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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像奖的“中年危机”
王以赫

《谁来伺候妈》聚焦老年人赡养问题
本报讯 关注老年人赡养问

题的家庭伦理大戏《谁来伺候妈》

日前登陆北京卫视。该剧由表演

艺术家彭玉领衔担纲，用轻松幽

默的轻喜剧形式演绎了林家的酸

甜苦辣，真实再现了“ 中国式老

人”的生存状态，并结合了“啃老

族”等热门的社会话题，引发各界

观众的关注讨论。

作为余淳导演《老牛家的战争》

的“姊妹篇”，《谁来伺候妈》此次将

关注点从父亲转移到了母亲身上，

林母操劳了大半辈子，含辛茹苦地

将 3 个儿子拉扯成人。3 个孩子成

家后也各有各的问题，当得知母亲

得了癌症时，兄弟间因为“谁来伺候

妈”“谁继承妈的房子”而产生一系

列矛盾，掀起了一场家庭争夺大

战。最后，林母用自己独有的智慧

帮助孩子们解决了各自家中的问

题，母子、婆媳也在经历了各种矛盾

之后，体会到亲情的重要，大家相互

理解，都得到了各自的幸福生活。

余淳曾拍摄过多部家庭伦理

剧，他认为，每一个导演都有自己

的创作思路和独特的地方，自己的

作品则一定要真实、接地气，贴近

生活，观众才会爱看和喜欢。由于

家庭剧的观众群一般是中老年人，

他们能从剧中找到自己、亲戚或邻

居的影子，能在观看过程中寻求到

情感和价值观的共鸣，这便是一部

作品的价值所在。 （李 骞）

《无问西东》演绎青春不朽传奇
本报讯 （记 者 钱 力）电 影

《无问西东》4 月 16 日在清华大学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该片是清华

大学授权并直接参与投资拍摄的

励志电影。章子怡、张震、黄晓

明、陈楚生等主演集体亮相，以个

性迥异但同样怀揣梦想的角色向

不朽的青春传奇致敬。

该片导演李芳芳毕业于纽约

电影学院研究生院导演系，《无问

西东》是她的第二部电影作品。李

芳芳说，“无问西东”四字来自清华

大学的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指的是美好的德行和与人有益的言

辞是青春飞扬的根基。在成长过程

中，每个人都面临纷繁的选择。无

论外界的社会如何跌宕起伏，坚守

原则，才能勇往直前，无问西东。

章子怡透露，该剧剧本十分

精彩，她在看过剧本 3 天后就决定

接演，“剧中人物角色的刻画非常

丰满，这个角色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想要留下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

