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涉及少年暴力、家庭不幸等话题，但《少年的你》最终的落点
却是向着温情、光明与希望的。 创作者在这里传达出他对于少年的赞
美与信心，同时也传达了自己的人生信念：永远向着明亮方向眺望，堂
堂正正地活。 这是它作为一部青春电影最为珍贵的内核。

上映以来持续引发关注的国产电影《少年

的你》，从类型电影的文本深度、传播范畴及社

会效应等几个层面，都是对华语青春类型片的

一次拓展。影片将校园霸凌这一现象带入主流

观众的视野并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让大众看到

一部好的商业电影，不仅仅是作为大众娱乐方

式存在，也应承担起某种社会使命。

一部青春电影能够引发如此正面、 积极、

广泛的社会效应，也是之前比较少见的。

《少年的你》首先是类型文本层面的一次

拓展。影片将校园霸凌、少年犯罪、高考等社会

议题纳入青春类型片的框架，其深度与广度远

远超越了前几年一些单纯追求市场狂欢的青

春电影。 那些电影中的青春孱弱无力、充满狗

血桥段与无病呻吟， 往往抽空了社会现实，无

意去真正触碰或者思考社会问题。《少年的你》

则有着真实的青春困境与成长烦恼，这种困境

扎根于社会现实，有着社会性与人性的双重面

向，使文本层次更丰富、叙事更有深度，带有某

种社会议题电影的尖锐感。

影片为校园霸凌设置了一个有说服力的

空间环境与时间节点。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复

读学校，一群曾经高考失利充满心理压力的复

读生， 以及高考前两个月这一紧迫的时间节

点。 时间、地点、人物，每一个核心故事元素都

充满了压力与张力，由此形成一种压抑的故事

氛围，也为叙事带来一种内部的紧张节奏。 不

断升级的肢体暴力、言语侮辱、行为排挤等，以

饱满的影像呈现在大银幕上，使观众为受害者

遭遇的暴力而揪心难过。

影片对于校园霸凌的展现，总体而言还是

比较全面和准确的。 无辜的受害者、残忍的施

暴者、冷漠的旁观者、支离破碎的原生家庭等

各个层面，创作者都没有回避。 虽然有声音质

疑影片对校园霸凌的本质的思考不够深入，但

我认为，创作者只是选择将叙事重心放在遭遇

校园霸凌的人物陈念的情感关系上，并不意味

着创作者逃避或者跳过了对于霸凌的思考。

相反，《少年的你》对于霸凌的呈现是多面

向、多维度的。 创作者通过几个简洁但高效的

叙事情节与三个施暴者的人物设置，来思考校

园霸凌的复杂成因，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社会维

度与人性维度。

霸凌小团伙的核心人物魏莱，是一个家庭

优渥、相貌出众、成绩优异的优等生，但影片也

展现了她因高考失败在家庭中遭遇的冷暴力

（父亲一年不跟她说话），也展现了魏莱那位冷

漠、自私、傲慢、缺少同理心、歧视草根人群的

母亲。 帮凶之一的女孩有一个暴力父亲，经常

挨打的经历也让她学会了去欺负别人。另一个

还残留一点善良的女孩，她的母亲也是一个唯

唯诺诺、软弱无能的普通劳动者，她因为懦弱、

怕被欺负，转而成为霸凌者的帮凶。

影片对于高考也持有一种相对客观的态

度，既呈现其中竞争激烈的部分，也肯定高考

必要、合理的部分。一方面，展现了高考前的高

压环境，学生们复习时的紧张状态、考前动员

时不成功便成仁般的决然、考试时的无形压迫

感，都异常真实有冲击力，让观众感同身受。但

另一方面，创作者又肯定高考的重要性，只能

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女主角陈念，以及没有前

途、朝不保夕的小北，在这两个弱小少年有限

的、无能为力的人生中，似乎只有高考这一条

路是可以走通的。 小北对陈念说：“只有你赢，

我才不算输”，为了让陈念能够走出去上大学，

小北甘愿背下所有罪名。 这一核心情节，也让

我们看到高考的重要性。

近年几部优质青春电影中，《嘉年华》以冷

静犀利的笔触讲述青少年性侵这一社会问题，

《狗十三》 讲述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如何被成人

世界所改变、规训。 不同于这两部影片呈现社

会现实与人性灰色地带的作者表达，《少年的

你》选择了类型电影的叙事策略，试图在艺术

表达与商业价值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影片提出

了校园霸凌的复杂性，但显然，影片并没有论

文式地对于校园霸凌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一种

深度的、客观的、社会学式的讨论，也未过于深

入地呈现社会现实与人性复杂、暧昧、混沌的

一面， 而是倾向于以类型叙事的方式凝缩、抽

象地呈现社会现实，将社会现实转化为一个情

感故事。在这一点上，《少年的你》与《我不是药

神》一脉相承。

主创非常聪明的地方，在于用一个《白夜

行》式的深情故事来包裹校园霸凌这一社会问

题， 将极致的残酷与极致的深情混合在一起，

在社会题材的现实性与青春爱情类型的浪漫

性之间， 找到了一个最能被大众接受的平衡

点。小混混与优等生这一套路化的偶像剧模式

被改造、升级，最终牺牲、成全带来的悲情效果

