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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东
专栏作家

不在影剧场和展厅，
就在赶去的路上

Columnist

即将开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有一部参加展映

的电影很特别。这是首部中国和塞尔维亚合拍的片

子，编剧、导演是上海知名女作家陈丹燕。

读过她多部作品的读者一定会记得她女性视

角的广角镜，记得她三十年地理阅读与写作的广

袤细腻巧妙糅合。《成为和平饭店》是上海女儿

的佳作，对于想深度了解海派生活的人来说，开

卷有益。

这次奉献的大银幕作品《萨瓦流淌的方向》，

从选题到呈现历时九年。为了写书和拍片，陈丹

燕在上海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往返七次。

整部作品是三个不同身份、

不同年龄的主角和女作家保持

互动：一位是前南斯拉夫最大

出版社的总编辑，一位是策展

人乌先生，另一位是善做巧克

力的塔女士。

影片从一个貌似废弃的厂

房开始，有战争造成的废墟、

战后的纪念雕塑。主题是一家

出版社兼书店经营者为代表的

行业性坍塌过程，还有一场名为“美丽生活”的

策展历程。

书店属于出版社是古老的欧洲传统，就像我国

早年的书局。但自从南斯拉夫解体为六个国家加上

科索沃之后，经济下滑、生活巨变。原来每年都有

新书出版，书店里四处悬挂着名人画像满溢出书香，

阅读各类书籍的读者，都是满怀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而如今书店和出版社举步维艰捉襟见肘，居然因交

不出电费面临停电。当拿不到工资又不愿离开的员

工们点起一根根蜡烛，点点烛光映照着影影绰绰的

画像时，观众心底的波澜就像萨瓦河水在翻腾。

那位策展人是理想主义者，开着一辆看不出

车型的货车，一腔孤勇地四处寻找画展的场地，

屡屡碰壁却并不放弃。一个谈好的美术馆被品牌

广告商夺走，一个别墅里的小型文化馆也没了档

期，最后是在一个艺术集市上用易拉宝式的方法

完成了展览。

这位乌先生有着唐吉诃德般的勇气和力气，他

一直和导演述说解体前的美好生活和解体前后的

困惑。他把收集的画视若珍宝，又只能堆积摆放在

破旧不堪的库房里。

影片中有一位年事已高的前政要，他是策展人

的忘年交。他对展览的评价是：这是表达关于人们

怎么生活下去，真正的人民想要的真正的生活。经

济制裁也罢，轰炸也罢，都不能摧毁真正的人和他

们坚持的生活方式。这是从政者对家国命运的感怀，

堪称点睛之笔。

塔女士是公共图书馆馆

员，在大轰炸期间用祖母留在

厨房的巧克力配方做了巧克力

给孩子和朋友们吃。那是二战

时期祖母的配方，加上联合国

难民署投放的可可粉制作而

成。在全城断电家家户户冰箱

融化、街道上弥漫着被迫吃掉

化冻的肉类而飘散炭火烤肉味

的黑暗时刻，巧克力绝对是奢侈品。陈丹燕请她

在家做了一次，品尝了战时的滋味。这是一位热

情善良的女士，导演和她的主人公像朋友般相处

甘之如饴。

实体书店和出版社已难以为继了，似乎是古

老文明的破损。然米先生乌先生塔女士们还在张

开双臂拥抱生活。米先生说：我们不是高尚之人，

却不得不做着高尚之事。

影片充满着哲理和思辨的气息，淡淡的忧伤

挥之不去。陈丹燕作为塞尔维亚的中国推广大使，

在朋友们的协助下使该片参映了国外西班牙、东

京、贝尔格莱德等六个电影节，其中三次入围。

这是非常值得一看的真正纪实的纪录片（由人物

原型出演）。大家想了解手法细腻的作家导演之

银幕处女作吗？本届电影节中见。

萨瓦河边来了位黄浦江畔女导演

　　经济制裁也

罢，轰炸也罢，

都不能摧毁真正

的人和他们坚持

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