形象。”据悉，章子怡在片中的角

色 经 历 了 友 谊 和 爱 情 的 大 起 大

落。而另一位主演黄晓明表示，

这是一部精密细致、用心制作的

电影。为了追求细节真实，剧组

历时一年搜集了近 17 万张历史图

片，手工制作生产服饰近万件。

春节前，剧组已经完成了在

北京地区拍摄的全部戏份，将于

近期转场云南继续拍摄。

本报讯 （记者钱力）4月16日，

由教育部主管、中国传媒大学主办、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承办的全

新音乐类学术期刊《音乐传播》创刊

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内刊《音乐传播》历时 4 年，已

经成长为在专业领域中有一定影

响力的学术研究平台，为《音乐传

播》转为正式刊物奠定了基础。《音

乐传播》成为正式刊物，进一步巩

固了其音乐传播研究的学术地位。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袁军在

致辞中对《音乐传播》杂志的成长

提出了殷切希望，期待《音乐传

播》能够不断提升理论水平、文化

品位，加强与政府、社会的联系，

发挥在音乐传播科学研究领域的

引领辐射作用。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

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

组召集人仲呈祥在致辞中回顾了

《音乐传播》的办刊历程，并对《音乐传

播》的学术品位等方面提出了期望。

《音乐传播》是一本在国内外

公开发行的中文季刊。其办刊宗

旨为：刊载音乐传播及相关学科教

学和科研成果，探索音乐传播的基

本规律、特点和方法，提供音乐传

播领域学术交流平台，促进我国音

乐传播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传播》创刊

《饮 食 男 女》是 一 块 金 字 招

牌，在这个“台面上是饮食，台面

下是男女”的故事里，有徐立功、

李 安 、王 蕙 玲 等 璀 璨 的 主 创 名

单，也有当年台北生活的风土人

情。一部电影写一个城市，写一

个年代的点点滴滴，写一个家庭

两 代 人 之 间 互 相 爱 却 无 法 走 近

的距离，对于电影里的中国式情

感表达来说，17 年前的《饮食男

女》与《饮食男女 2012》有着同样

的惊喜。

作 为 一 部 等 待 了 17 年 的 续

集，《饮食男女 2012》与当年的《饮

食男女》相比，依然是讲饮食，依

然有男女，依然围绕家庭，只是时

光已经流逝到了 2012 年。归亚蕾

作为唯一一个经历两部作品的演

员，她所饰演的白苹这个角色不

仅延续、承担起了一个家庭从台

北到杭州的穿梭，也经历了半个

多世纪的情感穿越。

剧本初稿所确定的老年人的

故事线索和情感脉络，在全剧中

基本被沿用。我在其后几稿中对

于两个女儿的故事进行了重新的

编排。《饮食男女》中 3 个女儿的情

感故事都是很具有时代特征的，

具有台北生活的鲜明痕迹。但时

空发展到 2012 年，现代社会男女

青年的情感问题则越来越成为问

题。“80 后”的婚姻状态究竟如何，

可能还有待社会学家、伦理学家

进一步研究判断。因为剧中老一

辈的情感承载了太多的痛苦，所

以两个女儿所经历的情感相对来

说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没有第三

者，没有畸形的恋爱关系，没有恶

搞。就是简简单单，在单纯中看

出平淡，看出年轻人不甘于平淡，

到最终理解细水长流胜过一切轰

轰烈烈。

要写恨是容易的，比爱更加

容易。但是之前 1994 年版《饮食

男女》让我感受到最大的魅力在

于克制。这份克制是李安的电影

所 特 有 的 艺 术 魅 力 。 再 大 的 波

澜，哪 怕 历 经 生 生 死 死、重 重 劫

难，在他的镜头下也就是一个淡

淡的微笑。我理解所有声嘶力竭

的呼喊都是属于琼瑶剧的，而《饮

食男女 2012》的美感也应该传承

那份平静。当年王蕙玲落笔在各

种男女交往的细节，正是这些细

节与观众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

让人回味，让人在不经意间莞尔，

体会到疼痛，这种感觉也正是我

剧本创作初衷所在。

《饮 食 男 女 2012》电 影 的 核

