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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故事需要被一再提及古老的故事需要被一再提及
——动画电影《白蛇：浮生》

□蚌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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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声幻影

■动漫中国

欧洲的很多科幻片实在过

于实验化，而这会严重影响到此

类电影的观影体验。意大利科

幻电影《另一种结局》（Anoth-

er End，2024）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这部影片2024年2月17

日展映于柏林国际电影节，并试

图进军美国市场，但这种小众的

艺术电影能否让美国观众接受，

恐怕真要打上一个问号。

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这是

一个描写“死者复生”的故事，阐

述了亲人突然离世后生者将如

何面对的问题。影片中给出的

解决方法是：当时的科技已经能

够让逝者的意识得以留存，并

“注入”到与逝者外形相近的志

愿者体内，这样逝者将以一种

“借身还魂”的姿态重新出现在

生者面前。不过需要注意的

是，这些身体本来是具有自己

的人格的，所以这个状态不可

能持久，只能维持一定时间和

次数。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

么呢？只是为了让生者有时间

慢慢适应，并有机会与逝者正式

告别。

主人公就经历了这样一场“适应与告别”

的过程：他在开车时突遭车祸，同车的亲密恋

人不幸身亡，而他却得以幸免。为了平复这

一伤痛和内疚，他被在“另一种结局”公司工

作的妹妹“匹配”到一名志愿者，与恋人身形

相似的志愿者“携带”着恋人的意识与主人公

相会。开始主人公难以接受，因为对方毕竟

不是真正的恋人，但渐渐地，他开始迷恋对

方，甚至离不开对方，而这将会产生令人困扰

的伦理后果。然而直到影片结尾，主人公或

者说观众才最终发现，原来在那

次车祸中无人生还，主人公也早

已逝去，如今的他同样是在“借

身还魂”。他妹妹之所以要这样

做，只是为了成全一场两个人的

告别，构造出另一种结局……

从上述剧情来看，这本该是

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但在这部

影片里，设定的种种情节却显得

颇为寡淡。在长达两个小时的

篇幅里，影片的叙述者就是在对

某些概念进行直白解读，缺乏更

多的曲折与因果。尽管结局突

然反转，但显得仓促而生硬，不

容观众思考便戛然而止。

想必是为了标榜自己不是

纯粹的实验电影，《另一种结局》

刻意加入了诸多故事素材。但

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叙述思路，

通篇还是充满了明显的学院式

实验体：过多的持久凝视、冗长

的解释、陈旧的心理测试……这

些囿于概念的简单展现，在牺牲

了情节的同时也丧失了观众。

主题本身也值得一提。这

类电影格外喜欢探讨传统视野

下的科技变化所导致的人群困

惑。可事实上科技进步是跨越式和全方位

的，不会在某一领域异军突起而相关环境无

所变化。反映到影片当中，就是整体社会状

态一成不变，而某一项技术却导致了人们产

生不适甚至是恐慌。这种情况在现实社会中

是不大可能存在的。

总之，假如面向大众的电影艺术过于迷

恋单纯的哲理叙述，不去构造故事和营造氛

围，这无疑意味着某种艺术形式的老去，失去

了真正鲜活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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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暑期上映的 3D动画电影《白蛇：浮

