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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说早安》：

心理伤痛、青春镜像与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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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已久的《酱园弄·悬案》根据编剧

之一的蒋峰 2015 年写就的中篇小说《翻

案》改编而来，他在创作谈中提到：“由于

案子凶手明确，我没有把它做成一个纯粹

的悬疑故事，更愿意借助此案，呈现所有

与本案有关的众生相。”这与陈可辛的想

法不谋而合，这不仅仅是对1945年发生在

上海的“杀夫分尸案”的重演和戏说，也是

对纷乱大时代多面向的展现，对各色人

等、人性黑白灰的挖掘，所以这是一部以

大女主领衔的群像戏。

它的类型元素非常充分，民国奇案、

犯罪悬疑、家庭暴力，再加上明星云集、性

别议题等，吊足了观众的胃口。陈可辛导

演向来深谙电影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

的平衡术，既要把观众吸引进影院，也要

尽量保留住电影的广度、深度、高度及个

人的表达，而非仅仅停留在好看的浅表

层。但也因此，影片上映后引发了争议，

普通观众仅仅想猎奇看刺激的杀夫悬疑

大片，而影片的重心却放在了章子怡饰演

的女犯人詹周氏和雷佳音饰演的上海警

察局副局长薛至武的雌雄对决上。

影片并未直接展现血腥的杀夫、分尸

场面，而是以血滴入画，一位神情麻木的

女人提着血迹斑斑的大包下楼走出酱园

弄，之后把提包投入河中，而住在楼下的

宋瞎子跑到街上因为满脸血污被群众围

观而不自知，人群中爆出尖叫声，由此拉

开了序幕。在藏与露之间，影片于日常平

静之中有了一个惊悚的亮相。

陈可辛坦言，动念拍摄《酱园弄》是在

2015年，那时并未想到女性主义成为当代

潮流，但很显然，这部十年之后制作完成

的《酱园弄·悬案》指向了80年前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环境中的女性命运，注定要在

