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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多想和你再见一面》通过一段青年爱情故事，

将澳门这座兼具古老底蕴与现代风采的城市空间鲜明

地呈现在银幕上。观众最初或许会被这座城市的视觉

奇观所吸引：五彩斑斓的街巷、黄墙蓝瓦的老建筑、错落

有致的教堂与庙宇、闪耀着现代光影的高楼与酒店，交

织出一幅充满层次感与立体感的城市画卷。然而，在颇

具地域特色的场景背后，影片以色彩、文化、历史、多元

意识为经纬，将个人情感置于跨地域、跨文化的舞台之

中，引导观众在传统与现代、记忆与现实的多重维度中

体味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与精神内涵。

电影通过影像书写，带领观众重新发现这一国际化

旅游胜地内敛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当角色走入狭长巷

弄，一碗传世的牛杂、一张不起眼的木桌、几代人积淀的

民生记忆，构成温润的底色。这些被历史沉淀而未曾流

失的生活场景，让影片得以跳出抽象的时间叙事和虚无

的浪漫投射，将青年情感落实到具体而有温度的日常经

验之中。这种在地化的生活纹理，使爱情不再浮于表

面，而是在充满烟火气息的氛围里沉淀出真切质感。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得以感受到一种奇妙的文化并

置：天主教堂与妈祖庙不远相望，传统信仰与现代商业

活动并生共存，中西方的历史痕迹相互勾连、自然过

渡。观众很难在别处找到如此自然而巧妙的多元交

汇。对于生活其间的人而言，这种文化杂糅是日常图景

的一部分，而非刻意营造的景观奇观。影片在这种丰富

的文化肌理中悄然展开情节：年轻角色的情感纠葛、对

未来的憧憬与对现实的无奈，都在包容多元的城市肌理

下显得并不突兀。相反，多元文化的共存反而赋予了爱

情叙事以别样的维度，让人物间的感情互动不再是一己

之私的内向折返，而是与城市肌理、历史沉淀和社会语

境形成若即若离的互文关系。

更值得关注的是，影片在展现个人情感走向的同

时，自然融入了重大时代与社会历史节点，包括澳门回

归祖国的历史记忆、2008年的特殊社会情境、港珠澳大

桥的建成与通车等。这些宏大事件在叙事进程中，宛

如时光的河流悄然流淌，将个人的爱恨与国家社会发

展的纵深相贯通。对于在新世纪出生的青年而言，这

些节点可能已是书本里的片段、父辈口中的往事；而对

于年长一些的观者，它们曾是亲历过的时代印记。影

片将这种横跨代际的历史经验以影像加以重构和传

递，使观众得以在观看中感知一种历史连贯性，进而理

解社会与国家记忆的代际传承。这不仅拓宽了爱情叙

事的外延，更在无形中提示今日青年：当下所拥有的一

切，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经历无数变迁与努力所铺就的

连续进程。

在多元共融、历史积淀深厚的文化背景下，影片对

“距离”这一主题的运用更显巧妙。主角们的爱情并非

在地理上近在咫尺，亦非遥不可及得如同异国他乡。他

们处于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中：要见一面并非轻而易

举，却也并非完全失去可能性。在此，澳门作为连接内

地与外部世界的特殊地带，为爱情赋予了一层难言却直

观的张力。语言、文化背景、历史记忆的通达性，使距离

不仅是纯物理意义的阻隔，更是情感期待的催化。这种

距离让青春的热烈在时空阻隔中愈发炽烈，也为观众带

来别样的情感体验：当面对未来的变数与现实的桎梏，

爱情被赋予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考验。在等待与期许

之中，角色的心境得以沉淀，观者则被邀请思索距离对

人与人、人与时代之间的奇妙影响。

影片中体现出的年轻质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特

征。青年人对于感情的理解与表达常常带有“未经历漫

长岁月”的天真烙印。他们倾向于用更直接、更充满浪

漫想象的方式来诠释爱情，对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情

感状态做出不加掩饰的愿景投射。也许在年长一辈看

来，这样的憧憬不免天真，甚至稚拙，但正是这份未经时

间消磨的热情，使得爱情在影片中绽放出纯粹的光泽。

这种年轻感与时代脉搏的相互映衬，让观众不仅感受到

青春洋溢的情愫，也在青年视角下更直观地领会家国发

展的连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影片的爱情叙事已然不

