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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时代，人们早已见惯“复兴号”列车在祖
国大地上驰骋，而在一些偏远山区，还有无数对
缓慢行驶的“公益慢火车”在不停地穿行，几十年
来票价不涨，这就是被当地人视为生命车、致富
车的“幸福慢车”。

3月15日，由鼎级影业（西安）有限公司主办
的电影《幸福慢车》专家与媒体观摩会在京举行。
电影《幸福慢车》由鼎级影业（西安）有限公司出
品，国铁集团宣传部、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中华
全国铁路总工会生产宣传部、中国铁路文联影视
分会等单位联合摄制。影片作为国内首部反映“公
益慢火车”题材的院线电影，以铁路助力乡村振兴

为主题，从年轻一代铁路人的视角，讲述了“公益
慢火车”过去与当下承载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展现慢火车在扶贫工作中的重
要作用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群
飞谈到，电影《幸福慢车》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
和现实意义的作品。主创用细腻的镜头画面和
电影语言，讲述了新一代铁路青年职工在给山
区百姓送去温暖和幸福的同时，实现了自我价
值，既弘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更凸显了铁路和

慢车在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中的
作用，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鼓励观众
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卓越。这部电影不仅是对
生活的深刻反思，更彰显出人性的美好。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玉赋说，这部
电影别开生面，火车是慢的，但是叙事节奏是快
的。时速不到每小时40公里的慢火车，票价最
高25块钱，最低5块钱。该片了不起的地方在
于，它借慢火车把人民至上、脱贫攻坚、扶贫救
灾等放在了全片表述的最高位置。慢火车主要
通行在贫困落后的偏远地区，该片主要发生场
景虽然是在一列慢火车上，但是小空间中见天
地，天地之间有真情。电影从缓缓行驶的慢车与
年轻铁路职工的视角，展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
的丰硕成果，强调了慢火车在扶贫工作中发挥
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原副局长、中国电影基金会会长张丕民表示，
过去常说小切口大情怀，而该片是巧切口大情
怀。其奇妙之处在于，火车之慢与中国发展之快
之间形成巨大反差，而在这种反差中主创找到
了核心表达要点。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谈到，《幸福慢车》是一部别致独特的电影。它
别开生面地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
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当下中国形象，通过
慢火车这一别致窗口，能够让全世界更有效了
解当下中国。

扎实的文学功底为影片增色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中国电影家协

会顾问、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荣誉理事长明振
江谈到，作家孟广顺曾是铁道兵创作骨干，创作
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十余部，作为该片编剧与
总策划，扎实的文学功底为影片增色不少。文学
即人学，该片在对人的刻画上非常精彩，写出了
人物命运的起伏感，能够做到以情动人。“比如
小女孩朵朵捧着一把碎钱还给叔叔以及最后列
车员向萍萍讲的一番话，都非常感人。”中影集
团原总经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韩晓
黎同样认为该片在人物塑造方面很成功。“《幸
福慢车》是一部以铁路列车为背景的主题鲜明、
内容优秀、品质上乘的院线电影。影片刻画了当
代大学生和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在前辈
的带领下，克服各种困难，努力成长为优秀列车
员，片中人物形象真实、生动、感人”。电影频道
节目部主任董瑞峰谈到，作家孟广顺曾创作过
小说《高铁作证》，这部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
剧。高铁是中国铁路的大动脉，而慢车则犹如中
国铁路的毛细血管，《高铁作证》和《幸福慢车》
恰恰从两个不同角度，对中国铁路事业发展现
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关照。

不能忽略慢火车上默默奉献的
一线职工

《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社社
长皇甫宜川认为，影片从时空上以小见大，以一
列火车折射出时代，通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国家
和民族的发展。影片使观众看到，在慢火车上工
作的这群人不容易，某种程度来看，慢火车上列

车员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关系到国家惠民政
策能否真正惠民。在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
促进司司长唐珂看来，电影既是铁路题材，也是
乡村“三农”题材，它之所以真实生动，正因为它
来源于生活。一条铁路、一组慢车改变了乡村的
面貌和乡村一代人的命运。国铁集团宣传部副
部长厉于认为，电影创作需要铁路作为素材，铁
路更需要电影来展示与宣传。铁路上有太多感
人的故事和先进人物，更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丰
功伟绩，比如中国高铁成为走向世界的一张名
片等等，但我们不能忽略那些在慢火车上默默
奉献的一线职工。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成就
了当今铁路辉煌的事业。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
副主任李心源谈到，《幸福慢车》着眼于铁路助
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以全新的视角把握了
时代脉搏，讴歌了铁路职工无私奉献的精神，是
一部情感真挚、直击人心的当代铁路题材的好
电影。中国铁路文联影视分会副主席王蕾表示，
《幸福慢车》不仅是一部触动人心的电影，更是
一曲献给铁路职工的赞歌，同时也是向每一个
努力奋斗者的深深致敬。如果说一日千里的“复
兴号”，体现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速度，那么，一
趟一趟慢悠悠的绿皮车传递的是高质量发展中
促进共同富裕的温度。

