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剧《搭手飞人》以时空交错的
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师徒、传承、
情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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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福建平潭举办的 IM 两岸青

年影展，在龙王头海滩一个能俯瞰沙滩的

咖啡厅，导演王小帅回忆起自己小时候，

文化活动很少，看电影属于相当隆重的项

目，“需要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去一个固

定的地方，看一个没得选的影片，就算放

第二遍也要去看”。从这个角度，他觉得现

在的年轻人“一出生就富贵”，有了很多观

影选择。

的确，截至 2023年 8月底，全国影院的

日营业量在 1.2 万家，仅暑期档就放映了

3456 万场；即便是 IMAX，截至 2022 年年

底，IMAX中国在大中华地区的影院网络遍

布 210多个城市的 794家影院，其中在中国

大陆就有 762家。

“家门口看电影”在城市已非难事，但是，

依然有许多年轻人选择“跋山涉水”去看一场

电影。他们或是追寻电影节的方向，或者是为

了一场告别青春的首映，或者就是想体验

IMAX 的光影效果……总之，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

为电影节跑过的路，近则
100多公里，远则1000多公里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魏子博在 4天
内看了 9 部电影；第十届， 3 天看了 8 部；

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各去了两天，平均每

天看 3 部。“提前规划好了，时间来得及就

赶过去看，当然，要留出吃午饭的时间。”

魏子博的“特种兵”电影节之旅，从 2017
年开始，7年，他一共去了 5次电影节，为

电影节跑过的路，近则一百多公里，远则一

千多公里。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魏子博的观影安

排共有 3天，他最期待的，是在第三天排片

的一部电影，也是他千里迢迢从河北赶到上

海的目的之一——4K 修复的、一票难求的

《悲情城市》。

因为热爱，所以可以跋山涉水。“电影

节从来不缺优秀的电影！”在电影节上，魏

子博能够看到许多院线无法看到的电影，遇

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影迷，体会到平时无法感

受到的庆典般的氛围。“看电影不只是消磨

时间和消遣娱乐，更多的是让我从各样的人

物故事里感受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

式，也会让我变得细腻，注意到更多生活中

的细节。”魏子博说。

每一篇个人公众号的观后感，每一次豆瓣

打卡，每一张小心翼翼收好的电影票……魏子

博努力将自己“追逐”电影的经历记录下来，不

放过与电影产生的每一丝联系。

2021 年北影节，魏子博的“电影搭

子”临时有事，他一边帮哥们儿出票，一边

独自踏上观影之旅。在转票群和电影院里，

他结识了几个如今还在联系的志同道合的朋

友。“我是个 i人 （内向的人），但每当我和

他们聊到电影的时候，总能感到大家的热

情，一个人的电影节也就不算孤独。”

对于成名已久的导演，电影节也有特殊

的吸引力。王小帅没有听过 citywalk这个时

下网络热词，但他其实一直是这么实践的。

他可能忘了和谁聊过创作、在哪儿看过电

影，“反正电影人和电影院可能都长得差不

多”，但是哪一个电影节有“多好玩”，记得

清清楚楚。

他回忆起多年前在土耳其参加的安塔利

亚金橘国际电影节：“从酒店窗户望下去，

有一个大平台，平台上有一个游泳池，泳池

边立着大银幕，人们可以在泳池里看电影。

几米外就是沙滩，沙滩很长，隔几十米就燃

着一个篝火，篝火边有小小的吧台，摆着吃

的喝的……”

平潭是一个海岛县，在海岛办一个青年

影展，王小帅最记挂的不是展映、不是颁

奖，而是海边的音乐会和派对，“肯定是要

先享受沙滩上的一切，再享受电影，得够年

轻、够火热”。

“配得上我的十年青春”

因为喜爱科幻和诺兰，加上想去中国电

影博物馆打卡，曾艺苑萌生了去体验全国最

好的一代激光 IMAX GT 原版的想法。在

“蹲点”了两个星期之后，曾艺苑终于抢到

了中国电影博物馆每天放映一场的 《奥本海

默》。当然，她也知道，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从学校去那里，单程要花费近两个小时——

