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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一代》的故事发生在山西大同，21 世纪
初，这里充满了浮华与机会。巧巧（赵涛饰）与斌哥
（李竺斌饰）在此过着惬意的生活。斌哥既是她的
男朋友，又偶尔以经纪人的身份为她的演出打理事
务。然而，心怀抱负的斌哥离开大同去外面的世界
闯荡，承诺一旦赚到钱就会回来接她。五年后巧巧
踏上了一艘前往奉节的游轮去寻找斌哥。然而，无
论她如何尝试，斌哥对她的短信和电话都置若罔
闻。无奈之下，她只得在当地新闻台发布了一则寻
人启事。最终，斌哥勉强做出回应，但也仅仅是确
认他们的恋情已告终结。十六年后，在返回大同市
的途中，斌哥邂逅了巧巧。然而，巧巧如今对他的
依赖已远不如从前，对他的愤怒也早已消散。

影片中，巧巧穿越丰都和三峡，一路南下直至
广东。通过她的眼睛，我们目睹了这些地方的变
迁，这一切都在她的沉默中得到了展现。巧巧经历
的种种困境以及为了重新点燃这份感情而付出的
努力，都彰显了她对爱情的执着。但贾樟柯并没有
让这份执着变得扭曲或病态，它更像是一种在困境
中寻求慰藉和希望的象征。它似乎在告诉人们，在
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世界里，爱情或许是人们唯一
可以追求和坚守的东西，而巧巧的追寻也好像不再
仅仅是寻找一个人，而更像是在这个飞速变化的国
家寻找内心的平静和生活的意义。

贾樟柯运用慢镜头捕捉时间的流逝，配合动人
的音乐，营造出一种深沉的哀愁。这种手法在旅行
场景中尤为突出，无论是巧巧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沿
长江寻找斌哥的旅程，还是人们从乡村向城市迁徙
的宏大场景以及一众平民乘客在不确定的未来中
寻求机会，如此种种皆充满了故事性。在影片大部
分时间里，观众仿佛被带入一个由其精心收集的素
材所构成的时空胶囊，其中的叙事部分有时显得像
是影片的补充而非核心。

在这部新旧交织的电影中，同步对话几乎被省
略，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流畅且富有音乐性的长镜
头以及有着丰富层次的音乐在影片中的巧妙运用
——从中国古典音乐到现代电子音乐，再到摇滚乐
——形成了令人陶醉的听觉体验。同时，影片在视
觉上也有着令人惊叹的混合风格：从纪录片式的粗
糙、接近手机拍摄的镜头，到精致而深思熟虑的场
景，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影片对歌曲的选择恰到好处。贾樟柯精心编
制了一个与时代背景相契合的音乐列表，这些歌曲
仿佛凝固了那些特定的历史瞬间，让人穿越回那些
难忘的年代。它们犹如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展现
了从大同妇女在煤炭产业衰退之际围炉而唱的传
统民谣，到21世纪前二十年风靡一时的中国摇滚，
再到购物中心用以吸引顾客的流行音乐以及一个
意外成为社交媒体焦点老人的深情吟唱。当电影
镜头捕捉到人们欢庆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
的那一刻，一首激昂的歌曲随之响起，将情绪推向
了高潮，而到了片尾，崔健的《继续》作为配乐，为这
部电影画上了一个励志的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赵涛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总是展
现出了非凡的舞蹈魅力。在《世界》中，她身着华丽
的仿拉斯维加斯风格的服装翩翩起舞；在《山河故
人》中，她随着“宠物店男孩”的《Go West》舞动身

姿；在《江湖儿女》中，她则随着“乡村人”的《Y.M.C.
A.》尽情摇摆。而在《风流一代》中，她再次在舞池
中扭动身体，随着动感的电子舞曲尽情释放，只是
巧巧并未意识到，生命中的挚爱即将离她而去。

贾樟柯的电影虽未高举女权主义旗帜，但却赞
美了女性的坚韧与生命力，这是其作品的一大亮
点。巧巧并非寡言少语，却总以沉默的方式展现她
的力量。她是一位生活的斗士，历经贾樟柯电影中
的种种考验：从情感的低谷、经济的困顿、社会的动
荡，到犯罪的阴影、暴力的威胁，甚至监禁的磨难，
她都坚韧地走了过来。更为难得的是，她能够从容
应对贾樟柯作品中多变而复杂的情绪和风格。