只是关于两个人的故事，而是折射出一代人如何在历史

巨流中定义自身、塑造未来的精神过程。

《多想和你再见一面》作为一部在澳门取景的华语

影片，为中国电影版图增添了独特维度。在此之前，澳

门在华语电影中虽不乏呈现，却常常作为符号化的背景

存在。然而本片在创作思路与美学实践中更进一步，以

深挖本地故事为基础，将多元文化的城市肌理、浓厚的

烟火气息与国家发展的时代内涵统合其中，为观众呈现

出一个不同以往的澳门影像。

这种创作思路对于澳门电影的未来发展具有启示

意义：如果说澳门电影要实现可持续成长，必然需要在

叙事与美学上深耕本地故事，从在地经验中寻找独特性

与差异化的艺术形态。电影不仅仅是观光手册式的景

观纪录，更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展开、时代精神的沉降，以

及日常肌理的阐释，建立起城市与世界、传统与未来、个

人与国家之间有机而内在的联系。对于青年受众而言，

这类作品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次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记忆，

为他们理解身处其中的时代提供情感与思想的媒介。

在影片的光影交织中，观众可以透过澳门这座兼容

古今的城市，不仅聆听到历史回声，更能敏锐捕捉到当

下与未来的微妙张力。当澳门的色彩、美学、文化与历

史流变被有机地融入青年爱情的旋律之中，这种叙事便

生发出多重意义：既是地域文化的展示、代际记忆的传

递、时代语境的注解，也是对爱情本质的诗意探究。最

终，《多想和你再见一面》不仅是一部爱情片，更是借由

影像与叙事的复合表达，引导观众在柔和的情感流动中

回望家国记忆、思考历史传承，并在与多元文化境遇的

碰撞中，探寻未来成长的可能性。

正是通过这种纵横交织、深浅并置的叙事实践，影片

使青年人的爱情不再止于个人心事，而能折射出更为丰

厚的文化意蕴与社会思考。银幕暗下之际，我们得以重

温这一段于澳门展开的爱恋，体会那隐藏在色彩、巷陌、

宗教、建筑、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脉动。透过影像，我们

看到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听见历史与现实的轻声细

语；透过青年人的视角，我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时代发

展的连续进程与情感愿景的绵延交织。无论对观众还

是创作者而言，这部影片提供的不仅是审美体验，更是

对于当代华语电影版图扩容的一次有益尝试，为思考澳

门电影在中国电影未来版图中的重要地位打开了更广

阔的视野。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

电影电影《《多想和你再见一面多想和你再见一面》：》：

在多彩和多元中寻找历史回声在多彩和多元中寻找历史回声
□刘 俊

新作点评

本报讯（记者 许莹） 适逢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

年，电视剧《灿烂的风和海》于12月 18日在央视一套

黄金档、芒果TV同步播出，湖南卫视即将联合播出。

该剧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剧目，由芒果TV

签约导演李漠担任总导演，徐维宽任联合导演，钟楚

曦、孙阳、陈昊宇、韩东君出演。《灿烂的风和海》将视线

聚焦澳门这座浪漫而松弛的城市，通过多个来澳青年

的视角，讲述了当下都市人治愈自我、寻找爱与勇气

的故事。

澳门这座东西文化交汇的璀璨之城，在《灿烂的风

和海》镜头中呈现出全新生命力。剧中，陈嘉慧与韩俊

豪围绕赛车而展开的浪漫互动，向观众传递属于澳门格

兰披治大赛车的激情与活力，将澳门赛车文化融入爱情

火花；徐君乐和麦又歌城市漫步的场景，让观众有机会

深入了解澳门的城市风光与人文景观，跟随他们的脚

步，领略历史底色与现代气息交融的独特韵味。透过青

年群像故事的徐徐展开，大三巴牌坊、恋爱巷、疯堂斜巷

等澳门知名景点成为城市漫步的目的地和故事发生的

背景；葡式煮蚬、椒盐濑尿虾、猪脚姜等大湾区美食成为

联结情感的载体，满足味蕾也加深情谊。《灿烂的风和

海》以青春语态展现澳门的多元魅力与深厚底蕴，同时

也尝试传递出松弛自得、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无论

是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到澳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之