先骑单车，再转地铁，最后乘公交抵达——

她到达的时候，刚好赶上检票进场。

《奥本海默》 时长 3 个小时，看到网上评

价说电影有一些枯燥，曾艺苑一度担心会有观

众中途离开，影响自己的观影体验。“很难

得，几乎没有玩手机的人，也没有哭闹的小孩

和进进出出的人，电影院全程都很安静。”沉

浸的观影氛围和极致的观影效果，让曾艺苑很

快投入电影之中。

《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 上映的时

候，十年漫威迷陈欣怡和朋友疯狂刷手机，只

为抢到零点首映场的电影票。“大连市区内几家

IMAX 影院观影体验好的位子很快卖完了，我

恰好看到，普兰店那边有一场满足我所有观影

要求的首映，于是立刻买票。”

普兰店离大连市区有 70 多公里，因为陈

欣怡和朋友一行人数太多，所以她们最终选

择了坐火车。“先坐轻轨再转火车，坐的还是

绿皮火车，总共要花近两个小时。但不会觉

得麻烦，你为爱好付出汗水是值得的。”陈欣

怡说。

去程，陈欣怡和朋友一直激动地预测着电

影的结局。凌晨 3点多电影结束，她来不及为

自己喜爱的英雄去世而悲伤，就风尘仆仆地奔

向火车站，因为早上 8 点还要回学校上课。

“回去的路上大家已经说不出话，可能是奔波

太累了，也可能是还沉浸在剧情之中。”下车

的时候，陈欣怡和朋友只是拍了拍彼此的肩

膀，就回到了正常生活。

“跑了这么远只为看一场电影，你问我后

悔吗？答案是完全不后悔。”一场“终局之

战”，让陈欣怡等待了多年，追了一部又一部

的电影之后，她更想在第一时间了解这些英雄

的结局，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陈欣怡觉得，自己确实可以在市区的

IMAX 影院买一个前排“凑合凑合”，但不管是

从电影本身，还是她为电影附加的情绪价值来

说，她都希望有一个配得上这场结局的更好的

观影体验。“其实我更多是在为自己的情怀、为

自己的青春埋单。既然看了，我就要拿出最好状

态，这样才配得上英雄们的十年终局，配得上我

的十年青春”。

“如果没有电影，我的快乐应该
会少很多”

