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许旸

白树瑾和她的合租女孩让不少异乡打拼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图为该片海报。

久违的“小妞电影”，
致人们过去一年的坚定

《亲爱的新年好》上映，可能是跨年最应景的电影

作为国产片里人缘不错的一个类

型，“小妞电影”在《滚蛋吧！肿瘤君》后鲜

有出彩之作。 跨年时分，彭宥纶执导，白

百何、张子枫、魏大勋领衔主演的《亲爱

的新年好》上映，不少影迷感慨一句“久

违了，小妞电影”。 新片由上海猫眼影业

出品，改编自丁丁张出版于 2018 年的长

篇小说《只在此刻的拥抱》，并由作者本

人担任影片监制。

与《失恋 33 天》《杜拉拉升职记》《滚

蛋吧！肿瘤君》等类似，最新的这部“小妞

电影”远离大是大非、没有疯狂想象，镜

头所指无非是都市里年轻女性成长里的

二三事。当故事尾声，一度特别难的女主

人公喊出“我们不怂”，电影最大的价值

大概于此———用治愈系的故事， 致人们

过去一年的坚定。

《亲爱的新年好》中，白树瑾是个远

离家乡的“北漂”。早年迫于现实，她不得

不放弃图书出版事业的理想， 当上一名

房地产经纪人，无奈这份工作也不顺利。

同时，房租上涨、情感波折、母亲病重等

危机雪上加霜， 令她的生活跌落谷底。

命运在关上一扇门时打开了一扇窗。 刚

来到北京的女孩误打误撞成了白树瑾的

合租室友， 在这个年轻、 充满生机的女

孩身上， 女主角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的

影子， 她的内心世界开始泛起涟漪。 逐

渐地， 女主角的生活似乎重新变得元气

满满。

从前些年这一类型盛行开始，“小妞

电影”被观众喜欢的重要原因便是“切近

感”。 同样，白树瑾和她的合租女孩也

让大银幕前不少异乡的打拼者看到了

自己的影子：在十几二十岁的年纪，初

来乍到，无所畏惧，对一切都充满了好

奇和干劲；而到了三十来岁，似乎接受

了某种“规则”，言行举止开始谨小慎

微。 曾经的追求理想、创造奇迹、改变

生活的雄心壮志仿佛只是遥不可及的

童话，爱情、友情都成了奢侈品。所以，

电影的结局也许有点矫情， 但不少观

众依旧愿意为之流泪———也许归根结

底， 是为过去一年在虽遭遇艰难仍坚

持梦想的自己而感动。

对此， 北漂十年的导演彭宥纶提

到：“我见证了很多女生来到北京追逐

梦想、 爱情失败……所以当我看到这

个剧本的时候，有很多感触。 ”片中一

些台词，用浅显的方式鼓励人们，不要

忘记最初的坚持。

此外， 影片中细腻的感情描写也

颇具看点。 丁丁张有意在片中突出了

他的亲情观：“有很多爸爸和妈妈其实

都是毫无底线地在付出， 那种付出甚

至让我觉得很生气， 我觉得有义务把

这样的父母搬到银幕上给大家看到。”

将友情、亲情、爱情同时囊括于同一部

电影之中， 这或许能使得观众的情感

共鸣变得更为广泛。

这两天影片上映后褒贬不一，但

有一点评论是一致的———跨年有时就

如同一次心灵沐浴， 给自己来一趟治

愈的观影之旅，重启“坚定的一年”，不

失珍贵。 一切就像影片的英文名显示

的：《Begin，Again》，开始吧，再一次。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周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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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 2019 年度成绩单出炉， 三大亮点十分抢