却让人惊奇。

电影对于社会问题的表达，如果不能落到

人的情感上，其实很难打动观众、容易沦为图

解。 《少年的你》选择把这样一个校园霸凌的故

事，转变为两个孤独、无依无靠的少年人相互

取暖、相互保护的温柔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两

人在生活中所遭遇的冷漠残酷的部分，比如同

学的霸凌（陈念）、家庭的抛弃（陈念和小北）、生

存的压力（小北），都转化为两人情感关系的动

力，并且推动他们靠得越近、靠得越紧。 因为两

人在社会关系上的孤绝性（被家庭抛弃和被朋

友欺负），最后小北为陈念扛下所有罪的行为、

陈念为了救小北最终又放弃前途回来自首的

行为，也才变得合情合理，因为他们只有彼此，

没有别人。 影片中，女警员认为，小北不至于为

了陈念而背上杀人、强奸的罪名。 但郑易回答，

“我和你不会，但他们是少年”。 这个“少年”包

含几层意思：少年的感情才这样纯粹、这样无

私，也正因为是弱小无依靠的少年，他们才会

这样互相依靠、互相保护，成为对方的唯一。

更重要的是，虽然涉及少年暴力、家庭不

幸等话题 ，但 《少年的你 》最终的落点却是温

情、光明与希望。 两个少年虽然挣扎在生活的

泥潭里，却始终向着明亮方向眺望，相信总有

一天能够并肩走在阳光下。女主角陈念如此弱

小无助，但她的理想却是保护世界，她要让这

个世界变得更好，虽然很难，但陈念坚持“我想

试试”。 创作者在这里传达出他对于少年的赞

美与信心，他相信少年是明亮的、有勇气的、是

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的希望；同时也传达了自

己对于人生的信念：要堂堂正正地活着。 这是

它作为一部青春电影最为珍贵的内核。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少年的你》在类型传

播层面的拓展。导演曾国祥选择偶像明星易烊

千玺出演男主角小北的决定，有着他对于演员

的敏锐直觉、也包含对于自己在演员指导能力

上的自信，最终获得了一个电影与演员的双赢

局面： 既提升了电影的传播力度与能见度，使

校园霸凌这一社会议题能够最大范围的传播

并引起关注，也让观众了解了国家有关部门回

应社会关切所发出的“组合拳”；同时又使流量

偶像成功转型为演技派小生，打破了以往流量

明星＝演技不好的刻板印象。 《少年的你》对于

流量明星向演员的升级与转化的努力，使这部

有社会关注和人性温度的青春电影，在传播影

响力上远远超越了之前的小众青春片佳作《狗

十三》《过春天》等。

创作者对于观众心理的把握是精准的，假

设这个故事对校园霸凌这一社会议题的思考

再复杂、理性、深度一些，大众从情感上可能就

无法进入这个故事。 《狗十三》《嘉年华》的票房

成绩可以佐证。 相反，如果再多呈现一些两人

的情感关系，又会消解这个故事的残酷底色与

真实性。 最终，《少年的你》在现实主义与类型

叙事之间、艺术表达与商业价值之间、社会题

材的尖锐性与青春爱情类型的浪漫性之间、校

园霸凌的残酷与偶像剧的深情之间，找到了一

个平衡点，也为这类包含社会议题的类型电影

创作，探索了一条新的创作路径。

（作者为电影学博士、中国文联电影艺术
中心助理研究员）

拒绝抽空社会现
实的青春类型

从社会题材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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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公共教育可以说是最受美术馆重视
的核心职能之一。 因为它无论对艺术的普及、

学术的推广 ， 还是大众的传播 、 展览的营销
等， 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它的价值和意
义正越来越为业内外所认可。

正是近年来美术馆提供形式多样的公共教
育活动， 一定程度上拉近和弥合了美术馆与公
众之间的距离， 拓展了广大观众的艺术视野和
文化包容心 ， 丰富了一座城市的精神文化生
活。 甚至某种程度上， 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很多
艺术展览开幕式就是闭幕式的窘境。 周末去美
术馆参加公共教育活动， 已经成为一些家庭和
艺术爱好者的主要生活方式 。 据统计 ， 2018

年 ， 上海 80 余家美术馆全年共计举办活动
3338 场， 其中 ， 馆内活动 2356 场 ， 馆外活
动 982 场。 活动最主要的形式为导览、 讲座、

亲子活动及工作坊等。

更令人欣喜的是， 正是通过公共教育这样
一项职能与渠道， 美术馆的内涵得到了不断的
延展 。 一些表演类艺术现已进入美术馆 ， 电
影、 文学之类的文艺活动也在美术馆实现了跨
界的合作， 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以往美术
馆相对单一的功能定位。 另外， 美术馆通过与
学校、 社区、 一些公共空间的长期合作， 以及
公教活动本身体验性与趣味性的增强， 以往一
直被观众吐槽 “看不懂” 的当代艺术， 现在正
在越来越多被人们所接受与理解。 原本一些自
称为艺术门外汉的观众， 现已发展成为艺术的
爱好者、 美术馆的超级粉丝。

