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迷失：消

失的女人》 剧照。

该片结尾，看到保

姆抱着孩子要跳

海时，雇主选择站

在船边： 让我跳，

求你放过我的孩

子。而在保姆放下

孩子，跳入海中自

杀时，她本能地也

随之跳入，在深海

中向保姆伸出救

援的手。

创作者只是表现了现实，

却没有真正地面对现实

美国学者 Leitch 总结犯罪电影中有三种功

能性角色：犯罪者、受害者和复仇者。 复仇者的

功能亦可由侦探类角色完成。

《找到你》犯罪元素模式的设置方式是将受

害者和复仇者合二为一， 这种方式在犯罪电影

中并不鲜见。 其中犯罪者是保姆孙芳，她设局进

入雇主家庭， 带走了雇主的孩子； 李捷是受害

者，她一路寻女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复仇者的功

能：发现真相。

在电影中，比发现孙芳带走女儿的真相更重

要的是：李捷发现了孙芳成为犯罪者背后的隐情：

一个生活困顿的女性为母的艰难。不仅是孙芳，影

片反映了当下女性身为人母可能会面临的各种

难题。李捷作为一名成功的事业型女性，上班光鲜

亮丽，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下班周旋应酬，淡定移

开大客户在酒桌下伸到自己腿上的咸猪手。 工作

让她能够勇敢地选择成为一名单亲母亲，也让她

面对前来求情的被告方理直气壮：我这样努力，就

是为了不像你这样被动。 但在孩子失踪之后被要

挟被勒索，也被即将离婚的丈夫和家人追责，她同

样脆弱到崩溃，无可依赖，几欲疯狂。

而那名被告———朱敏———则代表全职妈妈

的艰难：全心全意地去为家庭付出，却面临被扫

地出门失去抚养权的命运。

然而影片虽然做出了现实题材的姿态 ，却

没有真正有立足现实的因果指涉。

《找到你》翻拍自韩国的电影《迷失：消失的

女人》。 我们可以拿片中孙芳深夜抱着重病的孩

子逆雨寻车这一段来做个对比：在韩版中，对应

的保姆角色是因为身在异国语言的不通， 所以

打通了求助电话也无法用顺畅的语言来表达，

凸显的现实是身处底层的外国人在韩国的艰

难。 因为人物设定改变，这一层表达在《找到你》

中被抽去，这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用其它涉及

现实层面的表达来进行填补？ 影片在这方面是

空白的， 只是一味用煽情的场景和描绘竭力渲

染大雨滂沱的夜晚中孙芳的绝望。

孙芳在孩子死亡后陷入了一种极端的犯罪

心理： 窃取别人的孩子来获得一种丧失的母性

心理的补偿。 陷入失女疯狂的李捷依然煞费苦

心地在船甲板上跪地表达了对孙芳的理解和内

疚，在这里，影片过于急迫的、在剧情铺垫尚不

到位的前提下把两人之间的对立缓解。 在这样

艰难的伤害与被伤害之后，是不是还能原谅，是

不是还能沟通和理解？ 并非不可能，但需要逻辑

更为坚实的叙事成就。

在《找到你》中，李捷用大段的台词表达了

对孙芳的理解和痛悔她以前的漠然待之。 这一

切是情急之下的策略反应， 还是发自内心的真

情表达？在电影中是模糊的。用情感宣泄来替代

严密的逻辑表达是这部电影的硬伤。

犯罪类型片离不开对犯罪者角色的设置以

铺设犯罪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从逻辑上判断，痛失

爱女的孙芳偷窃别人的孩子作为补偿并非无可

能，但孙芳报复李捷的逻辑尚有欠缺。 影片设定

当她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转出病房，与此同时李捷

带着孩子进入病房的时候，产生了攻击性。 在这

里， 影片并没有交代李捷的孩子也急需床位，反

而用慢镜头暗示李捷夫妇是通过医院关系走了后

门；而病房床位紧张、孙芳已经拖欠费用太久，全

靠医护人员募捐支撑等因素却被一笔带过。 这样

的设置强化了两个人的对立，但剧情逻辑不足。

事件结束之后， 李捷以在法庭上的反转和

对被告的同理申述来表达不同境遇母亲之间的

沟通达成，是不够的。 电影最后孙芳、李捷和孩

子在一起其乐融融的画面， 也是事件发生前平

静画面的后置。 李捷是不是真正能够理解孙芳

并且谅解她？ 影片没有交代，这一点是模糊的。

