜丽娘在戏曲舞台上完美

展现了极为浪漫的爱情。

电影《你好，李焕英》母本可追溯到

2016年贾玲、陈赫等联袂演出的同名小品，

二者在故事、情节和叙事风格上显示出较

为明显的延续拓展轨迹。但从一个约15分

钟的小品到一部2小时的电影，并非时间的

拉伸和容量的扩充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创

作团队对剧本的精心打磨、对场面调度的

熟练掌控、对构图与影像的琢磨巧思等，尤

为重要的是，如何让小品因时空阈值、艺术

形式、布景道具等的囿限而“意犹未尽的抒

情”更加酣畅、饱满、肆意地释放，让一部主

打“情”字的电影真正以情动人，又能恰到

好处地把握故事节奏和调动观影情绪，让

观众从小品“慢慢地刺你的心”的情绪体验

中，走向观影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伤心落

泪、酽然沉浸其中的心灵之旅，把小品演员

意犹未尽的“遗憾”转化为电影观众悠久绵

长的“回味”。这是电影制作必须始终坚持

的一条主线，也是电影能够俘获诸多观众

的诀窍所在。

2016 年小品演出时的成功反响，以及

潜伏在观众脑海中的记忆火花，为2021年

的电影奠定了一部分观众基础，这助长了

导演的底气和信心，但同时也生产了一种

更高的期许和无形的压力：5年之后，如果

一个“似曾相识”的文艺作品不能在思想内

涵、情感渲染、艺术角色等方面带给大家更

多的画外之意、弦外之音，不能制造更大范

围、更深程度的有余不尽的话题和惊喜

——特别是在电影银幕与小品舞台殊途同

归的全知视角和古典叙事呈现形式下，如

何避免观众的审美疲劳，带给大家主题的

“疏离感”，激发大家猎新的冲动感——如

果不在“守正创新”上下足够功夫，想必观

众是不会轻易买账的。这一点，从当前的

票房、口碑来看，电影显然没有让绝大多数

观众失望，创作团队四年磨一剑的苦心孤

诣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是电影获得

市场成功的又一诀窍。

相比于小品，电影从情感深化和主题

拓展两个方面实现了电影对小品的超越，

情感酝酿更浓厚，抒发更淋漓，感人更深

刻，这一切都是着眼于对“至情”的尽致表

现，而实现基于新的载体守正创新的过程

之中，这是电影成功的主要诀窍，我想大多

数的观众和具有一定水准的鉴赏者，对我

这个结论当无异议，说不定也有一种“会意

微颔，莫逆于心”的亲切感和既视感。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者、编剧切萨雷·柴

发蒂尼主张：电影“必须讲述现实，就好像它

是一个故事一样；生活与银幕之间不能有一

点间隙。”毋庸置疑，《你好，李焕英》是一部

现实主义风格电影，虽然跟从了“穿越时空”

