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编辑∶吴南瑶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wup@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16-172019年3月31日 星期日

文艺评论/

! ! ! !上海市民文化节以在全市开展
“文化服务日”的方式拉开大幕，自今
年起将重推“市民美育行动计划”，分
三年打造 !""" 门、#""" 课时的美育
课程，涵盖科普、人文、艺术等不同系
列，提升百姓文化、艺术、美学素养。初
读这个计划时，觉得数字十分巨大，远
超大学的美学课。但考虑到上海的城
市幅员和人口在国际大都市中均名列
前茅，把这个看似巨大的数字分散开
去，可能就不会嫌多了。
美育作为一门课程，过去都限于

在学校内进行。如中小学的音乐、美术
课与美育有关。大学文科的中文系、艺
术系以及艺术院校的美学或艺术课程
中会有美育的内容，而一般的理工科
大学是没有美育课的。可见在市民中
即使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严格
地说，其中多数人是缺少美育知识和
美学训练的，更不必说大学学历以下
的市民。美育教育并不仅仅限于有关
审美的理论知识，它培养的是介乎于
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审美认知。有
了这种认知可以更好地感悟美、爱美

和创造美。同时它对培育我们美的情
商、情操和完善的人格也有潜移默化
的影响。仅提德智体其实还是不够全
面的，只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才是人
类完善自我的理想目标，而且是一个
漫长的历史过程。

美涉及方方面面，不是三言两语
可以说清道明的。单就对美的认识而
言，就可能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人
认为外貌美是第一位的，也即颜值高
于一切，这有点像“汉皇重色思倾国”
了。这种认知上的偏颇，往往会造成在
择偶、聘用、选拔人才方面的以貌取
人，而不是把德才即内在的美放在第
一位。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和散
文家培根对美不无真知灼见，他在《论
美》中说：“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
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加华丽。同样，一个
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的
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首位大诗
人屈原也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
重之以修能”。但当代人似乎更偏爱外
在美，甚至不惜一切地对受之父母的
身体发肤一再伤筋动骨地修理。我个
人的意见是，内外兼美自然最好，如只
有一美可取，那宁取内美而不取倾国

倾城。
由以貌取人，我又联想到当代人

的追星。我读初中时放学回家，要经
过淮海中路瑞金路口的电影局，往
往因电影局门口有许多人围观电影
明星，不得不从马路对面走。其中有
位年轻女士是孙道临的铁杆粉丝，
几乎天天要来等候，大明星道临先
生不得不躲在电影局里迟迟不能下
班，又没有加班费。道临成为大叔后
我曾经问过他，他确认有过这样一
个粉丝。有位著名女作家告诉我，有
个男愣青曾经多次守在她家门口，
使她倍受惊吓。过度崇拜明星和偶
像往往会对对方造成很大的骚扰，
这种把力必多投射到受崇拜者身上
的行为，应是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课
题，但却是明星和偶像的美貌和魅
力引发的。
在现在，“粉丝经济”即架构在粉

丝与被关注者之间的营利性创收行
为，成为一种新的生财之道。最近，
制造网红成了不好的风气，蜂拥而
至的微商、直播等起哄者是别有用
心的，他们想借制造一个偶像让自
己蹭热度，通过在抖音、快手上露面
直播使自己成为衍生网红和流量明

星，以博取眼球获得经济利益。从崇
拜明星到制造偶像，借以自吹自嗨，
从中谋利。这种状况如愈演愈烈，必
然对大众审美乃至社会秩序造成干
扰。我认为在面向市民大众的美育
课中不应回避此类实际出现的状况，
使群众的审美在高水平上运行，而不
是趋向低俗混乱。

市民美育课程因为面对的是市
民大众，所以还是要通俗易懂，适合
市民日常审美的需要。在制订课程和
授课内容前，最好先在市民中作些调
查研究，征集他们关注的问题和想听
取的内容，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
是照本宣科。在授课过程中，宜有更
多的教学民主，也就是说多引导市民
听众参与提问和讨论，而不是一言堂
满堂灌。此外，多从日常的审美活动
和各类艺术欣赏的实践出发，再从感
性上升到理性，可能更易为受众接
受，也更加奏效。