所向，寻回都市人“爱与生活”的共鸣，与这座城市共同

呼吸、共同成长。

继《我在他乡挺好的》《装腔启示录》之后，此次李漠

执导的《灿烂的风和海》开启其“都市三部曲”新篇章。

李漠谈到，该剧主要讲述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不同的

人在不同契机下来到同一座城市，每个人都遇见了一些

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有如夏日奇遇记。

电视剧电视剧《《灿烂的风和海灿烂的风和海》》央视一套黄金档央视一套黄金档、、芒果芒果TVTV同步播出同步播出

在澳门找到自在生活新况味

今年9月，根据短视频博主“50岁阿姨自驾游”

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上映，影片由尹

丽川担任导演，咏梅、姜武主演。上映以来，获得了

较为普遍的好评，豆瓣评分9.0，票房也达到了1.2亿

元，可以说，在艺术与市场两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

认可。无独有偶，今年年初的竖屏大银幕电影《烟

火人间》没有使用传统的摄影机，而是完全由快手

平台的用户原创内容组成。导演孙虹从5万多条短

视频中，精选出887条，分别来自509位不同的创作

者。这些创作者有农民、工人、卡车司机、厨师、老

师、学生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他们用手机记录了

自己的工作、生活、爱情、家庭、梦想等方方面面。

两部影片的大胆探索也为我们带来了互联网环境

下，自媒体向传统影视艺术输出内容题材的相关现

象的思考。

从过往经验来看，文化自媒体，特别是短视频

行业的作品内容，多取材于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

现今许多知名文化类短视频博主，如意公子、赵健

的读书日记以及与辉同行的破万卷、好读书栏目

等，其作品内容多为对经典文学和艺术作品或者书

籍的介绍与解读，此外，如李子柒、江寻千等，则主

要为非遗技艺的传承，同时制作出新的非遗作品，

如李子柒视频中“麒麟回首”的雕漆隐花衣柜等，而

其他文化类博主，则主要以对经典文艺作品的独到

见解见长。

“50岁阿姨自驾游”本身并非文化自媒体，而应

属于生活类自媒体。在短视频创作领域，生活类自

媒体往往占据着较大比重，也与更大公约数的受

众群体相贴近，这类自媒体的内容创作主要来自博

主的日常生活记录，或基于日常生活所创作的搞笑

短片。

“50岁阿姨自驾游”，顾名思义，记录的即是一

位年过50岁的女性自驾游的生活日常。现实中的

这位阿姨，名叫苏敏，她的自驾游并非人们惯常认

知中退休生活的自在悠闲，也并非人们所向往的那

种说走就走的自由洒脱，她的自驾游更像是离家出

走，是多年被家庭，特别是被婚姻生活所困之下，一

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苏敏的故

事就以自述形式出版成书，书名即为《年过五十，我

决定“离家出走”》。“木棉说”编辑部更是直接称她

为“这个时代的娜拉”，这本书的执笔卓夕琳认为她

不只是在自己困顿的生活中挣扎向前的一位中年

妇女，更是在“为自己而活”道路上具有千千万万女

性生活缩影性质的一个典型人物。其实，苏敏的生

活，不能说是艰难困苦，也不能说是美满幸福，只是

普通人的真实状态，如果抛开所谓的娜拉，抛开女

性主义，这种处于庸碌与消耗中，期待出走、期待转

变的生活，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正在经历的日常。所

以苏敏能够在面对无法选择的原生家庭，一言难尽

的失败婚姻，并且缺乏经济来源支撑的情况下，仍然选择踏上旅途，哪怕

最初只是开着一辆空间狭小的Polo汽车，甚至每天只能睡在车顶的折叠

帐篷里，也没能阻止她出走的决心，不能不说很具有戏剧性，因为，她让普

通人看到了可能。想来，这也正是为什么作为生活类自媒体的“50岁阿

姨自驾游”的日常故事反而能够超越文化类自媒体，实现题材输出，并被

出版成书籍、拍摄成电影的原因。

在电影《出走的决心》中，导演以及创作团队，抓住了李红离家出走前

反复被女儿、妻子、母亲身份所羁绊的时光，当其心中的压抑行至顶点，在

那个丈夫获得乒乓球赛的奖牌，女儿的新工作转正，女婿升职，全家人皆

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本应阖家欢乐、其乐融融的夜晚，却没有人顾及到

日夜操劳的李红，她甚至无法去参加一场同学聚会，她的“自我”长时间被

压抑，无法得到实现，也不被最亲近的人所尊重，而这些负面情绪的积累

都使得她出走一刻的决心被赋予了高光，同时也实现了普通人庸常生活

的戏剧性转折，从而使电影改编获得了成功。

电影《烟火人间》则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兼具实验性、创新性。它完

全由普通人的自拍、自述、自导、自演构成，自媒体视频背后是一种平民视

角，这些拿起手机记录身边琐事的普通人，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得

以“被看见”。

无论是《出走的决心》还是《烟火人间》，都让观众看到了自媒体向传

统艺术门类输出题材内容的可能，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故事，讲述的

是现实中人的悲喜，却也反映出时代的变迁。近年来，跨媒介、跨艺术门