所以，创作者只是表现了现实，却没有真正地面

对现实， 没有能够真正表现那种无法沟通的对

立之后的沟通，无法解决的困境之后的妥协，以

及对无法原谅的对象的抚慰。

韩国版本《迷失：消失的女人》中，这种逻辑

和情感的抉择更为顺畅。 结尾李捷对应的角色

看到保姆抱着孩子要跳海时，选择站在船边：让

我跳，求你放过我的孩子。 而在保姆放下孩子，

跳入海中自杀时，她本能地也随之跳入，在深海

中向保姆伸出救援的手。 两个女人的手握在一

起之后，保姆还是选择了放弃。 但是她们握住手

的那一刻，是坚定的，是两个被伤害的女人之间

的互相救赎。

船舱上的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建

立和开始。 可惜《找到你》用跪地表达的煽情方

式，弱化了这种沟通的可能。

剧本在人物塑造上的欠缺，

被演员的表演填补了

电影传达的概念是， 人和人的软肋碰撞在

一起，她们就成为了同类，即使她们的身份是对

立的犯罪者和受害者。 这种软肋就是作为母亲

对孩子的爱。

但作为犯罪类型电影， 在人物的设置上 ，

《找到你》欠缺能够让人信服和真正为之感动的

人物成长的弧光。这种成长，不是单纯的自我攻

击，而是真正的变化和成长，就像《我不是药神》

中程勇角色的前后转变是一次人物弧光的成功

完成。 《找到你》的两个女性，当失去或即将失去

孩子时，都陷入了疯狂的自我攻击。李捷自我攻

击的方式是否定过去的一切，认为自己错了，没

有理解孙芳，没有在法庭上站在弱者朱敏一边。

孙芳则选择了报复———先借伤害孩子进入别人

家庭，并用劫持的方式加重彼此伤害。这种完全

的否定将女性的选择陷入了另外一重困境———

用否定自我的方式来获得自我确认。 在这种否

认———确定的过程中， 电影人物的弧光没有真

正实现，这是剧作的弱项。

值得肯定的是演员的表演，《找到你》 比韩

国版本更为浓墨重彩， 两个角色的形象性格的

反差度拉开了原版本中的相似度， 这使得影片

人物性格更为鲜明和富有戏剧性： 姚晨演出了

李捷作为现代城市“白骨精”锋芒毕露下突然被

戳中软肋的原形乍现。 她在无望的寻找中，一次

次濒临崩溃中又找到平衡以坚持下去， 在那场

发现冰柜中藏有孩子的段落中， 她的表演非常

有层次，惊恐、怀疑、质疑、发现、否定、平静，真

实的表现了在极端状态下的情绪反映。

马伊琍则用最没有攻击性的表演， 演绎了

一个实际充满攻击性的劫持者。 在母亲、 陪酒

女、保姆三种不同的身份状态下，马伊琍的表演

深刻塑造出一个被侮辱和伤害的卑微者形象 。

眼神里都是软弱， 整个人的身体语言也是被动

和无助的， 正是这样的弱者形象让观众在情感

上无法将她和施害者的设定重合起来， 使得影

片取得情感上的平衡。

（作者为导表演艺术研究博士、 上海交通
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充沛的情感宣泄无法遮蔽逻辑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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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 也谈电影 《找到你》

■

■

荩影片 《找到你》 以母

爱主题贯穿， 同时强化了身

处现代社会， 女性在职业发

展、 经济独立与婚姻家庭之

间难以两全的挣扎。

最近上映的国产影片中 ， 《找到你 》 或许是最为低调的一部 。

然而这部事先并未张扬的影片却有着相当不错的口碑和票房表现。

该片在前期宣传中有意淡化了一个事实:它实际上是一部韩国电
影剧本的中国拍摄版本， 同一剧本的韩国版影片 《迷失： 消失的女
人》 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在韩国公映， 并获得了还算不错的反响。

严格来说中国版本并非韩国版本的翻拍， 而更像是 《重返二十
岁》 那样的 “一本两拍” 模式。 将脱胎于同一 “母体”、 上映时差近
两年的中韩两个版本进行对比或会发现， 中国版本在局部与整体上
都胜过了韩国版本， 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超越。