眼： 创作持续提质， 市场进一步激活， 服务领先全国。

据统计 ， 2019 年 “上海出品 ” 共完片 102 部电

影， 比 2018 年增长 19%。 其中 33 部 “上海出品” 进

入院线上映， 年度累计票房约 52 亿元， 在全年的国产

片总票房中占比 12.7%。 共有九部上海出品的电影票

房过亿元， 其中 《飞驰人生》 17.17 亿元、 《攀登者》

10.94 亿元， 均进入全年国产片票房排名前十。

值得关注的是， 总占比基本不变的前提下， “上

海出品” 持续在创作上提质。 2019 年， 已有 11 部影

片带着 “上海出品” 的标识， 在海内外知名电影节获

得奖项， 另有三部作品入围国际 A 类电影节的主竞赛

单元。 其中， 冬春 （上海） 影业出品的 《地久天长 》

从年初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到年末的中国电影金鸡奖 ，

分别包揽了最佳男女主角银熊奖以及最佳编剧、 最佳

男女主角奖， 被业界评为 “统一了海内外电影人审美

的佳作”。 《挑山女人》 代表上海戏曲电影捧回金鸡奖

杯， 亦被业界一致称颂。

丰富的维度亦从另一个侧面为 “上海出品” 的品

质背书。 从档期看， 《飞驰人生》 《攀登者》 等， 分

别在春节档和国庆档这两个重要时段赢得口碑市场双

丰收。 尤其是 《攀登者》， 以开创国内登山冒险新类型

的姿态， 为新中国七十华诞献上属于上海电影的贺礼。

按类型分，忠于作者风格的《南方车站的聚会》，走工业

路的 《上海堡垒 》，树起戏曲电影 “金名片 ”的 《挑山女

人》，敢于挑战国产片鲜见儿童题材的《第一次的离别》，

主张女性电影表达的《送我上青云》，为大 IP 画上圆满

句号的《叶问 4》等，都在拓宽“上海出品” 的边界， 丰

富中国电影的叙事手段。

创作上的发力带动着市场的活跃。 最新数据显示，

上海在 2019 年新增影院 48 家、 银幕数 339 个， 目前

共有 400 家影院， 2505 块银幕， 这座城市的影院数量

与银幕数继续位列全国城市第一。 截至去年 12 月 29

日， 全国总票房达 638.68 亿元， 同比增长 4.74%， 上

海地区的票房占全国的 6.03%， 蝉联年度全国城市票

房冠军。

数据喜人， 步履不停。 振兴上海电影产业、 构筑

现代电影工业体系、 打造全球影视创制中心的进程中，

机制沃土当是上海电影重育参天树的起点。

一方面， 《关于促进上海电影发展的若干政策》、

“文创 50 条”、 《关于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 加

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 ……在顶层设

计的日臻完善下， 这些年来， 上海着力扶持电影创作、

奖励电影佳作、 发展电影产业、 培育电影人才， 已基

本形成了整体推进与精准扶持相结合、 行业规范与市

场促进相结合、 精品打造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制度保

障体系。

另一方面， 为了服务好优秀电影人在上海展开创

作， 2019 年， 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持续打磨 “上

海服务” 的金字招牌。 该机构全年受理政策、 信息咨

询和协调服务共 1415 件次， 受理达标率为 100%。 年

末， 新成立的上海市影视版权服务机构加入了上海影

视产业的 “服务矩阵”。 新机构将向来沪影视企业提供

免费的 “一站式” 版权服务， 首批共四项 20 条。 全新

的服务清单同已有的 116 个影视摄制服务项目构成

“组合拳”， 助推产业 “引擎” 动力升级， 为做大做强

上海文化品牌持续更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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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音让少数民族音乐有更大传承播撒平台
来自19个少数民族的青年歌者在上音歌剧院唱响新年新声