这种当下影视剧乐此不疲的潮流，但它只是

一个表象、一件外衣，质言之，它只是一种叙

事手段和技巧，只是为了方便剧情讲述，在

浪漫主义的形式下还是现实主义的内容。

一些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也常常以时空穿

越、意识流、梦境、玄想等方式呈现，比如《红

楼梦》即以僧道论石、太虚幻境开篇。电影

对小品最主要的继承，即沿用了小品的情节

建构，采用了诸如《夜长梦多》、《女友礼拜

五》等经典影片的“四段式结构”。

“四段式结构”的创立者霍华德·霍克斯

通过对古典叙事线性结构的创新，建立起一

种明显而固定的电影叙事结构：第一段为序

言，或是建立主角在过去或者现在的亲密关

系中的冲突，或是以两个明显对立的角色首

次相遇时的矛盾来引起冲突。第二段和第

三段发展第一段中已经建立的主要冲突，或

者以冲突角色之一或生活方式来主导第二

段，或是在第二段让角色之一独自起作用，

然后在第三段时另一角色加入。第四段通

过开场时设定的自然状态来解决中心矛盾，

但此时，对立的角色将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

待他们自己和彼此。有时，霍克斯也会增加

一个小的尾声或者“标志”来与开头相呼应

（以上引自美国科里根《如何写影评》一

书）。比照上述模型，我们发现电影与小品

都借鉴了“四段式结构”，或者说自觉不自觉

地受到上述结构模型的影响。

电影的第一段序言，时间设定为2001年，

玲儿考上大学的那年。以极其简洁明快的手

法，剪影式展现了玲儿从出生到考上大学的

片段，而将重点放在玲儿的破裤子（特写镜

头）、升学宴的滑稽剧（设置悬念）以及宴后母

女谈心（前后照应）等段落上。这一段随着一

声尖利的刹车声和沉闷的撞击声戛然而止，

这时片名、导演、主要演员等字幕才浮上银

幕，很明显是要与后面的段落相区别。这一

段的主要作用是设置悬念和埋下伏笔，后面

情节中，破裤子这一特写数次出现，这是女儿

对母亲的思忆交汇点和情感寄托物，通过有

形的“物”表达无形的“情”，在传统文艺中，这

叫做“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升学宴上包玉

梅关于“天大的好事”的谈论成为最大的悬

念，到了第三段谜底才终于揭晓。对比小品

的序言部分，故事背景设定是1986年的化肥

一厂，瘸腿的张江、卖豆腐的小哥、玲儿母亲

李焕英先后登场，同样设置了悬念：张江的腿

为什么会瘸？卖豆腐的小哥对剧情进展有何

作用？但明显地，受舞台表现形式的限制，小

品的序章相对简单。

从母亲遭遇车祸玲儿医院陪床一直到

穿越时空从天而降的情节，可以说是一个特

意设置的过渡段。这一段值得注意的地方

有三：一是对景框运用的自觉。很明显这里

受到希区柯克《后窗》对窗框、走道或舞台等

内在景框利用的影响，天空一缕阳光透过医

院窗户照射进来，又穿过长廊，这时镜头虚

化，我们的目光被引到一个迷离朦胧的地

方，恍惚间完成了从2001年到1981年的时

空转换。二是对布光和主观镜头色调的把

握。天空中的阳光本来是清朗的，穿过窗户

和走廊的时候却画面泛黄，这里使用了人造

光源，主要是烘托一种怀旧的气氛，同时暗

示时间的倒带。至于玲儿已经来到1981年

的胜利化工厂，我们留意到从她跌落的树叶

堆开始，沉睡许久的颜色仿佛一下子被唤醒

了，玲儿经过的地方从黑白色渐变为彩色，

这里可能受到了《绿野仙踪》中从黑白到彩

色的色调渲染变化的启发，通过技术性要素

暗示故事的结构方式。三是玲儿天外飞仙

般从天而降的桥段。这里最开始用了仰拍

镜头，但很快就切换成了俯拍镜头，因为不

是3D影片，俯拍更能表现从天而降的冲击

力；落地的一瞬间刚好砸到了路过的英子，

英子昏迷，玲儿安然无恙，这就是电影中必

要制造的巧合，使主要人物尽快登场并发生

关联；玲儿跌落的地点布景也是有深意的，

熟悉贾玲身世的观众可能都了解，贾玲母亲

李焕英刚好在她上大学那年从装满秸秆的

车上摔下不治身亡，我想如果不是因为与化

工厂的环境实在不协调，贾玲在这里可能更

想用秸秆堆而非树叶堆；现在，用从天而降的

方式表现穿越时空在现代电影中很普遍了，

但这一表现方式较早地出现在迈克·杰克逊

的MV《Black or White》中，拍摄很经典，对后

来的电影应该也有一定启发意义。对比小

品，这个过渡部分不是特别明显，或者因为时