生》可视作追光动画出品的“白蛇”系列的终章，它

一改前两部作品或瑰伟奇丽、或先锋狂野的气质，

而是彻底地回到传统故事的框架中，在温润又烟

火气十足的街市里，滋养一份饭食有味、恩义两长

的爱情传奇。

故事衔接于该系列第一部《白蛇：缘起》。五

百年后，白蛇执意偿还恩情，与青蛇来到南宋都城

临安府，寻找“阿宣”转世。断桥上，小白与许仙相

会。月下西湖，二人互诉衷肠。在见过姐夫李公

甫后，许仙与小白结为夫妻，许愿白首永偕。随

后，鼠妖散瘟、小青盗库银、端午惊变、盗仙草等传

统桥段一幕幕展开，法海捉妖是影片的重头戏，各

色人物纷繁登场，天道、法术、人心、誓言彼此交

织，不断将故事推向高潮。

《白蛇：浮生》让故事回归传统，却并未只将

“爱情”作为故事表达的主题。在许仙与白娘子的

爱情故事里，影片通过各个角色的不同特色，展现

人物对自我意志的肯定与坚持，让这个故事变成

关于“人”的传奇。许仙与小白初见，二人眉目有

情，正欲互表身份，许仙便一次次被路人拽走行医

出诊；在鼠妖投毒案中，他自购药材救助百姓，分

文不取，还冒险去山中采药——这些都奠定了许

仙忠厚老实、纯真善良、乐于助人、急公好义、偶尔

有点呆板迂直的形象。但面对家中变故时，许仙

不畏人言，勇于反驳法海，小白误会他，他便直接

倾诉心意，为了救助小白不惜损耗自己的寿命——

凡人的勇敢顽强，令妖怪宝青坊主赞叹，也令法海

法师愕然。影片的另一个凡人角色李公甫，则不停

把故事从神仙斗法拉回到人间烟火气中。李公甫

是个鲜活的“人”，他有官差的身份，时常会吹吹牛、

摆摆架子，喜欢张罗事情，即便妻子去世了也在尽

心尽力照顾小舅子许仙，许仙信任他，同僚信服他，

百姓也愿意对他敞开心扉，因而他能舌灿莲花说服

法海跟小青“相亲”，也会在小青以妖怪的样貌与他

相见时，一边哭一边接纳她们的身份。与人性的温

暖相对的是，小白的温和贤淑里带着报恩的妥协，

小青的急躁泼辣里带着野性的不驯，宝青坊主的洞

若观火里带着事不关己的冷淡，法海作为修道者，

笃信人妖殊途，坚持除妖务尽，在他的原则面前，

感情不值一哂。当一部作品里，凡人比神仙妖怪

更值得咂味，那么，它一定会在每一处细节里塞满

人间烟火的琐碎日常。

《白蛇：浮生》用了大量的故事和画面细节去

铺排南宋临安的巷陌人家、市井繁华。影片叙事

以寒食、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为节点向前

推进，每逢节日，人们走上街头，买青团、赛龙舟、

观江潮，细雨里撑起的一把把油纸伞，把水墨晕染

的临安城描摹得诗情画意。临安城里繁茂的花

木、喧闹的街巷、粉墙灰瓦的屋舍、鸡飞狗跳的小

院，灶下的火、炉里的药、相遇的石桥、水天一色的

月光，一点一滴地将二人的感情维系在人间的烟火

气中，将跨越五百年的报恩融化在细水长流的生活

里，从轰轰烈烈的爱到平平淡淡的陪伴，“许仙”没

有变成“阿宣”的替代品，“白首永偕”的誓言也如刀

刻斧凿般铿锵。

影片的视效较前作更为精致。电影的画面如

水墨画般细腻温润，人随景动，景随人迁，光影交

错，如梦似幻。在展现“仙境”“仙法”时，影片的想象

力也十分大胆。小白前往昆仑盗仙草，宝青坊主用

博山炉燃起炉烟为其铺路，博山炉内自有乾坤，时

间与空间迥异于外界，与中国古代志怪传奇中“遇

仙烂柯”“黄粱一梦”等典故相契合。昆仑山奇崛广

阔、宝青坊阴森诡异、金山寺巍峨庄严、金毛犼的

“法相”威风凛凛……每一处场景、情境的设计都

是中式美学的厚积薄发，它有古老的历史、典籍、

传说的影子，也与朴素的、熟悉的街市、园林重合。

作为“白蛇”三部曲的终章，《白蛇：浮生》的结

尾是戛然而止的。当青蛇白蛇姐妹二人并肩走上

断桥，要去与那天道争一争人间烟火的权利，影片

在此做了近乎决绝的留白。水漫金山的经典桥段

早早放在了《白蛇2：青蛇劫起》的开头，观众知道她

们的失败，那是一场可谓惨烈、充满悲情的对抗，小

白被锁在塔下，小青坠入修罗城，历经杀伐，仓皇逃

出。可走在断桥上的二人，言语轻盈，步伐轻快，她

们知道自己做得没有错，她们坚持的自我与自由并

不可以被任何人随意剥夺——这是人间烟火给予

她们的勇气，就像许多时候，勇气来自于生活本身

的爱与牵绊。