《找到你》:胜在女性视角的改写
詹庆生

荨中国女性电影总体

上是相对克制 、 隐忍和含

蓄的 ， 很少有如 《末路狂

花 》 那样激烈的女性题材

作品。

在电影 《找到你》 中， 不同阶层、 身份的母亲面临的艰难困
境和失去孩子的恐惧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 双女主的设置、 现实
题材和犯罪类型元素结合的新颖度， 吕乐导演的节奏处理和姚晨、

马伊琍两位女主角的表演都可圈点。

但在现实主义的深度诉求和作为犯罪电影的逻辑设置上 ，

《找到你》 还是有所欠缺。

荩《找到你》

作为犯罪类型

电影， 在人物

的设置上，《找

到你》 欠缺能

够让人信服和

真正为之感动

的人物成长的

弧光。 这种成

长， 不是单纯

的自我攻击 ，

而是真正的变

化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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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寻找女儿的过程，

也是寻找自我、 寻找女性
命运和女性身份的过程

     这是一个关于 “寻找 ” 的故事 ： 精明干

练、 独立自信的律师李捷 （姚晨饰） 与丈夫离

婚， 并且决定争夺女儿多多的抚养权； 沉默寡

言却温柔细致的保姆孙芳 （马伊琍饰） 在家中

将多多照顾得无微不至。 然而这天当李捷回到

家中， 却发现孙芳与多多不见了。 警方与夫家

怀疑她故意将孩子藏匿， 几近崩溃的李捷则开

始独自追寻孙芳和孩子的下落， 在 48 小时内，

她逐渐逼近真相， 也走进了保姆孙芳不为人知

的残酷人生。

原剧作有着一个极具创意的戏剧式结构 ，

表层结构中的失女寻女为人物提供了强烈的

动作性 ， 也为观影创造了悬念和观看动力 ；

而其深层结构却是借助这个寻找的过程 ， 在

相对浓缩的时空关系中 ， 完成对于另一个女

人的人生追溯 ， 完成一幅女性命运的拼图 。

这个双重结构在中韩版本中都得以完整保留 ，

两部影片的人物关系 、 叙事进程 、 关键场面

与情节点大体是一致的 。 所以 ， 《找到你 》

不是 《亲爱的》 也不是 《失孤 》， 这是原剧作

中就已经确定的 ， 而这部优秀剧作并非中国

电影人的原创 ， 令人颇感遗憾 ， 也是一个无

法回避的事实 。 尽管如此 ， 中国版本却也凭

借出色的二次改编和二度创作 ， 实现了对韩

国版本 “后来居上” 的反超。

中韩两个版本最大的不同在于主题的差异

性。 在韩国版本中， 保姆寒梅是被贩卖到韩国

农村的非法移民， 不堪夫家虐待带着身患重疾

的女儿逃亡， 不惜出卖身体甚至出卖器官想要

救治女儿， 却因无力支付医药费， 导致女儿被

赶出医院并最终死在自己怀中， 才有了之后对

智善女儿作为报复的诱拐， 但作为一个母亲的

爱最终让她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韩国版多少像

是 《黄海》 与 《七号房的礼物》 的综合， 既是

韩国底层社会的残酷物语， 又是永恒母爱的温

暖证明。 片中在女一的部分也表现了单身母亲

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困境， 但总体来说， 影

片并未对女性身份进行突出和强调。

相比之下， 中国版本 《找到你》 则对原剧

作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写， 使其成为了一部具有

显著女性视角、 女性立场的女性电影。 影片保

留了母爱主题， 却明显强化了身处现代社会 ，

女性在职业发展、 经济独立与婚姻家庭之间难

以两全的挣扎。 职场上的不怀好意、 家庭中的

暴力这些普遍存在的对于女性的伤害， 在性别

秩序和文化惯性中已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 ，

而不顺从的女性却被认为是另类。 片中有意设

置了律师、 保姆、 家庭主妇等不同身份和地位

的跨度， 来展现这种境遇的普遍性和共性。

与韩国版本不同， 《找到你》 通过女一角