到了杭州工作之后，陈欣怡依旧会转 5趟
地铁去看一部杜比全景声的《蜘蛛侠》，也会出

于热爱，把《封神第一部》陪不同的朋友连刷 5
遍。在陈欣怡看来，看完一部电影带来的体悟、

她和朋友看完电影后的交流、电影给她带来的

生活上的变化……一系列连锁反应，都是一部

电影给予她的正向反馈。

陈欣怡把自己定义为“电影爱好者”，因

为电影自始至终都是融入她日常生活的爱好和

消遣。“未来，我可能做不到像年轻时坐着火

车去通宵看电影那么疯狂，但还是会有不远千

里去看电影的打算。比如明年，我真的很想追

一追 《封神第二部》的路演”。

对优质电影的尊重和对影院设备体验感的

追求，使曾艺苑乐于“跨区观影”。她不会在

一部电影一上映就去电影院观看，而是会在查

看网友评价、确保自己会获得很好的观影体验

后，才奔赴影院。

“看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件有仪式感的事

情。”曾艺苑说。而且，她希望自己未来的发

展方向是在学术之路上深造，刚巧 《奥本海

默》 讲述的就是一位物理学家的故事，“我看

到影评说，这位物理学家没有完全沉入物理世

界，他会看到世界上的其他苦难，这对于想做

学术的我来说，是一个榜样”。

曾经有一次期末考试周，考完所有科目以

后，曾艺苑觉得自己的情绪没有释放。直到看

了一场电影 《心灵奇旅》，把所有的压力通过

电影宣泄出去之后，她才觉得自己的期末真正

结束了。

曾艺苑说，自己在需要放松或是有其他情

感需求的时候，会特意找一些电影观看，或释

放压力，或突破自己，进而去理解一些自己之

前不愿意理解的东西，“如果没有电影，我的

快乐应该会少很多”。

王小帅不认为非得在一个隆重的大礼堂里

放电影，只要有正常的放映条件就行。他觉得，

电影节其实只是一个展示平台，对导演来说，接

下来的命运是之后的事情，“蛋会不会孵出鸡，

鸡会不会长大，那是后面的事”。所以，年轻的创

作者来参加电影节，就应该“东看西看、东走西

走”，除了关注电影，更应该关注一个地方的气

息，包括美食。

每次去平潭，一下飞机，王小帅喜欢直奔海

鲜大排档。平潭还有一种特色小吃叫“天长地

久”，正好影展期间，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

正在放映。已经先吃一步的记者向他推荐了这

个“同名”小吃，王小帅决定也去尝尝。

跋山涉水，我们去看一场电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徐浩峰 1993 年上大学，赶上了诗歌黄金时代

的尾声。“那时候，诗人还游走于校园，大学生在

宿舍收留流浪诗人；每个高中都有摇滚乐队，大

家拼的其实是歌词。我们相信只有笔和纸，也能

干艺术。”

于是，徐浩峰对“练文字”这件事是有执念

的，那也可能是整代人的特征。

不久前，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话剧

《搭手飞人》 首演，这是作为电影导演的徐浩峰的

首部大剧场话剧。作品根据他发表在 《收获》上的

小说 《白俄大力士》改编，以时空交错的方式，讲

述了一个关于师徒、传承、情义的故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早在 2001 年和 2003 年，

由他执导的话剧 《北京无冬天》《这块儿的黎明静

悄悄》，分别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与实验剧场上演。

徐浩峰说，北京电影学院有个传统，从“第五

代导演”再往前，学电影导演的学生同时把话剧导

演也学了，所以在话剧能力上没有问题，“电影学

院的老院长章泯和导演系老主任田风，在新中国成

立前就是著名的话剧导演”。

但毕竟是一个电影学院，做话剧导演就显得有

些“孤单”。“一方面没有这么一帮搞话剧的同学一

起；一方面需要自己做话剧剧本，而我的修为还不

够”。所以在导完两部话剧后，徐浩峰暂时停止了

话剧导演生涯。

出乎周围人意料的是，徐浩峰没有立马转战影

视剧导演或者编剧，而是写起了小说，一写就是快

十年，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倭寇的踪迹》 在

2011 年才诞生。这在中国导演身上并不常见，但

徐浩峰觉得自己的选择并不稀奇。

“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导演，很多之前是影评人

或者小说家；苏联电影新浪潮的很多导演，也都以

文学修养著称。所以，这不是我的奇思妙想，某种

程度上算是继承。”徐浩峰说，“我们这代导演相

信，先把笔头练好，再当导演。”

从大一到大三，徐浩峰写了三年诗。那时候没

有那么多发表渠道，写诗只为自己；那时候打印

贵，对学生来说比较奢侈，复印便宜些，于是徐浩

峰把自己的诗先工工整整地抄到纸上，再去复印，装订成诗集。不

过，诗集已经和大学时光一样，只留在了记忆中，“我有一个同学中

年失败，退出影视圈，退出城市，回到家乡。他后来与同学们的交

流，就是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诗——他一样得到同学们的尊重”。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徐浩峰的身份十分“斜杠”：从 《倭寇的踪