在“白蛇”系列完结后，追光公司还将继续打

造“新传说”系列作品，继续让古老的故事焕发生

机，用“旧瓶”装好新时代的“酒”。相信无论古老

的故事如何在一次次传讲中被增删、被改编、被重

构，故事里的人间烟火气和人情味都会被重重包

裹其中，传承不息。

女孩琳达的父亲

在多年前意外离世，

留下琳达和母亲波莱

特共同生活。父亲去

世后，琳达虽然对他

的记忆逐渐模糊，但

却对父亲留下的物品

有着独特的情感，尤

其是他送给母亲的一

枚钻石戒指。琳达经

常悄悄地佩戴这枚钻

石戒指，然而戒指的

丢失加剧了母女二人

的误会和冲突，使本

就紧张的母女关系进

一步升级。

《琳 达 想 吃 鸡

肉！》讲述的是一个发

生在法国的单亲家庭

的故事。琳达被母亲

误会后，母亲为表歉

意，承诺为她制作父

亲曾经烹饪的独特菜肴——彩椒鸡肉。并

不擅长烹饪的母亲出门购买食材，由于恰逢

罢工，她不得不在所有商店都关闭的情况

下，展开了一场混乱的寻“鸡”之旅。这一过

程不仅牵扯了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步揭开了

琳达和母亲波莱特微妙的家庭关系。

琳达通过彩椒鸡肉这道菜来回忆父亲，

而波莱特则通过珍藏丈夫赠送的戒指维持

自己与过去的联系。和已故亲人的共同记

忆，既是母女之间的情感纽带，又带来了两

人在情感上的拉扯。琳达和波莱特都试图

通过回忆琳达已故的父亲，寻找情感的慰

藉，只不过母女的方式有所不同。琳达一直

想悄悄佩戴戒指出门，看似是爱美和炫耀，

其实还是映照了父亲在女儿心中的印记。

当戒指被弄丢时，正在修整家中下水道的母

亲大发雷霆，她误以为任性的女儿不听劝

阻，把戒指拿到学校和同学交换了其他物

品。委屈的琳达用最孩子气且尖锐的语言，

大喊着“再也不想回到这个家”，紧接着母亲

给了琳达一个响亮的耳光。然而，激烈的冲

突被明亮的色彩和画面中和了。

然而最有趣的是，琳达的气话、波莱特

的愤怒……所有这些场面都被导演有意淡

化了。影片采用了粗犷的草图线条和明亮的

大色块，创造出跳跃、活泼的视觉风格。每个

人都由统一的纯色和线条草稿构成，大胆的

色彩运用和试验性的风格使得每一帧画面

都像是一幅现代派画作。值得一提的是，影

片中的色彩也带动了整部电影的活泼基调。

导演塞巴斯蒂安·劳德巴克在这部作品中延

续了他此前作品《无手的少女》中的风格试

验，将这种独特的视觉语言与现实家庭的矛

盾、母女间真挚的感情进行了巧妙的融合。

彩椒鸡肉不仅仅是一道菜，它代表了琳

达对父亲的怀念和对家庭过去幸福时光的

回忆。寻找鸡肉的过程，实际上是母女俩在

情感上寻求和解与亲近的过程。琳达的愿

望是吃到父亲曾经做过的彩椒鸡肉，这个愿

望在罢工期间显得尤为困难。为了找到鸡

肉，母女俩可能需要尝试一些不寻常的方

法。波莱特路过农场，她甚至在农场主的儿

子没有同意的情况下，直接从鸡舍偷走了一

只鸡……而这一切被琳达看在眼里，或许她

对母亲的理解也是从这个并不寻常的时刻

开始的。

随着波莱特在琳达眼中的形象逐渐转

变，从一开始的误解和冲突，到后来的理解

和支持，母女俩的关系在这场因彩椒鸡肉而

起的闹剧中得到了重塑。在克服了罢工带来

的重重困难和挑战后，琳达和波莱特不仅找

到了一只鸡，她们还在这些戏剧性的冲突中

获得了释放和成长。影片以一种温馨而深刻

的方式告诉我们，家庭关系的修复往往伴随

着共同经历的困难和挑战，而真正的和解来

自于相互之间的深刻理解和无条件的爱。

《琳达想吃鸡肉！》不仅是对家庭故事的

描绘，影片也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带来多

少挑战，家的温暖和亲情的纽带总能引领我

们找到和解之路。

温
暖
的
家
庭
寓
言

—
—

法
国
动
画
电
影
《
琳
达
想
吃
鸡
肉
！
》

□
李

萌

前段时间，我帮朋友挑一款4K显示器作为

笔记本电脑的外接设备。这是一个非常符合

我自己喜好的任务：虽然我并不是数码技术的

专家，但我特别乐意琢磨甚至沉溺于各种参数

和配置的对比。认真挑过数码产品的人应该

都知道：这绝对是个大“深坑”。仅以显示器为

