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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容易下山难

    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具特色的部分，在笔

者看来当属“一带一路”电影单元。每一年，沿
线 19个欧陆国家生产的电影，总以其题材的

多样，色彩的斑斓，带给影迷异常丰富的体
验。电影节吸引人的有三点：一、电影节的趋

向性，每年 6?举办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欧洲
三大电影节的入围新作基本都会在沪过路；

二、跨文化的多样性，增进和发展中国与其他

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和交流，电影是文化沟通
的一把钥匙；三、?语种的稀缺性，受人口和

市场所限，很多?语种国家的电影本身就是
?制作，其展映的意义不言而喻。

今年，“一带一路”国家报名参展的数
量达到 1136 部，同审美上日趋单一的好莱

坞商业电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者鼓励
原创，紧扣现实，立足本土，提倡创新，仅以

本次电影节的几部中东、中亚和南亚电影
为例，其创作上的敏锐、活力和多元，令人

印象深刻。

题材
热点时事的“记忆之盒”

同政治的密切关系，已经成为中东电影
的标志。作为西亚唯一拥有较为成熟电影产

业的国家，继《何以为家》后，黎巴嫩带来了角
逐今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记忆之盒》，片

子拍得像是致贝鲁特的一封情书。蒙特利尔
的移民家庭、三十年前的尼康相机中尚未冲

洗的胶卷、几盘录音卡带，封存了上世纪九十

年代的战火以及母亲的不羁青春。战争的创
伤通过一对母女弥合代际冲突的沟通展现出

来。全片糅合了大量历史记录手段———录音、
照片、插画以及笔记和现实叙事相互闪回，怀

旧气氛浓烈，结尾却过于圆满。
题材大于故事，成为中东电影进入国际电

影节的潜规则。同样受到戛纳电影节“一种关

注”的，由法国投资、亚美尼亚女导演执导的《如
果风坠落》直接取材于纳卡地区的冲突，影片围

绕卡拉巴赫的一座废弃机场的复航故事，映射
着高加索地区的战火与和平。可惜，导演对故

事把控欠火候，结构略显松散，角色也不清晰，
两条叙事线索，像平行的跑道，没有交集。

去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得主伊朗
电影《荒野之原》，故事聚焦伊朗北部库尔德

人居住区，用长镜头、黑白色、同期声和非对
称构图，谱写了一家?砖窑厂倒闭的挽歌，反

映了社会动荡带来的产业凋敝。黑白影调是
萧条现实的写照，对于习惯了彩色的人，不止

是一种挑战。

类型
犯罪伦理的“猫鼠游戏”

融合中东、东欧和西欧混血气质，既传统
淳朴，又不失现代感，是土耳其电影的特色。

土耳其电影《困在系统中的人》是高级感十足
的金融题材，表现讨债公司的高智商斗智，

“套娃”式结构的剧情，层层剥茧，环环相扣，

最后是大反转的结局。女主酷似妮可·基德
曼，表演十分在线。“做猎手，还是做猎物？”一

语道破了金融界债权人和债务人互相依存、
互相吞噬的生存游戏。

作为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
土耳其犯罪伦理片《纯白》还是有一些余味：

美领馆对面的照相馆，被大雪掩盖的罪恶，

主人公挣扎在道德和欲望之间，三次虫子的
隐喻点明人性是如何堕落的。导演始终赋予

观众全知的视角，类似伍迪·艾伦的《赛末
点》，对凶手来说，脱罪洗白靠的是一点运

气，无需忏悔，只要发愿。每年的上海电影节
上，土耳其电影都不容?视，尤其在商业电

影的类型片制作方面，在突厥语国家中处于
领先。

国别
南亚次大陆的“裂爱关系”

印度电影是每年电影节的引进大户，
通过电影节窗口，打破观众对南亚次大陆

的刻板印象。“美国科学家居然研究一只蚊
子的旅程？白人对什么都感兴趣，所以领先

我们几十年，而我们只能过这样痛苦残破
的生活。”印度电影《里程碑》中卡车司机这

样感叹。这是北印度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大

叔是为躲避海湾战争，从科威特到德里谋
生的货车司机，片子拍得含蓄，把一切社会

背景隐到幕后———罢工、丧偶和背痛，指的

是紧张的劳资关系、没有爱的婚姻和不可
抗拒的衰老。

北印度电影没有火热的歌舞，只有冰冷
的社会现实。以金奈为中心的泰米尔语电

影，则呈现着和孟买、海德拉巴迴异的南印
度风格，更加浓烈的戏剧冲突，更加绵长的

幕前歌舞。《英勇赞曲》取材于德干航空的真

实故事，廉价航空的崛起，打破了固化的阶
层。贫富对立的主题，加上爱情的调味剂，包

装成平民热血励志故事，这是印度电影最喜
爱的打开方式，电影于民众好像连环画，通

俗不奥，浅近热闹。《裂爱关系》让人看到印
度电影的现代性一面。这部得到奈飞投资的

悬疑片，聚焦经济高速增长后动荡的婚姻，
一场家暴引发的自我剖析，全片严格遵循戏

剧的三一律，采用了美剧节奏，英剧对白，西
班牙式的反转。看过上海电影节上的印度电

影，你会明白，正是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使
印度电影能在南亚次大陆保持着 90%的本