电影《幸福慢车》的推出是响应国家乡村振
兴号召的实际行动，通过讲述平凡铁路人的故
事，给予青年人生规划的启发，鼓励青年积极投
身梦想，努力拼搏，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勇敢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据悉，该片将于近期
在全国公映。

电影电影《《幸福慢车幸福慢车》》剧照剧照

在高铁时代，驶来一列“幸福慢车”
□本报记者 许 莹

关 注

电影《追月》：

孜孜以求的高光，无法重来的过往
□路海波

乔梁导演的电影《追月》最近上映后颇得关
注，该片改编自艾伟小说《过往》，原著曾获第八届
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影片开篇字幕引述了中
国古代神话“嫦娥奔月”的故事，而电影《追月》中
何赛飞扮演的女主人公戚老师年轻时正是因为主
演了《奔月》而名声大噪，成为誉满天下的一代越
剧名伶。据说《追月》电影立项之初的原片名就叫
《奔月》，因与曾有的电影项目重名而改为《追
月》。然这一字之改，反而全无遗珠之憾——“追”
字恰能完美体现何赛飞饰演的越剧名伶戚老师一
生为成功追求舞台光华，但个人生活却“千疮百
孔”、内心寥落的本色人生。

月神嫦娥是中国女性美的永恒象征，影片中
戚老师这一人物形象与月神嫦娥显然具有隐喻关
系。而《追月》的“追”字比之“奔”字，显然动能更
强劲，而且出于一种自觉的内驱力，与片中戚老师
的生命轨迹及其状态更契合。神话传说中嫦娥奔
月的原因有诸般说法，屈原在《天问》中说羿射杀
了河伯并与其妻雒嫔有染，于是嫦娥愤而窃食了
羿的不死之药奔月而去。但电影《追月》中的戚老
师一生孜孜以求舞台之光华，甚至为攀上主演之
位而背叛了深爱她的编剧丈夫，对三个可爱的孩
子也疏于照顾。其长子秋生，为被欺侮的妹妹冬
妹雪恨，打残了导致冬妹怀孕的那个负心汉。结
果自己身陷囹圄整六年。而仍爱着那个负心汉的
冬妹却因此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当初戚
老师得知冬妹怀孕，忙于演出的她只是塞钱给秋
生陪冬妹去打胎。所有这一切，让秋生不仅恨而
且与戚老师断了母子之情，甚至简直与她不共戴
天。所以电影开头，当弟弟夏生告诉秋生，妈妈已
罹患绝症，想来看看哥哥，却被秋生不仅严词拒
绝，还用刻薄的言辞，痛骂了自己这个“另类母
亲”。即便不久之后戚老师已经来到了秋生公司
的楼下，也被早有预料的秋生吩咐保安将其拒之
门外。这样一种视若仇雠的强烈矛盾是否能够化
解？这一悬念足以吊起观众的胃口。而结局的母
子终告和解——当然不仅仅是戚老师与秋生的和
解，还有她与庄凌凌等人的和解，让我们看到了这
部电影对人性开掘的深度及其所使用的高度戏剧
技巧。无疑，这其中何赛飞的绝妙表演厥功至伟。

对当下众多学习影视创作的学子们来说，《追
月》堪称教科书级别的作品，它的编、导、演都是。
尤其值得称颂的是何赛飞的表演，她在这部大女
主戏中有着不俗表现。固然其他演员无论戏份多
寡，也都贡献了自己合乎整体要求的那份精彩。
然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没有何赛飞精彩绝伦的
演绎，没有戚老师从头到尾发乎人物形象自然天
性的各种“作”，就没有《追月》的成功。对这部戏
来说，何赛飞的演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德国文艺理论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说，“莎
士比亚是自荷马以来一切诗人当中，对于人理解
得最深刻、并通过一种不可思议的直观把人看得
最为透彻的一位诗人”“莎士比亚的剧作……真实
地反映了人生”。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性格的复杂