间关系和舞台限制直接给忽略掉了。

电影的第二段和第三段，可以合并解

析，围绕解答序言中的悬念，通过玲儿穿越

时空帮助母亲（表姐）“高兴”为主要情节，

带有明显的轻喜剧风格。主要剧情包括帮

助英子买到全厂第一台电视机、帮助英子

组织起排球队并在全厂比赛中绽放异彩获

得厂长父子的关注、帮助英子撮合与沈光

林的恋情和追求她认为的理想中的爱情。

场面调度和精神塑造

影片热映后，一股对八九十年代的怀

旧风飒然而至，这也得益于导演、编剧的煞

费苦心，对八九十年代的艺术呈现非常成

功。关键之处，一在场面调度，二在精神塑

造。在标志性的定场镜头中，我们发现电

影中八九十年代的事物俯拾即是、随处可

见：主取景地胜利化工厂，带着浓浓的单位

文化痕迹，满满的特殊年代记忆；不论贴满

大街小巷的工人简笔画海报，家中的辛酉

鸡年日历，刷在白墙上的工艺美术字标语，

乃至人们身上穿的“的确良”面料的衣服；

也不论一群女工在操场上合跳皮筋，广播

放送着时或铿锵有力、时或深情款款的男

女播音，背景音乐跳跃着邓洁仪《路灯下的

小姑娘》、李谷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当

时火遍大江南北歌曲……还是凭票购买电

视机的场景还原，电视机播送郎平率中国

女排夺冠的特大喜讯，工人文化宫放映解

禁后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毒草”《庐山恋》，

青青毛豆就是观影、出游的最好休闲食品，

沈光林激情澎湃地教工人合唱团蹩脚的粤

语歌，还有时代城市宽裕生活标志的“三转

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甚

至是“长脸”“出息”等时代高频词……这些

都勾起了人们特别是出生于那个时代的人

们最朴素的“年代记忆”。

一个年代必有其独特的精神风貌，那

时正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人

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用电影旁白的原

话，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拥抱世界

的年代”。我们感受到单位文化的单纯、热

烈，看到工人们的拼搏奋进、互助友爱，人

们对精神的享受胜过对物质的追逐，女排

队员们的比赛，大家不是为了晋升职务，不

是为了比赛奖金，简简单单一只手电筒、一

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洋瓷杯，就让大家

兴奋满足不已，简单的物质奖励，就能带来

极大的精神满足，这是一个朝气蓬勃、青春

飞扬的年代。工人们的集体荣誉感特别

强，厂长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人只要有一股

不服输的精神，就会有光彩”，道出了当时

以精神面貌为重的审美取向。

照应和暗示

我们看到在第二段和第三段中，第一

段序言中的悬念和伏笔一一解开：最大的

悬念——也是最大的反转、最大的悲剧、最

大的宿命——无过于玲儿想要撮合李焕英

与沈光林的爱情，却终究是劳而无功，这里

透露了一种人面对不可更改的天命时的渺

小感和无力感：哪怕你来自未来世界，哪怕

你预知了事情结局，你仍然无法改变宿命！

宿命之无法改变，影片中主要是通过

暗示的手法来揭示：比如玲儿精心为英子

和光林准备的看电影，两人却始终阴差阳

错无法坐到一块；两人的第一次出游划船，

光林却闹肚子出尽洋相；李、沈二人名字连

起来谐音“欢迎光临”，这也寓意了二人注

定只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欢迎光临”

是对客人说的，而不是对爱人讲的。

更加强有力的暗喻，是影片中三次提

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话。知道这

句话背景的朋友都明白，这话的背后是一

起政治上的悲剧事件，在影片中也为英子

和光林二人结局作了注脚。第一次光林讲

对英子“陷进去了”，天空雷声隐动，他说出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已是不祥的征兆；