色的性别觉醒， 通过她放弃辩护， 尤其是最后

的法庭陈词， 来完成了对于被固化的女性角色

和女性身份的质疑与反思。 这一段落或许多少

显得刻意， 却也增加了人物的弧光， 将影片的

女性立场展现得更加鲜明。 较之韩国版单向度

的母爱表达， 中国版本增加的反思性的女性视

角， 无疑丰富和深化了影片的主题。 本片原名

《谜踪》， 后更名为 《找到你》， 从商业角度看

可能减少了商业性， 但更能揭示影片的女性主

题： 它是寻找女儿的过程， 也是寻找自我、 寻

找女性命运和女性身份的过程。

在表演上， 《找到你》 中两位演员均有相

当出色的表演， 这使影片的感染力有了明显的

增强， 也使其女性主题更具说服力。

姚晨饰演的失女母亲 ， 需要表现出疑惑 、

震惊、 崩溃、 理解、 爆发等不同层次的情感变

化， 更要将情感爆发推向外向化的极致， 这些

对于表演都有极高的技术性要求， 而姚晨在片

中的表现应该说对其本人也是一次大突破。 但

片中马伊琍的表演显然更具有隐忍内敛的力

量， 她用完全无法辨识的外部形象， 用不敢直

视的退怯眼神， 用被生活重压而弓曲的背脊 ，

用绝望中的呐喊， 把一个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女

人 、 一个母亲塑造得令人动容 。 耐人寻味的

是， 两位女演员在现实生活中也都是母亲， 都

曾遭遇婚姻的挫折与困境， 或面临人设崩塌的

指责， 或只能用 “且行且珍惜” 来维系接近崩

溃的家庭， 戏里戏外的对照， 家庭与事业的两

难， 传统性别与婚姻秩序中的女性困境， 那些

切肤之痛、 难言之隐， 或许都潜移默化地转换

到了对于角色的体悟和表演当中。

吻合当前现实主义
电影逐渐复兴的时代潮
流 ， 折射电影文化和审
美的时代变迁

由于其女性立场的改写与强化 ， 《找到

你 》 或可被纳入中国女性电影的序列当中 。

1980 年代之后， 中国电影开始建构真正的女性

电影。 所谓女性电影， 指从女性视角、 女性心

理来呈现并反思女性生存境遇的电影。 女性电

影不一定是女性主义电影， 后者主要指受女性

主义社会理论影响， 强调挑战和反叛传统性别

秩序、 传统观看模式与快感模式的电影。 在某

种意义上， 女性主义电影是持更加激烈立场的

女性电影， 从数量上看要少得多。

而中国女性电影总体上是相对克制、 隐忍

和含蓄的， 很少有如 《末路狂花》 《强我》 那

样激烈的女性主义电影。 《找到你》 对于性别

关系的呈现， 同样也是相对温和的： 李捷的医

生前夫 ， 面对她的疲惫 ， 亦有那一瞬间的温

情； 唯利是图的小混混， 也有发自肺腑的爱与

怜悯； 而两个女主人公之间也并不因相同的性

别而享有先验的共识， 同样存在源于地位、 性

格、 行为方式的隔膜， 却终因相同的母性和女

性处境而达成了理解。

除了性别关系的改写和强化 ， 《找到你 》

对原剧作中诸多逻辑不合理或显得刻意做作之

处， 比如对监控的处理、 女一最后跟随跳海相

救等都进行了调整和修改。 而将保姆有意谋杀

前夫改为抗争中无意致死， 更能强化其悲惨的

命运， 更符合人物真实个性， 也更易为观众理

解和接受。 而一些增加的细节， 比如为挣钱在

夜总会喝酒、 海滩上无意中将多多叫成自己的

孩子珠珠等， 这些点滴改变为丰富人物内心都

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 如果说韩国版本还存

在诸多明显的问题， 本片则达到了浑然一体的

完整性和极高的完成度。

摄影师出身的吕乐 ， 其导演作品并不多 ，

此前多是实验性影片或相对小众的文艺片 。

而 《找到你 》 在口碑 、 市场和影响力上均创

造了其个人导演作品的新高度 ， 其成功固有

原剧作的良好底子 ， 但又与二次改编 、 二度

创作有着直接关系 ， 更与当前现实主义电影

逐渐复兴的时代潮流无意间吻合 。 在 《我不

是药神 》 等现实主义电影不断创造奇迹的背

景下 ， 《找到你 》 引发关注也就并不令人惊

讶了 ， 它所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电影文

化和审美的时代变迁。

（作者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