实际上， 美术馆作为艺术类博物馆， 教育
对于其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 早已在全球范围
内形成共识 ， 并在 2007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 修改的 《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 中有
所体现： “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
的 、 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 ， 为教
育、 研究、 欣赏的目的征集、 保护、 研究、 传
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
产。” 在该章程中， “教育” 已被列为博物馆
第一大功能。

当然， 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 美术馆的公
共教育一方面红红火火、 热热闹闹， 但另一方

面， 哪怕是在一些相对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 ，

也面临不少的问题与挑战。

首先是美术馆公共教育的同质化现象很是
突出。 这主要体现在缺乏对观众的深入研究 ，

流于形式与场面的热闹， 缺少个性特色与精品
项目。

比如， 尽管随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不断推进和完善， 美术馆服务于观众的意识正
在不断增强， 从以往授课式 “听与看” 为主 ，

越来越向体验式、 互动式、 沉浸式方式转变 。

部分公教活动甚至已走出美术馆， 主动来到大
众身边， 促进了观众艺术感受力的提升和记忆
的加深， 也增强了美术馆与观众之间的黏性 。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一些美术馆比较注重教育
活动的次数、 参与人数、 整体关注度等， 而比
较忽视观众的深度感受， 以及体验的质量与实
际收获。 很多公教活动流于表面， 只图场面的
热闹而不能深入到参与者的内心， 不能真正实
现公教活动的初衷与目的。

美术馆还普遍缺乏对观众的深入研究。 尽
管现在很多美术馆普遍都设有留言本、 调查反
馈表等， 让观众表达参观感受和评价， 但这些
留言真的得到重视和有效利用了吗？ 答案并不
乐观。 如果我们能真实通过观众留言了解他们
对展览的态度和参观体验， 从而有的放矢地提
高与改进 ， 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进馆参
观。 我们还迫切需要对观众人群进行研究和细
分， 在分类基础上， 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进行
差异化教育。

尽管越来越多的美术馆都在推行公教活
动 ，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 不外乎导览 、 讲
座、 亲子活动。 像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推出的
“诗歌来到美术馆”、 徐汇艺术馆推出的 “美育
卡” 等这些富有个性特色和长期持续性的公教
精品项目， 还是为数不多。 因此， 要积极倡导
公共教育的创新性、 探索性与实验性， 发挥各
个美术馆的比较优势， 结合自身特色打造具有
品牌意识的公共教育项目。

此外， 独立于展览之外的公教活动数量太
少， 绝大部分都是配合展览临时策划与设计 ，

没有进入展览的整体策划中。

我们知道， 配合展览的公教活动对于一个
普通观众来讲是碎片化的， 不能根本上改变他
们原有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 对于观众艺术
知识的普及和艺术素养的培育， 其实需要一个
相对系统化、 长效性的专题公教项目来支撑 。

很遗憾， 这种独立于展览之外的具有系统性的
公教项目， 现在还很少看到。

眼下美术馆的公教活动基本都是等到展览
方案确定之后， 再交给公教部门进行配套的策
划与设计。 这样一来， 公教活动就比较被动 ，

时间上也非常仓促， 既不利于公教部门进行充
分的酝酿与思考， 联络与筹备， 也不利于公教
人员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 而在国际上一些
成熟完善的大型美术馆， 公教人员会一起参与
前期的策展工作， 让公教的创意融入展览的整
体策划中。

专职人员与经费的短缺， 也很大程度上制
约着美术馆公共教育水平的提升。

尽管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已为各个美术馆所
认识和重视， 但真正设立公教部门或者说公共
教育专员的比例不高 ， 且专业化程度有待提
高。 既缺少专职的公教人员配备， 也缺乏专项
的公教活动经费， 是目前绝大部分美术馆的现
状。 由于人手短缺， 目前公教人员基本都是疲
于应对日常性的工作。 既要负责活动的策划 、

组织与落实， 也要做好导览员的培训、 志愿者
的管理等一系列事务。

除此之外 ， 公教活动主要是在双休日开
展， 且工作量大， 因此， 人员流动性特别大 ，

有些公教部门隔一两年就要换一拨人， 不利于
公教人员工作经验的积累和业务能力的提升 ，

还难以维持长期的公教品牌项目， 在馆际合作
交流上， 也给对接带来困难。 由于工作辛苦 ，

且工作时间特定， 综合素质要求较高， 这些都
导致公教人员招工难。

总之 ， 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与教训 ， 不
断地反思与改进 ， 不断地创新与突破 ， 美术
馆的公共教育才能踏上一条自我完善与自我
提升之路。

（作者为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

美术馆的公共教育
不能止步于热闹

傅军

———评正在热映的国产电影 《少年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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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电影 《少年的你》 引起界内外广泛关注， 上映 11天票房逼近 12亿。 评论界的观点是， 青

春类型电影不能只从商业角度追求市场欢愉， 也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

使命感是青春类型电影的重要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