性别议题上被当下的观众重新讨论。况

且，因家庭暴力而引发的犯罪案件在当今

社会依然存续不断，这也是一次跨时空的

女性主题对话。

影 片 的 英 文 名“SHE’S GOT NO

NAME”，也暗示了旧社会女性的地位。

詹周氏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后被周家收

养，嫁给当铺伙计詹云影，嫁夫从夫，遂称

詹周氏。因不堪丈夫的长期家庭暴力，趁

丈夫熟睡之际将其砍杀。这个真实案件

的凶手显然毫无悬念，悬念在于詹周氏万

念俱灭的等死之心怎么重燃起了求生的

希望！？

在案发现场，詹周氏对自己杀夫供认

不讳，但在两次庭审中她都当庭翻供，坚

定说出“我没有杀人”，让傲慢自大的薛至

武颜面扫尽，败下阵来。第一次翻供是因

为她虽戴着头套，但听到了围观群众喊

道：人头没有找到。她意识到薛至武的撒

谎逼供，这来自詹周氏本身的机敏和勇

敢；第二次翻供是因为精神上得到了支

持，获得了觉醒。为此，编剧为詹周氏配

备了扭转其命运的两位关键女性：一位是

同为阶下囚的王许梅；一位是休夫女作

家、社会名媛西林。

摩登先锋的知识女性西林有其真实

原型——民国著名女作家苏青，写过《结

婚十年》的离婚女作家苏青当然对詹周氏

所遭受的苦难怀有深深的同情，在她的原

作《为杀夫者辩》中写道：“唯有常受委屈

和难堪的人，才是永远心怀毒狠的，久而

久之，化为厉气，才必须做出惊天动地的

事来。做出来的结果，使万人流血，便是

英雄；使一人流血，便是犯罪。”在苏青的

大力呼吁之下，越来越多的舆论开始转

向，詹周氏从一开始万人唾弃的恶毒妇

人，逐渐转变为遭受旧社会压迫、毫无话

语权的贫苦弱女子。

作为女监大姐大的王许梅虽然是虚

构的人物，但一直陪伴并守候在詹周氏身

边更让人觉得真实可感。报纸上西林的

文章《为杀夫女辩》经由王许梅传递给了

目不识丁的詹周氏，她默默记下了这些为

她辩护伸冤的文字：“在她的世界，女子不

能提离婚，男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也决定

了女性的命运。难道只有让她毫不反抗，

眼睁睁地被杀或自杀，才是这个社会认可

的情理？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出路呢？千

百年来，这个世界一直属于那些刚愎自用

的大丈夫，愿今天的女性不要屈服，不要

让他们得逞。”法庭上，西林的声音和詹周

氏为自己申诉的声音叠化在一起，汇成一

股洪流；西林、王许梅、詹周氏的面部特写

组接在一起，三位女性一台戏，这里不仅

融入了“Girls Help Girls”的现代理念，也

象征着女性觉醒的集体力量让执掌大权

的男性法庭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可

即使如此，接受薛至武贿赂的审判长依然

判决了詹周氏的死刑。狱中，王许梅让詹

周氏第一次尝到了蛋糕的滋味，并唱起了

越剧小调《十八相送》为詹周氏深情送行，

万万没想到被执行枪决的是自己，王许梅

用“女人的三件宝贝”谋划的生路遭到无

情的践踏，猛砸肚子是死前绝望的反抗。

更没想到的是，王许梅的死却成就了詹周

氏的生，嬷嬷把121号改成了429号，一张

怀孕证明经由西林的操作就让詹周氏的

死刑改判为延期执行。

詹周氏的命运发生奇迹性逆转来自

这两位女性直接和间接的帮扶，她们是她

获得精神力量的源泉，这一次，她不仅要

为自己活，也要为王许梅活，证明给西

林看。

有意味的是，影片设置了一种戏中戏

的结构，这不仅交代了西林作为先锋女剧

作家的身份，台上和台下也形成了一种呼

应和复调效果。《玩偶之家新编》中“出走

的娜拉”是当时流行的先进女性偶像，“新

编”中，西林鼓励女性出走，走出无限可能

性，而不是像鲁迅先生所说“不是堕落就

是回来”。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独立

犀利的西林也要伪装为讨男人喜欢的长

发女郎，八面玲珑地游走在上流权贵之

间，才能获得翻云覆雨的超能力，解救詹

周氏，这正是影片的荒诞之处。

另外，影片对“围观的看客”也进行了

反讽的描画。詹周氏还未被判决，舞台上

已经开始上演“杀夫-分尸-审讯”的戏

码，观众看得异常激动，场场爆满，戏院经

理早已嗅到了奇案获利的商业性。与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闪回中，赌徒詹云

影在赌场外对詹周氏实施的暴力，当街的

众人却保持了冷漠的沉默；在法庭上，依

然有许多围观的看客，但此次，他们无意

间充当了詹周氏的支持者和引导者，而作