例，色域、色准、点距、屏幕属性、刷新率、延迟、

动态范围……每个方面都有大堆可以详查的

内容。这次为了挑一款心仪的显示器，我感觉

自己没少掉头发。

电脑已经成为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的人

都会使用的电子产品，显示器也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品”。其实我自己在

用的显示器的个人体验是很不错的，完全可以

称得上满意，但毕竟是数年前的旧款式。我原

本想沿着更新换代的思路直接给朋友“无脑”

选择同系列的新款，但极为凑巧（还是不凑

巧？）的是，我意外地看到了一段网上的测评视

频，实际拍下了那款新产品的支架：它晃悠得

厉害，一点也不稳当。很快，我发现网上吐槽

这款奇葩支架的用户真的不少，我顿时打消了

选择它的念头，继续去看别的牌子、别的款式。

我是个 600 度近视患者，从小眼睛就易疲

劳，因此护眼表现绝对是我重点调查的属性。

然而一台显示器对用户双眼是否友好，就算去

实体店去挑，也是很难轻易下判断的——因为

你需要和显示器“相处”一段时间才能有可靠

的体感结论。当然，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在线

查资料判断：有关显示器护眼与否，其实有行

业比较认可的国际认证，即所谓“莱茵认证”。

但这里边的说道着实不少，

那个认证机构提供了多个档

位的护眼认证等级，它们的

效果其实完全不同，甚至可

以说相差极大——这对数码

“小白”来说真的太具有欺骗

性了。在各大显示器品牌的

电商页面上，对于是否护眼、

是否有认证、是何护眼等级，

有些竟然语焉不详，俨然一

副企图蒙混过关的嘴脸。为

了避坑，我预选出多款产品，

到“莱茵认证”的官网去把型

号挨个写进去，查询详细的

认证信息。果不其然，有多款

大牌显示器的主打款式其实

根本没有任何类型的护眼认

证。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认证

就意味着质量差吗？并不是这样。但我心里只

想着“既然你不认证，那我确实就不敢用”。

在挑选显示器的时候，我格外深刻地意识

到一个事实：我们正处于“千屏千面”的时代，

同一部电影，或者同一段动画，甚至只是同一枚

图标，其实在各类屏幕上播放、显像的结果都可

能千差万别。回想我读研那段时间的硕士毕业

创作，一部长约7分钟的动画短片，耗费了大半

年终于创作完成，可拿到别的（应该是更好的）

设备上播放时我顿时傻了眼：怎么跟我预想的

颜色不太一样，感觉偏色了呢？其实就是因为

自己当时的显示器比较廉价，色准不太行。

与之类似的议题，还有电影银幕的差异。

我有个研究生，去影院看电影的频率极高，她

在选场地时极为挑剔：她对学校周边各家影院

的放映条件如数家珍，包括不同厅的屏幕大

小、清晰程度怎样，以及音响质量优劣，甚至该

坐在什么位置才能获得更理想的效果……这

让她选场次购票观影时有更多要考虑的因素。

所以，一部电影在高端影厅里播放，跟在

条件差强人意的影厅里播放时，甚至是在家用

显示器乃至手机上观影时，在多大程度上我们

能说“大家看的是同一部片子”呢？对于现在

的我来说，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

挑一款显示器能有多难？
□刘书亮

■数字生活

■动漫焦点

电影《白蛇：浮生》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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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琳达想吃鸡肉！》海报

由大色块构成的动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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