迹》到 《师父》《箭士柳白猿》《刀背藏身》……他拍出了自己的武侠

电影风格；除了给自己的导演作品当编剧，还曾凭借 《一代宗师》获

得 2014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在北京电影学院当老师，还几

乎每年都出版小说……终于在 2023年，他重回话剧舞台。

《搭手飞人》 中，当代一部武打片的首映日，一位电影厂老职工

的子弟，向职工宿舍的保安道出这部武打片的故事素材来源，继而追

溯到 1916年天津武术界的一桩比武事件。情节推进的过程中，天津

武术文化的传说与典故、人情与品格，天津传统武术界的推手与大杆

子技法，一一呈现。

拍电影时，徐浩峰要求演员“真打”，武打形态要以“打得有

理、赢得漂亮”为标准，一招一式，“让武打呈现出古典建筑的理

性”；到了话剧舞台，还打不打？“以前的话剧遇到打戏，往往模仿的

是京剧，摆一个样子，慢慢打两下，或者转到台后。我想做一个突

破，一是加长时间，二是加上速度和力量。”

徐浩峰发现，电影适合表现复杂的动作和招式，其实现实打斗中

并没有那么多花样，往往两个人一搭上手，其中一人就飞出去了，也

就是所谓的“搭手飞人”——这在话剧舞台上得到再现。看来，话剧

有时候比电影真。

徐浩峰对天津武行尤其钟爱。话剧 《搭手飞人》 与他的 《师父》

《门前宝地》 等电影一样，讲述民国时期天津武行的面子与里子、规

矩与破局。徐浩峰母系中的一些人是旧时代天津社会结构中的主干人

物，他姥爷的弟弟李仲轩则是天津武行中的人物。“由于家庭原因，

我从小听到各种各样的传闻，长大以后有机会去掌握家族口传之外的

一些社会资料，这样，慢慢形成了独特的题材。”

“百年前中国人的生活逻辑，是我作品的主题，我也一直从民

间汲取养料。年轻时我大量采访自己爷爷辈的人，做了许多口述史

文章，因此对民国时期有所了解，在这部戏中能够有所体现。”徐浩

峰说。

什么是百年前的逻辑？徐浩峰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有时候道德

比法律管用。“中国百年前的商业没有那么多纸面的契约，很多时候

是口头承诺，没有物证，甚至连个人证都没有。但只要说了，就会兑

现。证据可以被赖掉，有契约就有欺诈，但讲道德则不会。”

徐浩峰说：“我们这代人从校园走向社会，正是社会发生转型的

时候。又过了几十年，我把这样的故事搬上银幕或者舞台，发现现在

的年轻人很喜欢。他们又开始相信礼仪与道德，尊严与坚守。”

中学时代，徐浩峰在中央美院附中，先学国画又学油画，老师同

学都预测他会成为

一个优秀的画家；

然而在毕业创作的

时候，他又想当一

个电影导演，考入

北京电影学院。

“我最喜欢的

身份，还是电影导

演，这是我年轻时

候就有的志向。我

几 十 年 所 做 的 一

切，都是为了能坐

在监视器前。”徐

浩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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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鑫宇

近段时间，与春风得意的国产商业片相
比，国产文艺片面临的市场反响，却是另一番
景象。从暑期档算起，入围戛纳“一种关注”
单元的《燃冬》、获得金爵奖最佳导演加最
佳男主角的《不虚此行》、在平遥影展大获
好评的《永安镇故事集》……哪部不是深孚
众望？又有哪部不是惨败而归。

以票房论，这几部在电影界颇受看重的
文艺片，票房最高2000多万元，最低的300
多万元。正式在院线上映后，这几部作品的
豆瓣评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细数比较集中的差评，有人觉得 《燃
冬》中的情欲拉扯用力过猛、无病呻吟，让
普通观众难以看懂；有人觉得《不虚此行》
对生死议题的探讨自说自话，显得悬浮、缺
乏真实感；有人觉得《永安镇故事集》题材