上海的美学资源还是比较丰富
的，如优秀的新老建筑、博物馆和美术
馆，人才济济的各类艺术家，以及各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丰富多样的剧场演
出，都可以让美育以更灵动的方式走
向上海的市民大众。

美育不仅仅限于校园之内
! 王纪人

! ! ! ! $ 月 %" 日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在
黄山举办的“刘海粟十上黄山文献
展”，其中有一个论坛议题是“人文中
国与乡村振兴”，讨论的是艺术乡建话
题。由于黄山这样的地理位置，又是与
江南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让我想起了
黄宾虹说过的“无山不美，无水不秀”
的赞美词。如何使它生产出文化内容
以提升生活与环境质量，而不浪费这
样的自然之美，当然与目前的各种乡
建话题有关了。
艺术乡建是近年来由于艺术家在

乡村的实践而在理论讨论中形成的概
念。随着艺术向前发展，从山水画到
“社会就是雕塑”，当代艺术家中已经
有不少的艺术乡建案例和研讨，有些
还非常地跨学科。艺术乡建已经不是
一个艺术内部话题，它更是一个社会
实践，或者是将自己的社会实践倡导
出新的当代艺术的理论，正如我提出
的“每一个人持续地做一次义工，这就
是艺术！”%"!$年启动的山西太行山
中的许村艺术助学项目，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一个典型。中国和西方的当代
艺术家共同参与，助学内容有绘画、钢
琴和英语等，艺术家将乡建本身当作
自己的作品来做并形成非营利属性。
我在“上戏现象”课题的历史渊源

中将熊佛西与他的乡村戏剧作为第一
个研究对象。熊佛西的乡村戏剧就是
将西方戏剧与中国乡村戏进行互动编
导，这份遗产在今天格外需要转而为
新的实验，就像我们将非遗内容在当
代情境中形成的展览和对话关系那
样，通过当代艺术来进行文化乡建也
就变成了当代艺术家自然长出来的一
项工作了。
在这次黄山的论坛上，还有“乡建

与制度思考”和“乡建产业与运营”研
讨版块。当艺术小镇没有实质性的发
展，田园综合体难以引入文化内容，并
且文旅产业需要创新的时候，当代艺
术可能成为了乡村商业体中的纽带，
这种艺术不是创作一件作品或者陈列
一件作品，而是一种艺术行动的总称。
艺术家在实践时释放出来的各种可能
性远远超出艺术范围，让他们更像人
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先前探路者。
艺术家开路先锋的性格在乡建中得以
呈现，偏远地区更能吸引这些艺术家
去，并且能从公益的角度去做他们喜
欢做的事。
借助“艺术乡建”组合专家学者是

我们当下的活动方式，它确实也证明
了当下的艺术是小组制和跨学科的，
包括对乡村的制度建设和乡村的商业

投资与运营甚至到乡村金融投资主体
的形成。“江南一带”是我在 %"!&年设
的展览主题，“重返费孝通之路”是要
配套的论坛主题，而我的“艺术乡建”
逐步从中国的僻远地区回到上海乡村
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形成的。比如正
在进行中的“艺术踏青”项目，它既是
一个“%"!' 新绘画”展览的公共教育
项目启动，也是接着 %"!(年罗泾的
“边跑边艺术”艺术乡建实践经验，而
直接将上海郊游的概念提示了出来。
当郊游有了艺术内容，这样的乡村既
能为市民提供文化郊游，也可以为当
地乡村注入来往人群，以形成传统与
当下、乡村与都市中的对话关系。
“艺术乡建”不会是大规模的社会

改造，但它可以进行最接地气的沟通
和逐步发展出因地制宜的乡建提案。
在上海周边地区如何乡建，这是“人
文中国与艺术乡建”论坛上的重点，其
中的朱家角案例和奉贤的儿童教育乡
村基地的案例分享，都来源于这些一
线的产业投资与运营方。在这样的田
园综合体和旅游商业综合体中，确实
是需要从一开始就要有艺术内容。乡
建中重要的二产转型到三产文创本来
就与艺术创意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甚
至可以说这是从艺术乡建到乡建艺术
的转型。