心，是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的碰撞，以及传统文化传承

的问题。中国人讲究“家、国、天

下”，在任何时代，不管社会价值

取向如何改变，家庭始终是维系

社会的精神所在。片中人物由离

散到聚首，两代人之间的沟通，他

们之间情感的处理方式，都符合

中国式的伦理观念。

家庭对于任何人来说，都非

常重要，甚至于需要以某种仪式

感来证明它的格外神圣重要。所

以在《饮食男女 2012》中，士哲要

求女儿们每周一定在家里吃一顿

饭。所以白苹会为了张全不远万

里跑来杭州各种搀和，所以瓦儿

会为了保护士哲的餐厅而选择辞

职。在《饮食男女 2012》里，每个

人都对家做出了自己的注解。在

这里，家是一顿饭，是士哲开了 30

年的餐厅，是一道传承半个多世

纪的名菜。将男女情感与家庭存

在形式联系在一起，比单纯的一

纸婚书对年轻人来说更加具有具

象的说服力。在任何时代，不管

社会价值取向如何改变，代沟如

何存在于两代人中间，家庭始终

是维系一国、一家的精神所在。

而如果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

一对恋人因为战争分隔，那么这

个故事一定是关于找寻的，男女

主人公一定会突破重围。《廊桥遗

梦》中弗兰西斯卡为了家庭所做

的牺牲曾经轰动一时，但是这种

故事在中国则会显得那么的稀松

平常，因为中国式情感是可以关

于等待的。长久以来，中国人理

解 的 情 感 都 并 不 一 定 是 长 相 厮

守、远 走 高 飞，他 们 可 以 为 了 民

族、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主义而淡

化个人诉求，因为这种牺牲所带

来的崇高感可以淹没一切个人主

义、享乐主义所带来的个人快感

体验。一个人可以几十年做一道

菜 、想 一 个 人 ，这 便 是 爱 、是 等

待。这是一种中华民族对于情感

流露的特质化理解，而不是美国

爱情片的类型处理方式。

中国电影本来就应该立足于

这种不相同的民族情感差异和民

族文化特质。纵观近年来的中国

电影市场，台湾电影总是带给我

们一些不断的惊喜，不论是《翻滚

吧阿信》还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

的女孩》，台湾电影对于台湾文化

的展现，对于当代人现实的观照

总能让观众在看后不禁莞尔。作

为一部合拍片，一部在台湾和大

陆 同 步 上 映 的 电 影，《饮 食 男 女

2012》其中的文化融合，对于传统

民族情感的观照想必也是影片最

大的长处所在，这种传承不仅仅

由于 17 年前李安所开创的《饮食

男女》的电影品牌，更是根源于电

影市场本身的需要，就如同影片

中的素食展现一样，不仅仅是指

美食文化，而是在此基础上追寻

的更加极致的情感表达，是一种

源于传统积淀的情感纯粹。

（作者系电影《饮食男女2012》

编剧）

《《饮食男女饮食男女20201212》》的中国式情感文化的中国式情感文化
谭谭 苗苗

1988 年在北海团城（艺海轩）

举办首次个人绘画展；1991 年出

版第一册《颜珍画集》；1993 年《版

纳风情》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亚太

地区水墨画大赛获得“新作特别

金奖”；1997 年电影剧本《幸运组

合》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拍摄

成电影；2003 年 20 集电视连续剧

《锣鼓巷》被购买，2008 年拍摄完

成；2005 年二十集电视连续剧《艾

丽丝的圣诞礼物》被购买并拍摄

完成；2007 年二十集电视连续剧

《百花深处》被购买……

如 果 上 述 成 果 归 属 同 一 个

人，你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

样两种看似迥异的艺术形态，为

何会在她的身上集中展现？她又

何以同时对这两者产生浓厚的兴

趣，继而驾驭自如？

颜珍的回答是，她通过影视

剧作与美术创作来感触世界。在

她的眼里，前者更加浓烈与愤懑，后

者更加平静与安详。在这种火与冰

的交织下，才是最真实的自己。

“胡同三部曲”
述说北京情怀

《锣鼓巷》、《百花深处》、《烟

袋斜街》，这是颜珍创作的“胡同

三部曲”。前两部已经被拍摄成

电视剧并相继播出，引起了不小