太窄，纯粹是电影人的圈内“自嗨”……对
文艺片而言，这些批评并不致命，也不会遮
挡影片的其他闪光点，但都是缩小范围的

“票房毒点”。
除了这些影评性质的声音，也有许多差

评，把重点落在影片本身内容之外。在这几
部作品中，最先上映的《燃冬》，因为选在
七夕节当天上映，让不少冲着小清新爱情片
去的观众觉得自己遭到了“题材诈骗”。《不
虚此行》引发的争议，则与主演胡歌路演时
强调非商业片“也需要票房”有关。很多网
友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就是“拒绝绑架”

“不要卖惨”。至于《永安镇故事集》，更是
把圈里圈外都得罪了一遍——电影制片人面
对票房不佳的现实，发微博公开攻击部分差
评影评人与观众，随即遭遇舆论反噬。如此
种种，显得国产文艺片观众不多、“瓜”却
不少，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心中的负面印象。

作为一名电影爱好者，我对商业片和文
艺片“荤素不忌”。上文提到的这几部电影，
我都去影院看过。一方面，我挺喜欢其中一些
表达，对网上的批评意见并不完全认同；另一

方面，我也很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这些角度
对作品展开批评。这几部作品确实偏重作者表
达、相对悬浮、不对主流观众的胃口。这并不代
表这些作品拍得不好或是不值得拍，但是，影
片的主创和投资方对票房成绩也该心中有数，
而不是到公映后才哀怨“错付”市场。

抛开个人主观感受，从可信度较高且偏爱
文艺片的豆瓣评分上看，这几部遭遇票房滑铁
卢的文艺片，都是合格、有亮点，但质量并不
过硬的作品。处在这个区间的文艺片，如果不
能和大众关注的社会议题形成共振，又不去迎
合主流观众的口味，本身就很难出圈。过去，
某些国产文艺片的确靠“卖惨”式宣发，取得
超出类型预期的票房，但那样的成功很难复
制，而且只会越来越让观众产生疲劳感乃至

“上当感”。
一个健康、开放的电影市场，当然应该对

文艺片敞开大门，给大银幕上的各种表达提供
空间和机会，但电影市场从来不会保证、也没
有义务保证每部电影都能成功、都能赚钱。拍
文艺片不容易，但这既然是主创的表达、主创
的选择，主创就要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不同的结

果。有些影史留名的文艺片，不需要用票房证
明自己，依旧赢得业界的一致好评；也有一些文
艺片，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求生意识”，愿意把
身段放低，以此换取更好的票房表现。

近年来，也有文艺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
绩，比如去年的《隐入尘烟》、今年上半年的

《宇宙探索编辑部》。这些作品也有与商业片不
同的独特表达，能看到强烈的作者性，但完成
度更高，也与现实议题、当代人的精神状态更
为贴近。从这个角度出发，它们的票房成功不
是偶然。未来的文艺片作者如果想要追求高票
房，不妨好好总结一下这些成功经验；那些更
想追求作者性、不愿为了市场调整方向的创作
者，也要学会放下票房执念。

如果说电影创作者能从最近几部国产文艺
片的颓势中学到什么，或许就是不要凡事先怪
观众、怪院线。怪来怪去，不仅无法得到想要
的结果，还会坏了口碑。先认清自己想要什
么，然后踏实地把作品呈现出来，带着合理的
预期迎接结果，才是一种成熟的创作态度。也
期待在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优秀的国产文艺
片“百花齐放”——不论票房成功与否。

文艺片票房遇冷，别先怪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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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搭手飞人》剧照。 柴美林/摄

徐浩峰在话剧《搭手飞人》排练现场。 陈阳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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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电影创作者能从
最近几部国产文艺片的颓势
中学到什么，或许就是不要
凡事先怪观众、怪院线。

视觉中国供图

对优质电影的尊重和对影院设备体验感的追求，让今天的年轻
人为了追一部电影，可以跋山涉水，近则100多公里，远则1000多公
里。总之，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文化批评