从上世纪 %"年代中国开始乡村
的城市畅想，到当代的“城乡中国”中
的乡村与都市二重唱互动，艺术是一
种相对可靠和最低成本的试探。当今
中国乡村问题远远比费孝通时代的
课题要复杂得多，而且艺术家们是
“行动的费孝通”而不只是希望结出
费孝通式的学术成果。当下“江南一
带”的乡村经济需要当下的社会学行
动，而不只是纯粹的传统的田野调查
式的研究。通过“艺术乡建”我们可以
重温费孝通的发展社会学，当这两者
高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足以成为
新社会学理论，并在新社会学理论上
替艺术家记上一笔。

“江南一带”的艺术乡建
! 王南溟

! ! ! ! 上一个周末，“)*+ %,

-./*0 1 上海艺术 %, 小时”
梅开二度。%"家美术馆、博物
馆，$"多家画廊、艺术空间，#"
多家设计概念店、餐厅等公共
空间，只要一张 !'(元的通票，
就可以逛遍。
海归学子听说了，问：“通

票是给游客的吧？”得知是给上
海市民的艺文福利，又问：“走
马观花……怎么欣赏艺术呢？”
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专家的观
察：申城市民对艺术的追捧，很
多还停留于追求时尚的层
面———在展厅轧闹猛，拍照、发
朋友圈。
“上海艺术 %,小时”的初

衷是积极的。广告文案中的“打
破生活和艺术的界限，构建起
一场全城艺文嘉年华”“丰富多
彩的活动造就出一种全新的海
派生活方式”，颇为吸人眼球。
然而，欣赏艺术并非轰轰烈烈
的运动，看展览并不需要狂欢
节式的饕餮。
友人专程赴东京观颜真卿

特展，惊讶于彼国展厅的安静、
有序，人们专心致志看作品、读
导览文字，不过瘾再排队看第
二遍第三遍，没有人拍照……
我听着，想起本城博物馆的董其昌特
展，展厅里不时回荡着“排排队”“动起
来”等吆喝声，好不容易到了名作前，
某些观众却顾不得看展品而埋头弄手

机……
艺术浸润城市，好美的愿

景！浸润，是一个细水长流、渐
渐渗透的过程，怎么可能一蹴
而就？！仅观上海与世界艺术之
都的差距，就观众层面而言，问
题在于，看展览如何从跟风行
为上升到审美行为？培养合格
乃至优质的观众，便是拿古今
中外的优秀作品去滋润、熏陶
他们，让他们的眼睛始终接触
好东西，在他们的心里埋下美
的种子，渐渐地他们的日常审
美就会得到改观、提升。而这一
切，都需要时间，都得静下心慢
慢来。

!'$%年，朱光潜先生撰文
谈“人生的艺术化”，以阿尔卑
斯山谷公路旁的一条广告———
“慢慢走，欣赏啊！”———作为标
题和结尾。他写道：“许多人在
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
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
汽车兜风，匆匆忙忙急驰而过，
无暇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
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
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
惋惜的事啊！”八十多年过去
了，今天重读这一名篇，仍毫无
过时之感。

“慢慢走，欣赏啊！”什么时候，上
海人可以慢下来，流连于身边的美、世
界的美，那就离世界艺术之都又近了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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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网络电影制作商———网飞
（23456789曾经被法国戛纳电影节
以“不在电影院放映”为理由拒
绝。此次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却
以《罗马》拿下三项大奖，这是网
飞发行的第一部入围奥斯卡最
佳影片提名的电影。对于曾经被
传统电影行业拒绝的“网络大电
影”（简称“网大”）来说，奥斯卡
的褒奖来之不易。而即便这部电
影在艺术上实至名归，但其“网
大”的身份却再一次引起了电影
界的争论。
以斯皮尔伯格为代表的一批

电影人，已经对奥斯卡的评分规
则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通过流
媒体放映的电影，不该和院线电
影在颁奖礼上享受同样的待遇。
同时，他们也希望能改变奥斯卡
的评奖规则：一部电影必须在院
线有至少上档 ,周，才能获得竞
争奥斯卡的资格。如果他们的建
议被采纳，网飞在以后的奥斯卡
上，可能会遭遇和戛纳一样的尴
尬。

%"!# 年，网飞出品的《无境
之兽》尽管在威尼斯电影节和金
球奖上都获得提名，但当时的网
飞坚持院线与网络同步发行，而
使这部电影遭到北美四大院线联
合抵制，因此直接被奥斯卡无视。