的反响。“最初的设想是分别想写

胡同中所发生的官宦、平民、王府

的故事。”她说。

在《锣鼓巷》中，颜珍讲述了

一件宝物、两代恩怨、三户人家的

情仇。颜珍和锣鼓巷有着很深的

缘分，她工作的北京画院此前就

在锣鼓巷附近的雨儿胡同，“以前

的南锣鼓巷很古朴，那些建筑经

过 那 么 长 时 间 的 侵 蚀 都 变 得 很

旧了，但是你一走进来就能感受

到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正是

这种对锣鼓巷的深厚感情，一个

发生在锣鼓巷里的兴衰故事在她

心中逐渐成型，想要记叙老北京

胡同历史、宣扬地域文化的情绪

越来越强烈，《锣鼓巷》因此应运

而生。而另一部《百花深处》，则

是以以北京称谓最美的 3 条胡同：

杏花天、芳草地、百花深处为背

景，以 3 个小女子父辈的一个悬疑

案子，讲述了她们被无辜秧及的命

运和身世。

“喜欢写作，其实是从小受父

母的影响。”颜珍告诉记者，小时

候她的父母都在中影公司，当时

中影给员工的福利就是每个周末

都会放电影。她也因此看到了很

多市面上看不到的电影。得天独

厚的资源，耳濡目染，她对之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喜欢的就

是简单朴素的语言风格，完全按

照 剧 本 的 形 式 来 走 ，很 少 有 描

写、抒情之类，所以给后期的影

视 改 编 留 下 了 很 大 的 发 挥 空

间。”她说。

在“胡同三部曲”中，既能看

到不少现实生活的影子，又能看

到被还原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我

总认为，需要把故事落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以这个时期出现的人

物、事件作为大背景，这样写来，

它的可信度才比较高。”写作过程

中，颜珍不仅阅读了大量相关历

史资料，使得邵飘萍等人的形象

在剧中真实可感，还研读了各种

与胡同相关的民俗书籍，体味老

北京文化的独特韵味。“刚开始写

的时候会特别有兴趣特别兴奋，

有时候经常会一天十五六个小时

井喷式地写，特别精神。”颜珍说，

“但遗憾的是《百花深处》后来被

改编成电视剧时，比较粗糙，里面

很多精彩的部分，如‘壬子兵变’

等历史事件都没有了。这或许是

商业化的悲哀。”

闹中取静
我有一支生花妙笔

美术专业科班出身的颜珍，血

液中流淌着父亲颜地的艺术天分，

又同时注入了自己的独特灵气。

“绘画一定要有好心情，心要特别

静。一般来说，我认为作画时自己

的心理活动以及所处的状态比较

干净。而与之相反，很多愤懑，则

是需要靠写东西去发泄。”

颜珍的居所，也是一处闹中

取静的所在，最大的特点就是随处

可见各种绿色植物。“樱桃树、柿子

树、杏树、李子树、核桃树、山楂树、

葡萄架……”颜珍向我们一一介

绍 。 朋 友 称 她 的 花 房 为 天 然 氧

吧。丈夫方子哥给她起了个别名

“花仙子”，“这里的三株芭蕉，本来

都已经奄奄一息了，经我媳妇悉心

照顾，很快都恢复了活力。”方子哥

自豪地说。平时要是看到有被丢

弃的花草，颜珍都会带回家来，悉

心照料。“毕竟是一条生命。但凡

还有绿，就想往回捡。”她说。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颜珍认

为，绘画与影视是最好的动静结合

的表现所在。“比如尹力、冯小刚、

霍建起等人，都是搞美术出身。在

她的理解中，绘画所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平面里去塑

造氛围。而影视与之相同的一点

是，也需要把流动的时间的氛围融

汇到整个拍摄过程中。“比如尹力

所执导的《无悔追踪》，就是把上世

纪 50 年代初期的人物环境还原得

特别好。而这是非美术科班出身

的人难以做到的。”她说。

颜珍的画介于工笔与写意之

间，自成一体。她主要喜欢画花

卉还有动物。获得内地、香港、台

湾联合举办的“新人新作绘画奖”

的作品《妙龄》，画的是美丽绽放

的郁金香，仿佛十六七岁的妙龄

少女。获得亚太地区水墨画大赛

“新作特别金奖”的作品《版纳风

情》，画的是以西双版纳风情为背

景的两只开屏的孔雀。“人物我很

少画，因为我认为人特别善变，而

这种变化多端，我希望通过我的

另一支笔——影视剧来酣畅淋漓

地抒写。”颜珍说。

“她的血液里有着山东人的

耿直和正义，这是我很钦佩的。”