性、丰富性至今仍是高峰。《追月》在人物性格塑造
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显示出了向这样的高峰攀
登的努力，这也才给何赛飞提供了施展其表演才
华的广阔天地。片中的戚老师作为一代越剧名
伶，在众人面前从来都自带强大气场，无论是贬低
儿子夏生的表演能力，说他没有天分；还是讥刺自
己的高足、如今剧院的台柱子庄凌凌；或是在排练
时以顾问身份直接取代导演一遍遍给演员们做示
范，真正是风光无限。唯有在儿子秋生面前，她却
不得不屈尊俯就，因为她内疚确实亏欠秋生和冬
妹太多。而她巧施手段，先是利用B角王静在首
演之时迟滞A角庄凌凌到场，而就在王静以为自
己将以A角身份登场时，戚老师却一句“还是我
来上吧”便将王静晾在一边。这个反转惊呆了王
静和其后气喘吁吁赶来的庄凌凌。但戚老师的演
出大获成功。这不仅为濒临绝境的剧团重获新生
带来了转机，也成为戚老师演艺生涯最后的高光
时刻！殊不知，这是一代越剧名伶的最终绝唱！
因为她的的确确已是病入膏肓的垂死之人。而她
之所以如此倾力最后一拼，不仅是其一生争强好
胜的天性使然，更是因为她在越俎代庖顶替导演
排戏的过程中，隐然觉得这部戏编剧的“味道”与
当年《奔月》的“味道”何其相似！这部戏似乎就是
为她而写的，一如当年为她写《奔月》。这个不能
言说的内心秘密成为强大的动力，驱动她不遗余
力、不择手段要去主演这部戏！散戏后她几近虚
脱，孑然而去，但她内心其实是幸福满足的。因为
曾经负疚于对丈夫背叛的她，已然察知失踪的丈
夫其实还深爱着自己。而她如此拼死一搏，是不
是对自己悔不当初的一种虽然迟到但必须如此的
情感表达呢？此时此刻，人们只要稍微思量一下，
便能理解，一个把戏当做生命的演员为什么非要
拼尽性命也要把戏剧之美展现在舞台上。这不禁
让人想起了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的往
事。由于常年劳累于创作和演出，他患有严重的

肺病。1673年2月17日晚上他在演出著名喜剧
《无病呻吟》时，突然咳血倒在舞台上。由于他扮
演的剧中主角是个没病装病的江湖医生，观众还
以为是莫里哀演得逼真，于是舞台下爆发出雷鸣
般的掌声。但由于咳嗽挣破了喉管，当掌声尚未
平息时，莫里哀的生命已经结束在了舞台上。

电影《追月》在结尾处迎来了一个更大的反
转：散戏后已经精疲力竭的戚老师在茶馆偶然瞥
见秋生的仇家正密谋买凶杀人，她赶在疑凶下手
前对后者做了了断。接下来令人震惊的场面是：
戚老师胸前一片血污，此刻她的大波浪假发应该
是在与疑凶搏斗时脱落了，因为晚期癌症化疗而
秀发几乎脱净的她已全然不顾自己形象骇人，只
见她有些神情恍惚地闯进夏生正在排戏的现场，
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说，我杀人了。得知真相的秋
生终于在警方监管的病房中同妈妈和解。秋生想
起很久以前听说自己的出生是母亲用命换来的，
在妈妈弥留之际，他提起此事。不料戚老师接口
说道：“我这是第二次拿自己的命换你的命了。”秋
生与母亲的道德缠斗跨度二十多年，可他终究还
是没有斗过母亲。何赛飞在整部电影中的表演有
如上天入地，大开大合，张弛有度，游刃有余。一
个拥有性格复杂、丰富多彩的越剧名伶、母亲、妻
子、女人等多重身份和性格的形象令人回味无穷，
久久难忘。

《追月》这部电影令人深长思之的地方一时难
以说尽。不过最主要的也许是，尽管世上每个母亲
不一样，甚至不完美，就像月亮也有黑色光斑一样，
但假如人们承认月神嫦娥仍然是女性美的永恒象
征，那么如戚老师那样复杂的、不无缺点的母亲，尽
管她自己从不辩解她那些缺点的来由是否包含了
许多“追月”孤勇奋斗路上遭遇的无奈、诱惑与纠结，
但至少，她是一个甘愿用命去保护孩子的心有大爱
的母亲。舍此，人们还能要求她些什么呢？！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作点评

《过往》，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2021年7月

电影《追月》剧照

2月21日，电视剧《猎冰》在腾
讯视频上线后，便凭借激动人心的
缉毒故事与主角的精湛演技收获了
一波热度。开播当天，该剧在腾讯视
频的站内热度值便破25000。与此
同时，同名原著小说的热度也不断
飙升，2月24日，小说跃升至微信
读书飙升榜第一；2月28日，小说
居喜马拉雅有声书总榜第二，收听
量近80万。

随着《猎冰》改编的电视剧热
播，大众对其背后的原型故事产生
了浓厚兴趣。《猎冰》的故事原型是
大毒枭刘招华。1995年至1999年
间，刘招华在福安市、普宁市、银川
市等地制造了超过18吨的甲基苯
丙胺（即冰毒），并从中牟取了高达
3200多万元的暴利。最终这位“毒
王”在2005年被中国警方成功缉
拿，于2009年9月15日，在广东被
执行死刑。