%"!&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当
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玉子》和
美国导演诺亚·鲍姆巴赫的《迈耶
罗维茨的故事》参加主竞赛单元
的角逐时，片头的网飞标志也引
发了观众一片嘘声。
这怪不得戛纳的观众，本身

法国法律就有规定：电影在影院
上映后 $:个月内，不能在家庭平
台上播放。这是出于文化产业的
行规，赚钱要影院、碟片一轮轮排
好次序来。
网飞当然无法接受，它坚持

自己制作的电影要通过网络在全球同步上
映。法国的影院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而戛
纳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规则。当 %"!(年戛
纳电影节临近，主办方宣布，如果网飞;或
任何其他公司9 拒绝承诺在法国的影院上
映其发行的电影，那它们将被禁止参加未
来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但是它们提
交的影片可以保留，用于其他单元的展映。
网飞选择了和戛纳“硬扛”到底。%"!(

年 ,月 !!日，该公司的首席内容官萨兰多
斯告诉媒体，他们将完全退出戛纳电影
节———不仅是竞赛单元，还有电影节的其
他所有展映活动。%"!(年的网飞，已经底
气十足，因为他们准备送展的作品，就包括
阿方索·卡隆的这部《罗马》，以及已故传奇
人物奥森·威尔斯的遗作《风的另一边》。
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我们同样

能看到网飞大力推广的几部电影，但此举

也一样招致了当地参展商的愤
怒。然而，《罗马》仍然拿下了金狮
奖，《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
也拿下最佳改编剧本奖。在艺术
类电影这一块，网飞在被戛纳拒
绝后，更加来势汹汹。
《罗马》是一部好电影，而网

飞也是许多制片人的福音。但横
亘在主流电影节和流媒体平台间
根本的争议在于：“电影”是什么。
对网飞来说，“电影”是他们

提供的内容，只要你为他们的服
务付费，你可以以任何你想看的
方式观看。但对于戛纳电影节来
说，电影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它需
要特定的环境，以及保护，来防止
市场力量排挤艺术表达的可能
性。
法国对待文化产品和服务的

态度，一直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商
品和服务，而且他们还把这条写
进了法律。其理念是，无论是什么
类别或类型的电影，都是一种公
共资源，或者说是公共艺术。《卫
报》曾经评论说：电影对法国人太
重要了，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接
受电影是一种商品，并且会受制
于自由市场里简单的供求力量。
还有一种看待电影的态度则

来自一个更加好莱坞式的框架，
在美国，电影在很大程度上仍被
认为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娱乐活
动，是周末消遣的一种方式。同
时，美国的艺术和文化很大程度
上是由市场所导向的，这促进了
大量的创新，却也同时会将那些
“过时的”或“赚不了钱的”、无法
维持市场活力的艺术形式给毫不
留情地淘汰掉。因此，不管是加拿
大多伦多电影节还是圣丹斯电影
节，由于在非常不同的生态系统
中运作，因此，它们并没有效仿戛
纳电影节的做法。
美国人在娱乐活动中重视个

人的观影体验，而在法国以及欧
洲的许多地方，电影作为一种文
化和艺术形式，仍然地位崇高，除
了市场效应，电影所带来的戏剧
体验仍旧被放在首位。
本质上，法国人和主流电影

人认为，电影的完成度还包括在
影院欣赏的氛围———事实上，早
在一个世纪之前，欧美就曾风靡
过“气氛影院”，把影院内饰和银
幕、音响的技术调整到当时最高
水准、最美阶段，旨在为观众创造
一个欣赏电影的最佳环境。而网
飞这样的影业“新贵”则把电影当
作很纯粹的“内容产业”———在怎
样的环境、怎样的时间里看都可
以。如此，打破了空间壁垒就削弱
了欣赏电影的“仪式感”和“共情
氛围”，有可能减弱了电影的感染
力；打破了时间限制，则是“坏了
老规矩”———影院先赚票房、随后
出碟片让发行商再赚一轮，接着
衍生产品问世形成长线销售这一
施行多年的行业规则。换言之，欧