方子哥笑盈盈地看着妻子。

“我是个粗线条的人。”颜珍

说，她喜欢很随性的感觉。

日前，颜珍正在紧锣密鼓地

写作“胡同三部曲”的第三部——

《烟袋斜街》，此外，还在创作另一

部影视剧本《白衣飘飘的年代》。

4 月 15 日，一年一度的香港电

影金像奖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落下

了 帷 幕 。 但 在 这 一 片 繁 华 的 背

后，香港电影人和香港电影业所

面临的隐忧与危机，足以引起所

有关心与热爱香港电影的人的关

注。自 1982 年创立至今，香港电

影金像奖已成功举办了 31 届。作

为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电影颁奖礼

活动，香港电影金像奖一直都是

香港电影人心中的“奥斯卡”，也

是香港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奖项，

乃至整个华语地区最有影响力的

电影奖项之一，与台湾金马奖、内

地的金鸡百花奖并列。但是，“人

到中年”的金像奖，仍然面临着很

多隐忧和危机。

合拍片隐患：“港片已死”？

本届金像奖提名最佳电影的

5 部影片《桃姐》、《窃听风云 2》、

《龙门飞甲》、《夺命金》与《让子弹

飞》中，不难发现，其中有 4 部都属

于所谓“合拍片”的范畴，还好有

杜琪峰导演的金融惊悚片《夺命

金》为纯正的香港本土电影撑了

门面。而在获提名的合拍片里，

除了《让子弹飞》之外，在其他影

片的出品方里，我们都能看到内

地影视大鳄博纳的影子。也就是

说，一家内地民营电影制作公司

竟然占据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有

价值奖项提名的 3/5，这不得不引

起人们的思考。其实，自 2003 年

内地与香港签署了 CEPA 协定，放

眼近年来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合

拍片的分量已经越来越重。也正

因为此，熟悉香港电影的影迷们

也 许 会 有 感 慨，曾 经 的“ 香 港 电

影”有些变味了。在包括刘伟强、

陈嘉上、陈可辛、王晶在内的香港

导演纷纷北上淘金的大背景下，

香港电影和自己原来的艺术传统

开始渐行渐远，以至于许多人为

怎样定义香港电影产生了困惑。

这也成为困扰许多香港电影人的

问题。

由于亚洲范围内韩国电影的

崛 起，香 港 这 个 昔 日“ 东 方 好 莱

坞”的地位急剧下降。残酷的事

实 使 得 香 港 电 影 人 不 得 不 把 目

光 转 向 内 地 。 因 此 合 拍 片 这 种

新 类 型 也 就 应 运 而 生 。 由 于 迥

异的审查制度，香港电影工业原

来引以为傲的众多类型化作品，

如 恐 怖 片、警 匪 片、黑 帮 片 等 都

很 难 进 入 内 地 市 场 。 那 么 就 只

剩 下 爱 情 片、古 装 喜 剧 以 及“ 政

治正确”的警匪片。但长期浸淫

在纯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下，戴着

镣 铐 跳 舞 的 香 港 导 演 们 并 不 那

么 得 心 应 手 。 如 果 说 当 年 陈 可

辛 导 演 的《如 果 爱》为 两 地 合 拍

片开了个好头，那么接下来香港

导演为内地市场量身定制的作品

中许多都缺乏新意且质量不高。

比如《画壁》、《白蛇传说》、《杨门

女将》甚至被称作是烂片。刘镇

伟、刘伟强、陈可辛、王晶这些香

港电影界的翘楚，并没有给内地

观众交出太满意的答卷。另外，

香港电影在香港本地的表现也在

下降，比如去年香港票房最高的

华语电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

的女孩》。网络上不无影迷感慨

“ 港 片 已 死”。 但 香 港 导 演 到 内

地拍片也是大势所趋，那么如何

在内地与香港的不同市场、不同

观众、不同趣味间找到一种微妙

的 平 衡 ，恐 怕 是 值 得 思 考 的 问

题，因为这将关系到香港电影的