（上接 1版）905 个学校室外体育场地全部免

费向社会开放，279个学校室内场馆免费或

低收费向社会开放，累计入校健身人次超过

965万。

“数智”城市建设也是“亚运惠民”的

重要成果。杭州亚运会在筹备过程中形成了

一个以数字化手段支撑的工作体系，也被称为

“一屏三端”。“一屏”是指亚运会综合指挥体

系，“三端”则指办赛端“亚运钉”、观赛端

“智能亚运一站通”、参赛端“杭州亚运行”。

“智能亚运一站通”也被称为“Game Pass”，
毛 根 洪 表 示 ， 赛 后 该 端 口 会 变 为 “City

Pass”，将汇集更多服务市民、游客的要素、

信息和服务。

毛根洪提到，依托于承办亚运会而进行的

城市建设改造、环境治理、交通提级、场馆设施

完善等举措，都将真正实现亚运惠民。同时，在

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全民健身习惯、社会文

明志愿的精神、公共服务能力等，也都将对城市

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

“亚运惠民”成果亮眼

（上接 1版）同时，杭州亚运会还推出了“云

上亚运村”低碳账户，鼓励“村民”通过光盘

行动、垃圾分类、无塑购物等获取积分、兑换

奖品。

在运动员村有一座“无废小屋”，大家可

以凭低碳积分来兑换奖品。“垃圾分类一次，

就可以获得 10个积分，50个积分就能参与扭

蛋抽奖。”一名“无废小屋”的工作人员对记者

说，“有位运动员直接抽到了一个路冲板。”

除了凭积分参与扭蛋抽奖，在“无废小

屋”还能学习到很多低碳小知识，而且这里的

家具、摆设也都是通过废物回收后制成的。

“无废小屋”成为亚运村的一道亮丽风景，是

“村里”最受欢迎的地方。

“杭州亚运会遵循节俭办赛的理念，各类

器材设备能租不买、能借不租，废旧物资尽可

能再生利用、变废为宝。”曹建松说。

淳安界首体育中心场地自行车馆的木质

赛道是用租来的赤松木拼接而成，赛后可以

拆掉，场馆则可以根据需要再次改造。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体育馆原有的 5000多个座椅，经

翻新后重新“上岗”，成为亚运赛场的一部分，

最大限度减少了资源的浪费。

在亚运会手球项目比赛场馆浙江工商大

学文体中心，原有地板被保护性拆除，随后捐

赠给有需要的山区学校，整修后的废旧地板

再利用率达到 80%。

场馆改扩建过程中产生的废旧物料也被

最大限度再生利用。杭州亚组委场馆建设部

规划技术处副处长李沈飞以宁波亚帆中心为

例介绍，“在场馆建设过程中，我们将从近陆

域地块开采的 76万方石料回收，回填到海里

用于建设特色防波堤”。

据了解，宁波亚帆中心的用电由 15 个光

伏电站提供，实现 100%绿电供能。此外，黄龙

体育中心改建过程中产生的 9000 多吨建筑垃

圾，也被破碎处理并分类利用，节约资金约

100万元。

杭州亚运会还在边角废料的创新利用上

做文章。“我们将吉祥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

角料，收集制作成多彩吉祥物，每只都有不一

样的拼接色彩，都是独一无二的吉祥物。”曹

建松说。

此外，杭州市余杭区传梭博物馆还利用废

弃木头和笋衣，创作了“无废亚运”加油鸭，成为

亚运村“网红”，深受广大运动员的喜爱。“我们

想通过这只小小的‘加油鸭’向大众传递‘无废

亚运’的理念。”传梭博物馆馆长郑芬兰在接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

味着固体废物能够完全资源化利用，而是推动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曹建松表示，

自成功申办亚运会以来，杭州全面贯彻绿色办

赛的要求，将“无废”理念融入亚运会的筹备、举

办和赛后利用全过程。“目前已经形成具有杭州

辨识度的‘无废亚运’品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

‘无废城市’建设的成效。”

本报杭州10月6日电

“无废”理念为杭州亚运会添“含绿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