洲人更视电影为“艺术”，网络时代的网络
大电影公司，则恃“财”无恐并以此笼络更
多的“才”。

从网飞的“网大”开始，这两个世界在
%"!&年戛纳电影节上第一次发生了碰撞。
而如今，亚马逊在今年圣丹斯电影节上高
达 ,&""万美元的“爆买”，网飞在艺术电影
上的布局以及与知名导演的合作，这两家
流媒体巨头，似乎在独立电影和中小成本
电影上找到了和电影节讨价还价的筹码。
《罗马》与奥斯卡最佳影片擦肩而过，

“网大”又一次刺激电影人的神经，虽然争
论仍旧存在，但越来越多的电影节，已然
向“网大”敞开了胸怀。在今年的柏林电影
节上，柏林电影节艺术总监迪特尔·科斯
利克表示，“未来，国际电影节应该就如何
处理来自流媒体平台的电影采取一个共
同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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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期《都挺好》引起的讨论很
广泛，也很具体，或者可以说，非常
切身。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拿自己或
者身边人的经历，举出一大堆例
子，来论证这部电视剧中情节与人
物的对与错，家庭与女性议题的真
假与轻重。
《都挺好》的吊诡之处有二。一

是苏明玉在家庭身份中是弱者，而
在社会身份中是强者，她在家庭中
受尽委屈，给了她用社会强者身份
碾压社会弱者的合理理由。这层田
忌赛马式的置换，遮盖了此行为的
非正义性。二是在该剧中，苏明哲
和苏明成都已成家，而苏明玉没
有。她没有结婚生子，没有“受困”
于家庭。而且为了弥补和辅助这个
“复仇女神”的行动，该剧设置了像
石天冬这样一个“付出型人格”的
男性角色。这两点恰恰说明了女性
处境艰难，男女平权任重道远，竟
然要通过这种方式寻求所谓的“公
平”。假设苏明成在社会角色中依
旧强势，苏明玉职场失意，已结婚
生子，那她是否要继续承受受“剥
削”的命运？

不否认，《都挺好》承担了观众
发泄情绪的作用。典型化的角色塑
造，挑明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
象，给了很多观众诉说创伤的渠
道。以往有的家庭伦理剧触到了这
些问题，因为没这么极致和典型
化，所以也基本都是到这一步为
止，让观众痛，让观众气，在痛哭中
大团圆，体会谁都不容易。而后者
以一种吊诡的设定让观众“爽”。
《都挺好》之前的家庭剧，也有发泄
情绪的作用，但只有“痛”，没有
“爽”。所以现在网上出现了“绝不
接受大结局和解”的言论。

笔者认为，《都挺好》缺乏深度
思考。它只能在疏解情绪方面发挥

作用，所以反派角色苏大强和苏明
成人人喊打。一方面，类似“暴打苏
大强”“苏明成出来挨打”这样的关
键词多次登上微博热搜；另一方面，
随着苏大强与苏明成二人被做成了
表情包，观众对苏大强和苏明成两
个角色的感情也开始两极分化，一
方面“喊打”，一方面觉得搞笑、萌。
或许，这也是“人性”的体现。

如果说《都挺好》对剧中人物
的塑造太过绝情，那么“矛盾”的观
众绝对是有感情的“真人”。之前有
观众缘的反派，一般是能力强的极
致恶人，观众爱慕强者，觉得酷炫，
要么是他的身世或者别的悲惨经
历让人同情，观众也钟情。而那种
有一些让人讨厌的毛病的坏人，是
不受人待见的。而今年《知否》和
《都挺好》两部剧中的盛老爹和苏
大强，恰恰都是后一种。观众的“感
情”中，同情很少，更多的是觉得
“萌”和“搞笑”。

电视剧主打女性受众，以她们
为主角，关注女性话题。同时，低龄
观众大量涌入，他们受限于时间和
金钱，精神活动相对依赖电视剧。这

两类观众，形成了更加年轻化的追
剧方式———表情包追剧。一方面郭
京飞、倪大红两位演员生活化的表
演十分生动，是很好的表情包素材；
另一方面，这是观众自娱自乐的方
式。《武林外传》《情深深雨濛濛》《还
珠格格》《乡村爱情》，这四部剧是表
情包大户，是年轻观众对经典老剧
的再次解读和应用。第一批观众看
剧的时候，有多少人讨厌雪姨、刘
能、谢广坤，现在就有多少人是他们
的粉丝。表情包，会将角色卡通化，
归根结底是一种自娱自乐，一种创
造性游戏。相比“弹幕追剧”，把剧中
人物做成表情包，在社交网络上能
够取得更好的传播效应。