为观众的我们，也在大银幕之上围观了这

场时代大戏。有点遗憾的是，影片在片尾

用子怡的声音来代表旁观的叙述者表达

对看客清冷透彻的观点，俨然活成了通透

清醒的文化人，着实超出了观众对詹周氏

这位底层女性的认知，这一点不可信，让

人出戏。

影片中的男性主要充当施暴者的角

色。在闪回中，詹周氏遭受着丈夫大块头

的暴力；在监狱里，詹周氏又遭受着警察

副局长薛至武的暴力。从家庭到社会，女

性无时无刻都遭遇着男权社会冷酷无情

的欺凌和虐待。仰拍中的詹云影和薛至

武经常合二为一，这是詹周氏恍惚中的主

观视角，也是男性高大威力的彰显，暗示

着詹周氏内心的恐惧。

影片中最具有奇观性的场面是黑野

猪与詹周氏的决斗，薛至武因为詹周氏第

一次的当庭翻供而恼羞成怒，他放了一头

野猪，甩给詹周氏一把刀，把监狱变成斗

兽场，眼睁睁看着凶猛的野猪和瘦小的弱

女子残忍相斗，在詹周氏眼里，这头黑野

猪也成为男人的化身和隐喻，她宁可被野

猪吞噬也不愿死在薛至武的枪下，显示了

詹周氏的骨气和勇力。在薛至武和詹周

氏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薛至武被仰视，詹

周氏被俯视，明显的强弱对比中也暗藏着

一种隐忍的抵抗。

直至影片最后，詹周氏获得缓期执

行，薛至武气急败坏地寻找詹周氏，在人

群中放乱枪，结果，这个自认为能掌握他

人生死大权的男人被死死按压在监狱的

铁栅栏上。这时，詹周氏毫不畏惧地走上

来和他对峙，目光坚韧，镜头第一次让詹

周氏和薛至武处于平视的同一画面中。

镜头的变化也暗示着人物地位和时代局

势的变化，詹周氏由弱变强，薛至武由强

变弱。上部结束在日伪政府的垮台恰到

好处，期待下部。

作为孙佳导演的第一部长片作品，

正在上映的影片《和我说早安》，讲述了

身患抑郁症的主人公“小筝”在一次集体

写生中实现与自我和解，从自我伤害到

自我接纳的故事。影片以独到的视角聚

焦青年抑郁症群体，兼具作者表达与现

实观照，在呼唤大众关注身边抑郁症患

者的同时，将一种积极和温暖的生活态

度带给了每一位观众。

值得认可的是，导演并非以一种高

傲的姿态“贩卖”抑郁症患者所经历的情

感伤痛，而是通过对影片中“双空间”“双

女主”“双结局”的建构，映射出当下部分

青年在心理伤痛、青春镜像以及自我认

同等方面存在的客观问题与症候，并试

图为正在经历抑郁症的患者们提供属于

导演的思考和建议。

视听对立的双空间

影片在讲述“画室写生”主线故事的

同时，多次插入小筝回忆与母亲相处时

的片段。这种不同时空事件的插入，不

仅多次与主线情节形成呼应，还向观众

解释了小筝抑郁症形成的家庭原因。在

对两个不同时空的处理上，导演选用了

截然相反的视听表现形式，区别开了“现

实空间”与“心理空间”。

在写生的场景中，画面整体色调偏暖、

光质较柔，给观众一种舒适、放松的视觉体

验。室外场景中大量自然光和开放式构图

的使用也使画面光影更加轻松、自然且真

实。而在回忆中，导演则广泛运用极具戏

剧性的蓝色硬光，频频在封闭构图的画面

当中以明确的冷色调和角色脸上强烈的光

影对比渲染一种压抑甚至惊悚氛围。这种

极端的光影显然不符合观众的生活经验，

是导演借此将小筝抑郁的内心世界外化，

形成极具主观色彩的心理空间。

基于对现实空间和心理空间的指

认，影片的叙事逻辑得到进一步完善。

心理空间中的各类视听元素彼此印证：

噪音纷杂的雨夜、车厢里相互独立的单

人镜、阴暗场景下女主的红色衣装，共同

构成关于对抗、挣扎的情感书写。而现

实空间的明媚和开阔，无疑是为小筝渴

望的“逃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同时也

为小筝生日时在落日崖的行动做出某种

预示——小筝得以挣脱自己内心的束

缚、正视自己的病症，以接近死亡为代

价，远离了回忆里可怖的心理空间。导

演通过对两种空间的构建，不仅揭示了

小筝抑郁症形成的内在根源，更清晰地

勾勒出其从幽闭心理空间向开放现实世

界艰难突围的路径。

互为镜像的双女主

作为影片的双女主，小筝和梦琪从

出场便形成了某种对立镜像关系。近景

浅焦镜头使小筝几乎不与身边的同学共

享画面，无论在热闹的大巴车上还是在

写生住的民宿里，小筝都与他人有着强

烈的疏离感。而梦琪则常常被围在同学

中间，深受同学们的认可与喜欢。然而，

随着故事讲述，两人表面上的性格差异

逐渐因其内心共同存在的抑郁情绪而被

统一。夜色下，偷偷跑到画室练习的小

筝和梦琪相对而坐，立在两人之间的画

板化作镜框，两人互为对方的镜像。小

筝的抑郁症是显性的、自知的，而梦琪的

抑郁症则是隐性的、未被认知的。在梦

琪以“跟踪”“接近”“挽留”等行动阻止小

筝自杀的同时，小筝也通过“你累不累”