“这个故事太曲折了，我不想放
过它。我懂得犯罪故事和刑事侦查，
足以构成一个精彩的故事。”于是，
郭国松凭借对犯罪故事和刑事侦查
的深入了解，在积累了大量素材后，
于2018年先完成了12集的剧本。

然而少有人知的是，在剧本刚
完成时，曾一度无人问津。郭国松回
忆道：“当时我很失落，甚至想过就
当作是练笔作业了。”于是，他尝试
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连载这部剧本，

“就当是让大家免费看一部文字版
的警匪片。”

然而，就在连载了第一集后，他
收到一位外地媒体朋友的一条长短
信：“这是典型的香港警匪片风格，
千万不要连载下去，否则剧本就毁
了。”看到这条短信后，郭国松决定
暂停连载。幸运的是，曾执导过电影
《风声》的高群书导演看到剧本后对
其大加赞赏：“它写得非常真实，也很有灵
性。”并成功说服了投资人购买这部剧本。

在拍摄准备工作中，高群书对剧本提出
了建议：“12集太短了，需要给警察角色加
戏。”然而，由于创作标准上的分歧，郭国松授
权导演，再请编剧对剧本进行二次加工。

对于编剧的二次创作，郭国松也很满
意：“虽然我与高导的标准各有不同，但二次
创作与原著在整体的故事脉络上还是基本
一致的。”

当剧本被投拍后，郭国松以此为基础，创
作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猎冰》。“《猎
冰》是一部双主线小说，一条描述刘大枭的罪
恶生涯，另一条则讲述刑侦队长皮特在公安
局长‘老六’的领导下，对犯罪团伙展开追捕
的故事。”郭国松形象地比喻说：“这两条主线
就像空中架设的高压线，看似平行，但说不定
什么时候就会猛烈相撞，火花四溅。”

相比只有18集的影视剧，小说《猎冰》有
30万字，包含了剧本的全部内容，但容量远
比剧本大得多，增加了大量新情节。小说并未
使用常见的“机械降神”手法来表现警察的正

面形象，而是通过警匪双方“猫鼠游
戏”般的高智商对垒推动情节发展。
由于文字会带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
间，因此小说中关于警匪斗智的情
节更加丰富刺激。

在创作过程中，郭国松为了真
实还原故事背景，付出了巨大努力。
他说：“我亲自去了广州东郊的化工
城，深入了解了从原料到制毒设备
的每一个环节。还走进一家制药企
业的无尘车间，观察并详细记录了
药品生产的整个流程。”这种实地考
察的经历让他对故事背景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此外，他也与众多警界人
士进行了深入交流，甚至亲自前往
监狱采访犯人，以获取更直接、更真
实的一手资料，“与警察和犯人的深
入交流让我更直接地了解到案件内
幕和犯罪心理，这对我的创作有着
极大的帮助。”

然而，创作并非一帆风顺。在
设计情节时，他常常陷入困境，有
时甚至会连续数日无法突破瓶颈。
面对挑战，郭国松并未放弃，“新闻
记者和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作家
是可以虚构故事的，把生活戏剧
化。虽然我不是职业警察，也没有
写过太多破案的故事，但我相信自
己的生活经验和职业经验能够帮
助我设计出精巧的情节。”他感慨
道：“创作确实不易，但当我看到读
者们对作品的喜爱和认可时，一切
努力都变得值得了。”

郭国松表示，《猎冰》是一部文
字版的警匪片，而小说所要传递的
也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做人要
把聪明才智用在正道上。“就好比刘
大枭，假如他把聪明才智用在办一
个化工厂，或者制药厂，既可以对社
会作出贡献，也可以让自己生活得
更好。”

郭国松是知名调查记者，作为一名记者，
他天生就对新闻事件有着敏感的职业嗅觉，
他擅长从新闻事件的表象中深刻剖析其内在
因果。

“我的下一部作品还是非虚构的，不是
写犯罪题材，而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冷门的、
涉及前沿医学的研究，也是一个重大的科学
研究，对人类健康有很大意义。只要有适合
非虚构写作的好题材，我就会优先选择非虚
构写作。”

郭国松认为，无论是非虚构写作还是虚
构写作，都有各自的困境和难点。目前非虚构
写作还是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掣肘，基本局
限在一些非重大题材和边缘领域。而转向虚
构写作，也是作者突破非虚构写作困境的一
种手段。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小说也火了。郭国松
表示这并非他创作时的关注点。“从事文学创
作或影视创作，我们在创作时都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我们不会设想作品会赚多少钱
或卖多少册，而是希望作品能够尽善尽美，并
得到读者的认可。”

艺 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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