土市场。

主题
女性电影的“别无选择”

性别议题，是电影节上的永恒母题。丰富
的女性电影创作，也是上海电影节的一大特

色。来自喀拉拉邦的印度电影《味美色辛》（片
名中译很莫名，应译“伟大的印度厨神”）主题

深刻，乍一看以为是美食片，结果做菜只占了
三分之一，一半的篇幅拍了洗碗和清理厨房，

折射劳动妇女嫁入上层社会的悲剧命运，在

夫权（男子）、神权（宗教）和父权（传统）三座
大山压迫下，被奴役的老婆终于揭竿而起，做

回自己。厨神其实是反讽，厨房暗喻女人一生
的囚牢，上流社会充满光鲜礼仪，关起门来只

有无尽的眼泪。
根据贾斯坦邦民间传说改编的克什米尔

电影《牧羊女与七首歌》是一部诗化风格的民
族志电影。“那条蛇重得动都动不了，可是一

蜕皮就又迅速游走，是否皮囊才是我们的问
题？”全片用七首民歌相串，表现一个牧羊女

从顺从婚姻走向自我觉醒的过程，羊在片中
通篇都是女性的隐喻，最后，女人选择了蛇作

神祇，在克什米尔雪谷中以身献祭，完成了对
生死的超越。

伊朗电影总是带你通向无解的现实。去
年东京电影节首映的《别无选择》结构精妙，
主题深邃。它用“三个女

人一台戏”的方式，隐喻

伊朗社会的代际困境，
每一个阶层都是理所当

然，每一个个体都是别
无选择，伦理、道德和法

律层面的拷问，看得你
窒息。这又是一部没有

父亲的伊朗电影，妇女

和儿童……

◆ 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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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 活力 多元
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看片札记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大概是我们关于

“上山”二字，最朴素和本能的对答。这也是本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

片《上山》里至关重要的一句台词，诠释了片
中人物的命运。

《上山》是摄影师邬迪的导演作品，曾与
他合作过多部作品（《青红》《左右》《闯入者》

等）的第六代导演王?帅担任监制。影片讲
述老警察翟胜利（涂们 饰）在新闻报道中发

现 20 多年前一起杀人案的嫌疑犯李宝才
（吴晓亮 饰）的下落，上山前往玉皇观独自

展开调查。

上山容易。两年前，远在意大利的王?帅
给邬迪打了个电话。“他给了我《上山》的剧

本，让我导演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是惊大于
喜。”接下来，邬迪想了几个改编方向，王?帅

回国后从机场直奔餐厅与他相见，“我们见面
就开始讲故事，我谈了对剧本的理解和修改

方向，我们一拍即合。”作为摄影师，邬迪经验
丰富，技巧娴熟。《上山》里一个风光旖旎的偏

僻山区，一座光怪阴森的儒佛道观，导演充分
利用摄影优势和道观封闭且复杂的空间，将

悬疑感做足，同时将过去和现在通过心理活

动交替剪辑，让观众从一开始被真相所蒙蔽，
到最后拼出案情原貌。

灯光、摄影、剪辑、配乐，齐齐交足类型片
的功课之外，《上山》在表演方面也卖相不俗。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涂们在片中出演一
位老警察 ，他认为这个角色想要传递给观众

的是“要相信坚持的力量”“老警察年轻的时

候有遗憾，但就是依靠着坚持，把人生中的所
有遗憾弥补了”。这位很少夸自己演的电影的

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这次却说：“看过全片
后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青年演员吴晓亮

在剧集《长安十二时辰》中有过出色表现，监
制王?帅正是因为这部戏才找到吴晓亮，让

他出演影片男主角。片中，吴晓亮要诠释从
“杀人犯”到“僧人”的转变，挑战极大。“每天

化妆就要 4?时，但我不想刻意用什么方式
方法提醒自己演了两个角色。”吴晓亮说，化

完妆他就相信自己是“李宝才”，也相信自己
是“僧人”。度的把握并不容易，不过这位青年

演员让自己相信了角色，也把这种相信带进

了电影，带给了观众。倪虹洁在片中的戏份不
多，寥寥几场，她要诠释的却是一个女人的一

生。“她曾经有发光发亮的梦想，最后被磨砺
得眼睛都黯淡无光了。”映后见面会上，倪虹

洁替角色发声：“上山容易下山难，人生每一
步都没有捷径。一步错步步错，所以要踏实走

好每一步。”

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这个看起来很

华丽的主创班底，似乎没能真正讲好一个故
事，拍出一部抓人的悬疑片。一则，导演摄影

技术过于娴熟，许多时候惊悚气氛的营造显
得匠气，缺乏新意，几番“套路”之下，观众很

难投入情感；二来，叙事结构试图创新，可惜
故事讲至中段，已经悬念全无，剩下的时间

里没有惊喜反转，只有黑白闪回，一次又一

次，叫人看得疲累；再有，逻辑上并不太经得
起推敲的破案故事，让炫技显得有些滑稽，再

加上满满的音效和配乐，放映厅便显得更加
吵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