类之间的作品改编成上升趋势，但这些改编作品多基于经典文本，如根据

古典名著《西游记》改编而成的作品就有电影《大话西游》《西游降魔篇》、

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以及3A电子游

戏《黑神话：悟空》等，不胜枚举，但这些作品的取材范围却过于集中，一方

面许多“小而美”的、同样优秀的传统文化文本难以得到彰显，另一方面也

相对缺乏从现实中生成的原创佳作。因而，由“50岁阿姨自驾游”改编而

成的电影《出走的决心》，能够从身边人的自媒体讲述中生成新的创作，并

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无疑是值得关注的艺术现象，同时也期待有更多类

似的作品能够被发现与看见。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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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的创作思路对于

澳门电影的未来发展具有启示

意义：如果说澳门电影要实现

可持续成长，必然需要在叙事

与美学上深耕本地故事，从在

地经验中寻找独特性与差异化

的艺术形态。电影不仅仅是观

光手册式的景观纪录，更是通

过人物命运的展开、时代精神

的沉降，以及日常肌理的阐释，

建立起城市与世界、传统与未

来、个人与国家之间有机而内

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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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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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比年先来 ………………………………………… 田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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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之音加依村（散文） …………………… 高天龙 高 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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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父亲的牙医 ……………… 王 手
鹌鹑，鹌鹑 ……………… 了一容
空门 ……………………… 大 解

中篇小说 在丽娃河边打乒乓的夜晚… 禹 风
便携式祖先 ……………… 林为攀

散 文 浒村月令 ………………… 胡竹峰
旧相逢 …………………… 燕燕燕
收藏笔记 ………………… 霍竹山
面纱 ……………………… 璎 宁
龙岩行：陈 晋 冯 艺 石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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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飞的床（短篇小说）…… 汤展望
深秋草木（散文）………… 叶 端

诗 歌 甲辰短章 ……… 袁永苹 三 子
一默如雷 邓朝晖 钱万成 王 山

远 洋 蒋 艳 林 萧 弦 河 叶 丹
冷 杉 向 未 徐 庶 梦 野 巴旦木仁

李路平 闫殿才 陆 岸 苏 忠 程世平
臧利敏 朱传富 安 谅 邓诗鸿 王谨宇

周 航 关 胜 云飞扬 李林芳 王军先
土登晋美 何泊云 李孟伦 刘 厦 徐春芳

吴玉垒 王德席 戎 杰 阿 天 石才夫
信 息 “人民阅卷”·南宁行

第十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海内
外游记征文评选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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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文专栏】 记一次春游（短篇小说）…………… 李修文
【长篇小说】 蛋镇诗社……………………………… 朱山坡
【短篇小说】 拥有阁楼的女人……………………… 骆 平

前尘记………………………………… 李天葆
夜里没有狗吠………………………… 秦汝璧
沉沙…………………………………… 范若丁

【新女性写作专栏】 当新女性写作遇到非虚构（主持人语）
…………………………… 张 莉

当我成为一只真正的亲鸟——孕期观鸟笔记
（非虚构）………………………… 杜 梨

异乡人（非虚构）……………………… 周凯莉
【诗 歌】 诗一束：严 彬 邱振刚 薛 菲 萧 璟

张雪萌 黄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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