未来。

更新换代、与时俱进不足

香 港 电 影 人 才 的“ 青 黄 不

接”，在这几年的金像奖评选结果

中可见一斑。比如今年《桃姐》最

终以 5 项桂冠而成为了最大的赢

家，但其实摘得最佳导演的许鞍

华，以及与其竞争的杜琪峰，都是

香港影坛的老面孔了，两人都先后

3次捧得最佳导演的殊荣。许鞍华

推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时，此次金

像奖的主持人 Angelababy 都还没

有出生。不妨再来看看获奖名单

中的其他名字吧，倪匡、张叔平，几

乎没有多少新鲜面孔出现。以最

佳男女主角来说，刘德华、叶德娴

合在一起年龄超过 110 岁，香港的

新生代演员似乎还没有太成气候，

显得乏善可陈；而最佳导演提名人

里全部都是已摸爬滚打 20 年以上

的资深导演。这不由得让人产生

一丝忧虑，电影业最依赖创意，而

创意的背后是人才。但年轻电影

人的举步维艰，在一定程度上也会

影响到观众对于香 港 电 影 的 信

心。从这一点来说，香港电影业

需要找到共识，积极培养新人，让

他们更多地能有表达的机会。毕

竟，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未

来电影的生存空间也会受到一定

的挤压，要想赢得习惯上网的年

轻观众，香港电影必须及时实现

“世代交替”，人才的重要性也就

不言而喻了。

此外，金像奖还存在一些所

谓的“潜规则”，比如动作明星和

武侠片都很少获奖。影响力大如

成龙者，8 次获得金像奖提名，但

最终也都是铩羽而归。另外在对

于新技术的运用方面，评委们似

乎也显得有一些“视而不见”，比

如号称第一部真正 3D 华语电影

的《龙门飞甲》，尽管徐克也拿到

最佳导演的提名，但最后还是只

拿到了一些技术奖项。金像奖的

评判标准似乎还是更看重传统上

的“人文关怀与艺术价值”，这点

从历年的最佳影片中可以看出端

倪。这种标准固然无错，但金像

奖是不是也应该有与时俱进的精

神，在保持自身个性的同时，顺应

新时代的发展呢？

需要更加开放包容

最后，香港电影金像奖一直

在公众和专业人士的心目中是非

常具有公信力的。然而在这几届

提名公布后，总会有人表示质疑，

认为金像奖搞“区域保护”。客观

地说，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即便在

内地、香港合拍蔚然成风的今天，

金像奖入围条件仍然对于主创的

香港身份有要求，比如最佳导演

候选人必须是持有香港居民身份

证的香港永久居民；影片的工作

人员中最少有 6 个项目必须是香

港居民。

一方面来说，这种政策本身

没有错，因为香港电影金像奖从

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鼓励香港电

影创作，这是金像奖的宗旨。但

另一方面，考虑到市场因素与发

展前景，香港电影金像奖走出自

身的小天地似乎又是必然的。尽

管奥斯卡奖从某种意义上区域性

特点也很明显，至少非英语影片

一 般 只 能 参 与 最 佳 外 语 片 的 角

逐，但美国本身的电影市场决定

了它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另外好

莱坞电影工业也早已高度国际化

了。那么对于面积狭小的香港而

言，这种优越的先天条件并不具

备。所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去 迎 接 未 来 只 会 更 加 明 显 的 内

地、香港联系紧密的趋势，我想这

应该是金像奖主办方需要认真思

考的。总的来说，香港电影金像

奖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恰恰

是整个香港电影业下滑趋势的一

个缩影。只有积极应对，方能让

香港电影拥有更璀璨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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