第二次是冷特跟玲儿在电影院外，冷特再

次讲起，玲儿心中懊恼，追打冷特，这时瓢

泼大雨倾泻而下；第三次是画外音响起，但

不知谁说的，代表了“天意从来高难问”的

宿命之音的最终评判。所以最终英子还是

嫁给了贾庆田，而玲儿也没能“逆天改命”，

挽回母亲的生命。在小品中，充当这个暗

喻作用的是卖豆腐的小哥，正揭示了“豆腐

易烂、爱情易碎、生命易逝”的永恒之悲。

小品与电影

电影的第四段演的是玲儿与英子两个

人的对手戏，其实更本质上是玲儿的独角

戏，应理解为玲儿对自己内心遗憾的抚慰

和对心结的消除。两人一番酒后交心后，

玲儿知道宿命无法改写，内心的凄楚崩溃

可想而知，但最终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

现实。这时两人的真正关系才得以确定，

原来不是表姐妹而是亲母女！这一节完全

是贾玲真性情的演出，乃至与剧中角色合

二为一、融为一体而不自觉，这样确实能深

深打动观众，但我认为，太多个人命运感的

代入，太多自我沉浸式的宣泄，导致最后这

段伤情已甚、哀而过伤。最后，电影在一片

落叶飘零、音乐响起中结束，李焕英的真实

照片、事迹简历等文字资料出现在画面上，

从手法上来讲，也正是霍克斯式的小尾声

和小“标志”。在小品中，这一片段是贾玲

完成了母亲买冰箱、卖绿色皮衣等几个心

愿，对着虚空中的妈妈展开对话，妈妈所说

的话其实是贾玲的内心自白。

凡所过往，皆为序章。很显然，同名《你

好，李焕英》电影相比小品，无论艺术成就还

是社会影响前者均远超后者，但这并不能贬

损或者降低小品的价值。“罗马城不是一日

建成的”，元曲代表作之一王实甫《西厢记》

是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基础上形成的，

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也是在历代小说、评

话、演义基础上综合加工的。对于电影《你

好，李焕英》来说，没有小品的成功奠基，也

就不会有电影的巨大成就，至少影响力上要

打折扣。艺术的门类不同，观众对象不同，

投入成本不同，传播渠道不同，效果影响自

然不一样。对于贾玲创作团队来说，从《你

好，李焕英》到《你好，李焕英》，小品是通向

电影的“桥”与“筏”，一旦安然渡过，绝不可

留恋过去，必须毅然舍“筏”登岸；但也绝不

可忘记历史，永远不能过河拆“桥”。

2021年3月14日即将上映的影片《合法

伴侣》，是黄建新监制黄雷的第二部影片，第

一部是2012年的《愤怒的小孩》。

《合法伴侣》讲述的是在英国求学的音乐

才子——谷大白（李治廷饰），因一次意外，面

临签证到期即将被遣送回国的问题。而金天

（白客 饰）作为古大白的好兄弟，为了帮朋友

解围，想“假结婚”帮助好兄弟渡过难关。此

时，赫敏（张榕容饰）成为古大白的新邻居，意

外的邂逅让这个女孩闯入古大白的世界，而

自己的好兄弟金天也因为这次善意的谎言和

多年的女友发生了情感危机……

这部喜剧爱情片不同于黄建新监制的

《我和我的家乡》、《长津湖》等影片，相对来

说体量规模较小，而且在创作题材上也有所

不同。但黄建新依然表示，和青年导演合作

能带来的新鲜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

电影永远是新的代替老的，那么代替的是什

么呢？就是新鲜内容的替代。”

对黄建新来说，这次与青年导演合作只带

30多位主创人员到海外，与当地70位工作人员

一起拍摄制作影片，也是一种极为新鲜的感觉。

黄建新谈从《我和我的家乡》到《合法伴侣》：

监制是我一直要做的事
■文/ 本报记者 李佳蕾

《你好，李焕英》：

从小品到电影的“桥”与“筏”
■文/ 安 东

回顾黄建新导演在电影行业的“摸爬滚打”，很多影片的片头都

会出现他的名字，或许这是他“立”在电影界的最佳证明。也许很多

观众都已经遗忘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建新导演的作品，如：《黑炮

事件》、《错位》、“城市百态三部曲”等影片，但观众们绝不会对《建

国大业》系列、《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我和我的家乡》等影

片感到陌生。黄建新从导演到监制、从“台前”到“幕后”、从个人表

达到工业体系，他一直与中国电影共进步、同发展。

导演思维和监制思维是不一样的。作

为导演，最重要的是利用镜头去讲故事、是

以视觉思维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监制，需要

考虑多角度、全方面的平衡，在创作、技术最

大程度支撑的前提下保证影片的正常拍摄

运作。黄建新认为，一个好的监制需要“保

护好导演的创造力，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把他

们的创造力表现出来。”

以前，中国电影还不重视监制的发展，

更别提对于监制的认知还处于一种混沌的

状态。黄建新一开始也是只做一些跨国影

片的监制，在国外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下，

国外的影片团队知道监制的能力和作用。

现在，国内也逐渐认识到监制的重要

性，黄建新非常高兴地说：“现在我一年接到

邀请就非常多，就是要帮导演们去做监制。

这就代表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电影工业的

保障体系。”

2021年即将上映的《1921》是黄建新最近

导演的新片，在问到黄建新未来会继续拍摄影

片还是做监制时，黄建新说：“还是会监制为多。”