的质问打破了梦琪长期以来的自我伪装

与心理防线，帮助梦琪得以正视自己内

心深处不曾被看见的苦痛。

因此，影片所讲述的并非传统叙事

中健全角色对抑郁症患者的开导，而是

两个患有抑郁症的女孩，在彼此倾诉的

过程中发现自己、在彼此拯救的过程中

自我救赎的故事。其超越了对抑郁症个

体的单向度刻画，通过小筝与梦琪这对

互为镜像的双女主关系，深刻揭示了抑

郁症的复杂性。同时，导演也对现实中

的抑郁症患者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自救方

案，即认识并接纳自己的内心。

表达统一的双结局

在影片最后，导演以小筝在医院回

头后梦琪的“消失”和小筝身上病号服的

出现在情节上形成突转，为观众留下了

开放的结局。小筝生日当天在落日崖由

黑场所遮蔽的“真相”变得模糊不可推

测，乃至于梦琪这一角色是否真实存在

也变得耐人寻味。但不论故事的“真相”

如何，导演想要通过结局对观众表达的

内容是一致的——抑郁症不是洪水猛

兽，接受病症存在的客观现实也许才是

某种可行的解决办法。当小筝穿着病号

服看着身后空无一人的医院走廊放声大

哭，画面与影片开始时小筝对镜练习微

笑形成呼应，压抑了整部影片的情绪终

于得到了宣泄。在此，小筝卸下伪装，完

成了与自己的和解。小筝在落日崖看到

了日出，在自我毁灭的诉求中得到了救

赎。这并非廉价的痊愈童话，而是对“接

纳”力量的庄严宣告——承认伤痛的存

在，才是治愈伤痛的起点。

影片不仅是一部关注抑郁症群体的

现实之作，更是一部充满艺术巧思与真

诚思考的青春启示录。它摒弃了悲情贩

卖，用温暖的光影、深刻的镜像关系和充

满希望的主题表达，为那些可能正深陷

心理困境的个体点亮了一盏灯：在自我

和解的晨光中，对自己说“早安”。

（郝静静：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编剧；刘泽甫：山西大学文学院2024级

硕士研究生）

近两年涌现出一批聚焦新疆、西藏

经济民生发展的影片，如剧情片《援藏日

记》，讲述援藏教师韩松与藏族群众、孩

子们的感人故事；《情润天山》歌颂一代

代援疆人的无私奉献与边疆人民的勤劳

勇敢；纪录片《地上的云朵》展现汉族和

维吾尔族两个家庭辛勤种植棉花的日常

生活等等。

日前上映的影片《阿克达拉》原名

《援疆干部》，改编自获得第十三届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同名长

篇小说《援疆干部》。根据资料，《援疆干

部》是国内首部反映援疆题材的长篇小

说，其中90%的素材来自作者的真实援疆

经历。影片《阿克达拉》入选了2025年第

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

单元。

《阿克达拉》采取“回忆+当下”的双

线交叉叙事，从小事、小处切入，将两位

援疆干部的使命与命运紧密交织在一

起，既致敬了20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批援

疆干部的艰苦奋斗历程，又展现了当代

青年援疆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展现了我

国规模庞大、历时久远的伟大的援疆事

业，彰显了“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

抱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影片围绕一朵小小的棉花，叙述两

位跨越世纪的援疆干部以及他们的家

人、战友、乡亲的故事。他们拥有同样的

意志信念，却面临着不同的现实困境。

“阿克达拉”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白

色戈壁滩”，这表明了其壮美又严酷的地

理环境，而民族团结的故事就在这里与

洁白的棉花一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郝春荔医生与寻找男友的李秀明结伴赴

疆，历经水土不服等健康问题，但都坚持

了下来。各民族同胞齐心挖水渠、抗干

旱、战风沙，与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作

斗争，同甘共苦寻求发展出路。

跟随故事延伸出的一个背景事实

是：新中国成立时，新疆棉花产量 5100

吨，仅占全国总产量的1.1%。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在第一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军垦战士的艰苦努力下，历经垦荒、试