本报讯 （记者吴钰） “石榴花开

唱新声” 少数民族声乐新年音乐会昨

晚献演于上音歌剧院。 土家酒歌的高

亢嘹亮， 苗族欢歌的热情浪漫， 蒙古

族歌曲的广阔辽远……来自 19 个少

数民族的 20 多位青年歌者济济一堂，

好不热闹， 浓郁热情的民族风情也让

观众深受感染。

这已经是 2019 年度国家艺术基

金 “少数民族声乐表演人才培养项

目 ” 在北京 、 云南 、 上海等地的第

八场演出 ， 展示了当今民族声乐表

演与传统少数民族民间演唱在艺术

性上的高度融合。 “石林教授听说我

们来参加晚上的表演， 还一早专门开

车到学校， 给我们上课。” 来自哈密

歌舞团的维吾尔族歌者阿也提古丽

和普洱学院的佤族歌者娜响感动

地说 。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石林慷慨

地承诺她们： “来上海， 随时来找我

上课。”

“重视少数民族声乐传承是上音

的传统， 并且我们还在不断向少数民

族音乐学习。” 项目负责人、 上海音

乐学院教授杨学进表示 ， 上世纪 50

年代起， 在王品素、 胡靖舫等民族声

乐教育家的指导下， 上音培养了才旦

卓玛等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声乐歌唱

家。 如今参与培训班的教授， 不少都

来自少数民族， 或是有在少数民族地

区的工作经历。 他们放弃假期休息，

从声乐表演、 音乐理论、 舞台实践等

各方面， 为少数民族青年声乐人才提

供全方位训练 。 有学员从未上过小

课， 第一次来上海就和老师一对一交

流， 惊喜又惶恐。

“我一直希望学习更多的音乐

表达方式 ， 来塑造和提升民族原生

唱法。” 来自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和丽元说。

他不仅从培训班中提升艺术素养 ， 更

学到对少数民族音乐事业发展的责任

和担当 。 演出中 ， 他以一曲 《时授么

哒姿 》 尝试将三首纳西族儿歌 、 情歌

和民俗歌曲串联 ， 展示少数民族丰富

烂漫的人生和社会画卷 。 “之前还很

迷茫 ， 不知道我的专业能走到哪一

步 。 来到上海短短两个月 ， 我更自信地

坚定了去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艺术的信

心 。 纳西族的民歌单一个调子就可以唱

三天三夜 ， 但观众可能不太适应 ， 接下

来我希望将原生态的民歌和现代舞台表

演融在一起 ， 用新时代的艺术表达弘扬

和提升少数民族艺术 。 ”“35 位少数民族

学员在培训班中交流畅谈 ， 不仅把各

自的特长展现出来 ， 也学习了本民族

以外的歌曲风格 。 ” 来自云南省青

少年音乐艺术协会的彝族歌者陶建

阿成说。

这批青年歌者不少已是当地歌舞

团的优秀演员 、 艺术院校的骨干教

师。 杨学进表示， 上音教授们倾囊相

授， 希望学员们也能将少数民族声乐

的传承火种带回当地、 播撒向全国更

广阔的舞台上。

文化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2020年的第一个故事，
从生活更深处开出花来

《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上海文学》等刊物新年推出冯骥才、莫言、徐贵祥等名家新作