其实不管是监制还是导演，黄建新都在

中国电影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在面对当今数字时代的发展下，

黄建新表现得积极融入新的语境、从容应对

新的挑战，就像青年导演一样，始终怀有一

颗对电影赤诚的真心。

在未来黄建新非常期待“有更好的、更

多的监制出现，这对中国电影的整体提升，

是一个重要的表现符号之一”。

青年人的培养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电影行

业亦是如此。以前，电影行业里培养青年人提

到的“传帮带”在今天的语境下已经有了一些

改变，而这些改变让黄建新感到非常高兴。

以前的“传帮带”是说年轻导演没有机

会去拍片，需要一位经验丰富、资源充足的

前辈帮他找机会去拍片。“现在我们电影已

经跨过这个阶段了，以前我帮青年导演找

钱，让他去拍一部戏。但现在，这个阶段已

经跨过了，这是我很高兴的。其实这两年我

都没为青年导演找钱，只是说推荐一下他们

进入一个创投，帮他们获得认可，然后就有

企业来投资拍摄。”

现在，很多的年轻导演通过创投会、青

年电影节展等方式，最大程度地接触到电影

界的资源。黄建新强调，现在不仅国家的电

影主管机构重视电影界青年人才的培养，而

且在电影教育上也应该多投入一些精力。

黄建新说：“我们有学表演的、导演的、

文学的，但是我们没有学监制的。我们有管

理系，可以在管理系中培养一批复合型人

才，他们又懂艺术、又懂算账，就是我们说的

又懂管理、又懂计划。我现在有的时候就跟

校长讲是不是可以开设这样的专业。校长

说我们一直想，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

开，怎么样有一个完整的训练体系。这样我

们就后继有人，就有一个基础保证，我们不

排斥偶然产生好监制的可能。”

中国电影人正在一步步走可持续性的

创作——如《唐人街探案》系列、《刺杀小说

家》“宇宙开启”等等——年轻导演所带来的

新鲜感也尤为重要。青年导演用他们敏感

又细腻的触角去感知世界，通过更为新鲜的

电影为中国电影的内容拓展边界。

每一部电影的制作都是有困难的。如

黄建新监制的《长津湖》，原本计划是2019年

年底至 2020 年年初开拍，但是因为遇上疫

情，不得不中止拍摄计划。在谈到拍摄《长

津湖》时遇到的困难，黄建新感概地说：“我

们 2000 多人的摄制组，最后到快到 3000 人

解散。大家光回家很多人就回不去，家是湖

北的、河南的根本就回不去，在东北呆了好

久才慢慢地疏散，今年再聚合起来拍。”

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困难根本就难不

倒黄建新，每一次出现的困难都是他成为一

名优秀监制的“法宝利器”。在拍摄《合法伴

侣》时，如何让观众更能够融入电影，不会因

为在异国他乡的拍摄而产生割裂感，黄建新

在拍摄手法、剪辑手法上都给予了一定的指

导。“电影就是说你生活在这儿，是真的骑自

行车过了这个桥，好像很自如地生活在这

里，观众才会认可。你不能就拍一空镜头回

来，下面切到室内对话场景，这样子的拍法

是不可取的。”

在国外拍摄计划严谨的前提下，黄建新

多年丰富的从业经验更是让本片在拍摄进

度上按计划如期进行。英国拍摄影片，必须

按照计划表上的周期完成影片的拍摄任

务。哪一场戏在什么时间点完成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这关乎到能不能按时地去转下一

场戏。比如说，《合法伴侣》中有一场戏是李

治廷饰演的谷大白从白金汉宫的门口骑车

穿行，如何让镜头准确地从人群到李治廷、

如何利用好光线等等，都是需要去考虑、解

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身经百战”的黄建

新面前迎刃而解。那一场戏像是老天爷赏

饭吃，光线、人群都能够那么恰到好处，或许

是天意，或许也是黄建新多年的经验助力。

过去的拍摄、监制经历，能让黄建新与

青年导演合作时充分利用以往的经验避免

很多拍摄时的“坑”，也能让黄建新积累更多

的制作经验。

◎与青年导演合作拍片
新鲜感是最重要的东西

◎拍电影本身就是困难的
我们就是去解决问题的

◎培养更多的年轻导演
需要多方共同的努力

◎保护好导演的创造力
监制是我一直要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