如今，反派比主角有热度，生
动的表情包起了很大的作用，搞笑
消解了恶意。有时，演员本人也会
加入表情包互动，在宣传角色的同
时，将演员和角色区分开，避免火
烧到自己身上，使角色更加萌化。
在网络时代衍生出的表情包，似乎
有其独立的审美世界———它们往
往诞生于影视中的反派角色，却被
网友们玩“好”了！

人人喊打的反派，
怎么在表情包里“翻身”了？

! 王毛毛

! ! ! !三月多青春片，片名亮眼。青
年导演白雪自己编剧、导演的《过
春天》，在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上获得最佳影片及最佳女演员奖。
!:岁的高中生佩佩在父母离异的
家庭里得不到温暖，偶然的机会，
让她在贩卖手机的生意里，欲寻找
生存价值。她每日从深圳往返香港
上学，一趟趟带着“水货”，成功找
着下家。在香港至深圳一线的水客
当中，“过春天”是一句行话，指的
是“顺利通过海关”。

影片题材别致，从起初的紧张
到后来的从容，影片细腻展现佩佩
一次次“过海关”的过程，她渐渐活
泛而有神采的眼睛让人印象深刻。
对异性隐忍的好感也表现得恰到
好处。好奇、历险、刷存在感，是青
春的元素。佩佩从嫌弃做妓女的母
亲到影片结尾，在结束水客生涯之
后，她带母亲去香港玩。这意味着
佩佩在那段特殊的生涯里，身心已
经与过去不同。

由任晓雯的短篇小说《阳台
上》改编的同名电影，也是小成本
制作，也是一段特殊的经历，催生
了少年的成长。周冬雨饰演的张英

雄欲报复的仇家弱智之女，在片中
拍摄得很美，上海方言很接地气，
张英雄与店里的同事沈重骑着摩
托在隧道里狂喊，虽是青春片里时
常有的镜头，但在这里，对于懦弱
的张英雄的内心刻划，不失为有力
的一笔。大城市，奋斗、生存于底层
的青年的压抑与弱势，其影像外延
既大过于“复仇”的内核，又阐释了
张英雄最终无力复仇的结局。

三月的票房黑马是台湾影片
《比悲伤还悲伤的故事》。根据韩国
影片翻拍的台剧，绝症、车祸、生
离———虐心元素满满。牵着深爱女
友的手，将她交到可以托付终生的
“新人”之手。男主角的忘我，女主
角的隐忍，悲伤的理想化的爱情故
事俘虏了大批青年观众。

像《过青春》《阳台上》这样讲
究意味，进程细腻，但故事相对平
缓的青春片，小众一些也是正常
的。想起了那部令人难忘的《致我
们必将消逝的青春》，汹涌的激情，
蹉跎的命运，生与死，跌宕的时间。
那些“标配”，似乎是电影欲达震撼
所必须的。

叛逆的人物，错综的纠葛，从

蒙昧狂放到成熟理智，再加上煽情
的音乐，银幕无疑有着放大青春情
结的优势。意味总是内敛的，小尺
度的，需细细审视回味；张扬的故
事，时间的玩味，富有张力的情感，
会在瞬间迅速捕获人心。

偶然看一部外国片，某高中
学校，一个班级，有学生参加了不
该参加的活动，校长一个个点名，
要同学指认某某是活动带头人。
父母示意孩子低头，但在最后的
班级指认场景，“不，他不是。”———
没有一个同学去做告密的小人。父
母是要孩子躲过学校的威胁，而孩
子说“那我以后的人生该怎样面对
现在这一幕”？——骄傲，那也是
青春感人的要素。学习着人格的
独立，勇敢地有所承担。骄傲映现
于稚气的脸庞，银幕散发光芒。像
同性间的友谊与背叛，青春片的
重要元素，《过春天》与《阳台上》
都有所表现，只是没有特别放大
而已。

小制作的用心，大剧本的野
心，青春片当然可以不拘一格。什
么样的片子可以叫好又叫座，青春
片的前景是可以有一番探究的。

三月里的青春片
! 叶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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