进入 2020 新年， 国内一批主流

文学刊物纷纷推出新作 ， 《人民文

学》 《收获》 《当代》 《花城》 《上

海文学》 《十月》 等杂志开年第一期

新鲜出炉或即将面世， 记者细细梳理

后发现， 其中既有冯骥才、 莫言、 徐

贵祥等名家在各自擅长的写作风格版

图上的坚守， 也有新锐中坚力量如石

一枫、 笛安、 班宇的叙事探索， 一组

组作品往时代和生活洪流的更深处开

掘， 勾连出当代中国文坛的新春笔耕

画卷。

尤其醒目的是 ， 无论是冯骥才

“俗世奇人 ” 系列横跨 20 年的 《收

获》 “三连发”， 还是莫言在 《上海

文学》 延续的 “一斗阁笔记” 专栏，

无不见证了写作者与文学杂志之间的

共同成长和长久信任， 凸显了主流期

刊所承载的文学首发土壤依然具有蓬

勃的生命力。

为“俗世奇人”再搭舞台，

津味小说长廊又添新角色

“《俗世奇人 》 已经写了两本 ，

缘何又写？ 因为这两本书为吾乡之奇

人搭了一个台。 再有奇人冒出， 自然

一个个蹦上来， 都想在台上演一演自

己得意的故事。 这些人物个个标新立

异， 又执意太强， 叫我不好谢绝。 只

好上来一个写一个 ， 不觉间又是 18

篇。 ” 谈起为何续写至 《俗世奇人之

三》，出生在天津的冯骥才毫不吝啬对

“天津这地方那些非凡的凡人” 的偏

爱，他笔下这群奇人融入了地域性格，

而“地域性格乃最深刻的地域文化，我

对将它挖掘和呈现出来十分着迷”。

《收获 》 副主编钟红明告诉记

者， 冯骥才系列短篇 《俗世奇人》 与

《收获》 有着长达 20 年的情缘———最

早首辑发表在 2000 年第 3 期 《收

获》， 《俗世奇人新篇》 首发于 2015

年第 3 期， 到了 《俗世奇人之三》 亮

相 2020 年第 1 期 《收获》， 每辑都是

18 篇 ， 聚焦身边乡土异士和市井奇

人， 光看目录 “大关丁” “告县官”

“崔家炮” “弹弓杨” “棒槌壶” 等，

加上冯骥才为该系列手绘的 18 幅插

图 ， 冯式 “津味 ” 扑面而来 。 看得

出， 大冯这次也是性情所至———“一

准会有人问我还会再写下去吗？ 写作

人都是性情中人， 最靠不住的是写作

人的计划。 写作人最好的状态是信马

由缰。 马， 自己的性情与不期而至的

灵感； 缰， 笔也。”

除了 《俗世奇人之三》， 冯骥才

最新非虚构作品 《书房———世界》 也

亮相这期 《收获》， 他记录自己书房的

点滴 ， 处处透着情感与灵魂记忆的投

射。 “如果一个作家在这个书房里度过

了长长的大半生， 这书房就一定和他融

为一体。 我进入过不少作家的书房， 从

冰心、 孙犁到贾平凹， 我相信那里的一

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 或者就是作家

的化身。” 诚如冯骥才所形容： 温暖的

书房便是他踏实的靠背， 是他向外射击

的战壕。 “对于作家， 惟有在书房里才

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

己。 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 是自

己精神的原点， 有自己的定力。”

如果说 20 世纪 80 年代后 ， 冯骥

才、 林希等创作出一批引领文坛市井写

作风潮的名作， 以天津历史尤其是近现

代市井掌故为基本故事要素， 那么第二

代津味作家代表王松， 则承上启下书写

天津风俗文化与人性地理 。 《人民文

学》 最新 1 月号主打王松长篇 《烟火》，

小说时间背景是清末到抗战胜利期间，

人物大多是以手艺谋生的胡同百姓， 如

做拔火罐儿的老瘪、 刨鸡毛掸子的王麻

秆儿、 狗不理包子铺的高掌柜……主人

公来子的手艺并非专门， 但他深谙生意

之门， 更坚守做人之门。 作品写活了来

子的 “正”， 使他成为津味小说中少有

的富于可信的光辉人物形象。 “这部作

品琢磨透了天津风俗文化与人性物理，

一切用满是津味的细节说话。 ”《人民文

学》主编施战军评价，从整个市井题材的

创作史看，《烟火》 在对世道和各种生命

迹象的充分容纳之上 ， 对人的内心之

“正”的追索，是有大成气象的。侯家后蜡

头儿胡同这个烟火人间养育了他， 复杂

的历史语境也造就了他———这 “正 ”，

大概就是透过机言巧语 、 穿过求生苟

活、 浸过世道杂味的天津人的底色和本

色。 “相信读完作品的人们， 认定这是

津味小说的一个里程碑， 并不为过。”