种、杂交、育种，终于培育出了高质量的

新疆长绒棉，此后开始在全疆推广棉花

种植。到2024年，新疆棉花产量已高达

568.6万吨，占全国的92.2%。

在长久的相处中，汉族援疆干部们

与当地各民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新婚之夜刚过，田顺地就要去离开妻子

李秀明，带领大家去修大坝，这种无私奉

献精神当地民众都看在眼里；郝春荔本

是兽医，但还是尽全力对难产的当地群

众施以援手，拯救了两条生命；维吾尔族

大妈也对李怀河和李秀明小两口关爱有

加，为他们亲手制作棉被。这形成了一

种后来李怀河所说的“不是谁离不开谁，

而是谁都不愿意离开谁”的情感交融的

状态。

吴军饰演的田力是新时代的援疆干

部，他是田顺地的孙子，和老年李怀河

有着亲人般的关系。田力面临的难题，

是在一些国家抹黑“制裁”新疆棉的大

背景下，新疆以出口为主导的棉纺业遭

到巨大冲击，棉农群众利益受损。为了

筹措资金，延缓贷款期限，田力想尽办

法，多次找上级部门请示，最终通过出

口转内销、利用援疆资金、培育更优秀

的种苗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成功纾解了

厂子遇到的困难，得到上级领导与群众

的认可。

影片在描绘大时代的同时，也着墨

个人的心路历程，力求突出人在与时代

的同频共振中发掘、创造自身价值，也让

故事充满真实的人情味。新婚不久的李

秀明便因为丈夫带领大伙在外开渠，长

年不归而独守空房，在家既带孩子又要

下地干活的妻子难免心力交瘁，对丈夫

少不了几句抱怨；田力的妻子与丈夫多

年分居两地，感情上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田力还为其所帮扶家里耳聋的古兰丹姆

小姑娘购买人工耳蜗而向妻子借钱。但

是，基于家庭的理解与支持，最终使援疆

干部们能够安心为当地群众作出一番

事业。

传承红色基因是影片着重表达的一

个思想。老年李怀河将自己珍藏的棉花

种植日记郑重交给青年干部田力，对田

力改良棉花品种产生了积极影响，两代

援疆干部在此完成了历史接力。在空间

上，作为20世纪李怀河们援疆的驻地，已

是当下电工口中“鬼都不来的地方”。而

经过创造性转化，这里变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大批干部群众在此集体学习观

摩，使这个尘封的历史空间再次鲜活了

起来。

此外，《阿克达拉》在一些方面的制

作比较优秀。比如，配乐有效衔接起各

个段落而不拖泥带水，整体听感相当克

制而动人。有一支固定主题的交响曲，

会在展现壮阔场景和豪迈情绪时响起。

在表达个人之间的柔软思绪时，则会浮

现安静的钢琴独奏曲。在场景布置和服

化道设计上，均体现了两个年代各自的

特征，使观者有较强的代入感。不过，在

叙事的合理性上，《阿克达拉》还有可打

磨之处。比如在李怀河与郝春荔新婚之

时，小姑娘阿依古丽因矿井塌方而被压

住，闻声赶来的郝春荔救人后英勇牺牲，

情节的转折设置略显突兀和生硬。

在片尾的“特别鸣谢”名单中，出现

了“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江苏省对

口支援新疆克州前方指挥部”等22个省

市的援疆指挥部，这再一次提醒我们：对

口援疆是国家战略，一代代、一批批的援

疆干部辛勤付出，把热血、汗水乃至生命

都奉献给了这片热土，促进了新疆经济

社会发展。而新疆未来的发展故事，仍

将由民族团结的笔锋持续书写。

《阿克达拉》：

在“白色戈壁滩”上结出民族团结的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