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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9汇文 体

涓涓流淌 爱和温暖
之所以会提到“糖水”，因为这和王磊

制作的一部新动画电影———《向着明亮那

方》有关。比起《哪吒》《姜子牙》这样长篇
的大江大河，这部《向着明亮那方》更像一

部动画版的《我和我的祖国》，8个绘本中
的小故事串联起来，或是水墨、或是彩铅，

或是剪纸、或是水彩……爱和温暖如山泉

小溪，涓涓流淌，汇入心间。关于“糖水铺”
的故事，就是其中 8个故事之一。

绘本里的故事，简单到几分钟就可以
翻完，却又能像一首诗，久久萦绕在心头。

8个故事里，《小兔的问题》很简单，小兔
问妈妈“为什么你的耳朵长长的？”妈妈

说，“因为那样妈妈就能听见很远很远的
声音了。”“可是为什么要听那么远的声音

呢？”“因为妈妈要一直听啊听，好听到小
兔子传来的消息？”“可是小兔子就在你身

边呢。”“等小兔子长大了，就要离开妈妈
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还有那个和糖水

有关的《蒯老伯的糖水铺》，深夜的糖水铺
里，人们交换着糖水，传递着爱……故事

虽短，却都耐人寻味。
能把这些温暖搬上银幕，要感谢中福

会出版社将这些原创绘本授权，也是原有
绘本 IP深度开发运营的一次创新探索，

“对于这部电影来说，爱和美就是最大的
IP。”王磊的愿望是，“明年这部电影上映

后，家长和孩子看完，能多牵一会手，多一
点聆听。”

搬上银幕 文火慢炖
说得功利点，做绘本不是赚钱的事，

很多作者都是用业余时间创作。比如《小

兔的问题》的作者是位电脑工程师，一位
不擅言辞的爸爸，他把爱化作绘本。《蒯老

伯的糖水铺》的作者蒋玉娟也说，“不是为
了稿费，是为了梦想。”她 15年前读大三

时，老师带她去出版社，编

辑给他们讲了一本《猜

猜我有多爱你》，她就想有朝一日，一定要

做绘本。如今她的孩子 8岁了，伴着她的
绘本长大。

要把绘本搬上银幕，接受票房的检
验，确实有些残忍，就像原上海联和院线

副总经理吴鹤沪说的那样，“在一个擂台
上，轻量级和重量级的比拼。”不过，这也

迫使创作者放出大招。就拿拍摄《蒯老伯

的糖水铺》的导演俞昆来说，她专门去法
国留学学习动画专业。刚刚学成归来那些

年，她发现市场上没有人关心动画片，都
忙着关心市场和票房，没有人会停下脚步

听听她想在动画片里表达的情怀。直到这
次受邀，她笑了。俞昆从北京飞去广州，扎

进真实的糖水铺。
糖水铺里，90岁的老婆婆细火慢炖，

不急不忙。遇到不想回家的小男孩，她会
给他讲故事讲道理；看到小姑娘喝她的芝

麻糊烫到嘴，也拍拍姑娘，“你急什么呀？”
老婆婆有自己的故事，她曾经欠过上百万

的债，于是就来开糖水铺，糖水是甜的，做
糖水的人却都是辛苦的。午夜，糖水铺的

老婆婆、街角换广告牌的工人、骑车小电
驴的外卖小哥……这些应该都会呈现在

影片中，告诉孩子，当你一觉醒来，好像这
座城市什么也没有改变过，但他们真的来

过。儿童作家简平说，“我们不要小看孩子
们，时代发展中的每个变化，都在影响着

孩子。”
草坪前，王磊和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

回望着过去，前者曾携《喜羊羊与灰太狼》
大电影创造过动画票房的奇迹，“现在回

头看？那是最宝贵的吗？”梅子涵说：“不要

否定自己 10 岁走过的路，20 岁走过的
路，那些都是我们努力走过的路，是我们

的人生。我们的动画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先做出中国水平，然后再达到世界水

平。”做好动画电影的路上，就像老婆婆做
糖水，脚踏实地，不徐不疾，当时不杂,?

过不恋。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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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90 周

年，昨晚，话剧《作家在地狱》在上海话剧中

心首演（见右图）。该剧以“左联五烈士”中唯
一的一位女性作家冯铿为灵魂人物展开剧

情。在龙华监狱，冯铿生命的最后 15天里，

她在监狱里经历了什么？
金属元素的布景，敲打得嗞嗞作响的铁

网，压抑冰冷的监狱氛围，带观众穿越回到

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1931年 2月 7日

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名作家遇难于龙华
监狱。其中唯一一位女性作家冯铿，在生命

的最后 15天里，面对的是一个成天混日子

的小看守曹汉民。女作家与看守，都是 24岁
的花样年纪，命运却截然不同。冯铿一腔热

血，即使身处最黑暗的地狱也坚持用纸笔持
续战斗；曹汉民自我麻痹，以为在战乱年代

对暴力誓忠，有朝一日就能摆脱暴力。观众
和台上的演员一起见证了冯铿与曹汉民之

间关于信仰的碰撞，在历史的回响中感受信

仰与热爱的力量。
编剧韩丹妮在回忆创作灵感时说：“现

代有很多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迷茫，但是冯

铿在那样一个年代，却可以那么义无反顾，
干什么事情都很直接，一条路向前走。我觉

得这样的人很有榜样力量。虽然她的生命很
短暂，年仅 24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她的

人生又非常完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

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90周
年。冯铿，曾被誉为 20世纪 30年代“中国新

诞生的最出色的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之
一”，并在 23岁时就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10月 13日，《作家在地狱》剧组前往上

海市龙华烈
士陵园和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会址纪念馆，在英雄可歌可

泣的事迹中深刻理解了历史背景，为艺术创
作注入信仰的力量。通过一位在历史上真实

存在过的烈士的故事，她的爱情与友情，文
字与信仰，理想与热爱，来解答部分当代人

正在经历的一些迷茫，这也是导演马远希望

《作家在地狱》能够带给观众的。作为一个
85后导演，马远说，“我有意不把它排演成

一般的年代戏，我希望能让观众感受到它不
是特定时期的别人的历史，而是哪个时期都

会存在的故事。恰是自由，让冯铿把曹汉民
解放了出来，而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了冯

铿。这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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