军旅新篇书写凡人英雄 ，

“一斗阁”浓缩乡间万象

成熟名家延续各自熟悉的写作脉络。

曾创作《历史的天空》等名篇的军旅作家徐

贵祥在《当代》新年第一期首发了最新长篇

《伏击》，作为去年《穿插》的姊妹篇，小说描

写了国民党特务易水寒冒充牺牲的红军战

术专家， 在陕北潜伏的日子里感受到红军

崇高的信仰、抗战的真诚后，调转枪口，在

对日抗战中多次以死洗罪、向死而生，最终

加入共产党，为民族存亡浴血奋战。 “我写

过各种类型的英雄，从战将到普通一兵。但

是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认知， 只是冰山一

角。 写作中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我

走进历史、走进战争、走进那血火煮沸的岁

月。 从人物身上能看到中国人民的英雄本

色，找回我们的英雄自信。 我甚至感觉，这

小说好像不完全是我精心设计虚构的，而

是老天爷发给我的奖品。 ”徐贵祥坦言。

刚出炉的《上海文学》上，莫言《一斗阁

笔记（三）》延续去年“一斗阁笔记”专栏，12

篇新作以小见大， 长则千余字、 短的不过

200 多字，穿插了形形色色乡间人物故事，

方寸间力现人性幽邃和世间气象。同期“理

论与批评”栏目配发的王尧评论认为，莫言

的这些笔记小说用非常“经济”的笔墨传达

出一种蓬勃自然的自由状态，“有意砍去了

一切枝蔓而集中在故事本身， 将起承转合

都浓缩在这‘一斗’之中。而笔记，则直接显

示出其在创作形态上与传统笔记体小说的

勾连：奇闻异事来自道听途说，天南海北之

中无奇不有， 让人很容易联想起 《聊斋志

异》和《阅微草堂笔记》。 ”

为新锐力量 “策展 ”，多视
角打开当下文学现场

除了名家新作的集中爆发， 《花城》

《小说界》 《西湖》 《钟山》 等杂志

侧重为新锐力量 “策展”。 从 《人民

文学 》 “90 后 ” 专辑 ， 到 《上海文

学》 “短小说” 特辑， 再到新年第 1

期 《小说界》 聚焦 “被祝福的那个”

展开 “命题作文”， 一批青年作家带

来 “风格不同又互为观照的一组短

篇”， 探入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丰富

了短篇小说创作的样貌。

以最新一期 《花城》 的 “关注”

专栏为例， 笛安、 班宇、 王占黑等青

年作家的城市文学书写， 如同纷繁都

市人心图谱的奏鸣曲。 “如果仅仅看

中国城市的某些中心商务区建筑景

观、 大商场奢侈品消费和流行生活方

式， 写作难免流于同质雷同， 现代都

市的崛起对中国地理空间， 文化版图

和人们的情感、 心理、 日常生活方式

的改写是革命性的， 在这些城市的表

象和浮沫之下沉潜着的暗流恰恰是各

个不同的。” 该专栏主持人、 南京师

范大学教授何平认为， “我城” 如何

“文学 ”？ 思考这个问题 ， 需要像对

“乡 ” 一 样 将 自 己 的 灵 魂 灌 注 进

“城”， 面对前无古人的城市， 需要作

家和期刊界挖掘新锐力量 ， 以 “策

展” 意识尽可能地打开当下中国文学

的写作现场。

此外， 《十月》 新刊发表了石一

枫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 》 、 郑小驴

《骑鹅的凛冬》、 晓航 《宋时光》 等一

组中篇， 透出文坛中坚力量对小人物

的个性化书写。 继 《心灵外史》 后，

石一枫新作里沿着铁路线漂流到都市

的乡下女孩王亚丽， 自幼习惯生活的

粗粝， 忍辱是她清醒的生存策略， 报

恩是她守护自尊的底线， 但即便在人

生最艰难的时刻， 看似低至尘埃的个

体， 依然保持清明的自我， 顽强生长

着善的本能。

《收获》 《上海文学》 《十月》 （均杂志方供图）

来自 19 个少数民族的 20 多位青年歌者昨晚献演于上音歌剧院。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