影片前两部分带有一种疏离感，纪录片和叙事
片段之间似乎并未完全融合，但到了以2022年为
背景的第三幕，《风流一代》突然展现出其独特的魅
力，这种魅力正是通过前面精心编排的片段累积而
成的。当巧巧和斌哥一同观看现场音乐表演时，歌
词似乎直接映射了他们的困境，巧巧的沉默最终也
达到了顶点。影片最后，当巧巧在与超市机器人简
短交流后奔向未来时，观众感受到她的故事不仅是
一个女人的故事，更是这个国家的故事。这部电影
不仅展示了一个女性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历程，更
是贾樟柯这位当代中国电影界杰出编年史作者所
呈现的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画卷。他好似21世纪中
国众多变革风暴之眼的见证者，将所见所闻以画面
的形式娓娓道来。

贾樟柯的大胆尝试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似乎
《风流一代》就是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作品，而之
前那些备受赞誉的作品更像是为此片积攒灵感的
素材库。这部电影的呈现形式与其主题以及结构
中的华丽循环紧密相连，但却没有必要深入探究每
个细节。贾樟柯的忠实粉丝或许热衷于探寻每一
幕背后的故事，通过演员的演技、精致的服装、独特
的画面比例或是胶片质感，他们能找到足够的线
索，从而将这部电影与贾樟柯之前的作品联系起
来。然而，《风流一代》自身散发出不可抗拒的魅
力，作为贾樟柯职业生涯中期的一次重大突破，它
更像是一次心灵的解放，而非一次简单的点缀。这
部作品之后，贾樟柯似乎真的获得了自由，就像风
平浪静后潮水退去，留下的沙滩仿佛一片广阔无
垠、纯净无瑕的未来。

来源：北京晚报

贾樟柯的新作《风流一代》：
像风平浪静后潮水退去

“虽然我小时候不是像
小叶那样缺爱，但我觉得我
肯定是讨好型人格，而且非
常严重。我讨好每一个人，
看每一个人的脸色，包括拍
摄时讨好每一个工作人员，
因为我希望每个人都开心。”
电影《好东西》导演、编剧邵
艺辉日前在上海浦东图书馆

“影海书香”活动中敞开心
扉。

《爱情神话》有“神话”，
有幻想，而《好东西》则更现
实、更清醒、更直白。“为什么
两部影片都把离婚男女作为
主人公？从‘神话’到‘东
西’，她让人看到了现实从形
而上到物质化的跌落，这是
不是导演自我的觉醒和成
长？邵艺辉坦言，这或许是
潜意识里的东西：“因为我父
母很早就离异了，然后父母
的很多朋友也是离异的，这
可能给了我一种印象，好像
人长大了都会结婚的，但也
是会离婚的。当然，那只是
一个孩子的想法。”邵艺辉承
认聚焦离异的人，也是出于
写作技巧的需要。因为离异
意味着主人公是有阅历的，
经历过挫败和变故，“离异人
群情感更成熟，从人物塑造
的角度来说也更饱满，更丰
富。”

《好东西》对两性问题有
自己鲜明的观点，但在表达
上却并非大张旗鼓。如印在
女主的体恤和帆布包上的英
文金句，隐藏在书架上的上
野千鹤子的书，男主倒垃圾
时墙上的涂鸦“爱情没有神
话”，以及海报上，宋佳模仿
的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
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
格，钟楚曦扮的则是墨西哥
国 宝 级 女 画 家 佛 里 达·卡
罗。这些内容就像是加密信
息，需要观众仔细探寻才能
解密出来。她以揶揄的、调
侃的方式来表达两性观点，
让表达变得友善而非敌对，
温和而不极端。邵艺辉坦诚
表示，“这也是一种技巧。”首
先，她得让大家能够在大屏
幕上看到并愿意接纳这些表
达，就不能太尖锐。其次，她
本来就是一个很随意、很轻
松的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她都希望保持一种轻松的状
态。“现实中有一些东西说不
出口或者说不清楚，所以不
如以调侃去调侃一切，让大
家看个乐子就行。”

《好东西》是人们喜闻乐
见的东西，虽然轻松不说教，
但却让观众看清自我，获得
成长，让大家开心的东西就
是好东西。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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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的新作《风流一代》，有一种独特的实验性风格：不仅跨越了中国

二十年的文化和景观变迁，而且还通过呼应其一贯的主题、地理特色、纪录

片手法和叙事结构，深入探索了他的电影世界，同时又融入从2001年至2023

年间，跨越不同时间间隔、以多种格式拍摄的镜头。这种风格曾是日本电影

大师如成濑巳喜男和小津安二郎所擅长的领域，但从广度与深度来看，这种

独特的叙事手法又让人联想到理查德·林克莱特的《少年时代》。不过，这也

可能让不熟悉贾樟柯作品的观众稍感困惑。

《风流一代》电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