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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整洁的床铺，于他们已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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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离开豪门家族，重启了自己的人生
薛晋文 刘子琪

《温德米尔儿童 》讲述的是二战后 ，

遭遇大屠杀创伤的孩子被英国政府接
纳 ，在温德米尔湖畔终获救赎的故事 。

在亲情缺失的情况下， 他们从彼此身上
找到家庭的温暖， 与庄园里其他孩子一
样适应战后的和平生活， 等待失联的亲
人。在温德米尔建立的友谊，也成为他们
日后通往多彩未来的生命线。

1945 年 8 月，二战即将结束。包括
阿莱克·赫什科维兹在内的 300 名犹
太儿童乘坐十架空军货机 ， 从布拉格
前往英格兰西北部的克罗斯比-艾登
皇家空军基地 ，之后抵达位于温德米
尔湖畔的卡尔加斯庄园 。 这些孩子是
英国政府 “卡尔加斯儿童康复计划 ”

的首批接收对象 。 在《温德米尔儿童 》

中 ，编剧西蒙·布洛克和导演迈克尔·

塞缪尔斯没有花费过多的笔墨交代
这些背景 ， 而是在该剧的开头通过一
组画外音 ， 回忆孩子们在纳粹集中营
的经历 。

当镜头切换到孩子们乘坐汽车抵
达卡尔加斯庄园的情景时 ，昏暗的夜色
宛如在战争中受伤的心，看不到光明。男
孩警惕地提醒身边的同伴 “放松会让你
丧命”，也有乐观者回应：“嘿，放轻松，这
里是英国。 ”他们的宿舍被安排在战时机
场工人的临时住所， 这些营房与死亡集
中营颇有几分相似，但一张整洁的床铺，

于他们已是天堂。

经历过战争 、 死亡甚至大屠杀创
伤的孩子 ， 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应
该是怎样的 ？ 如何尝试着去想象他们
在思考什么 ？ 这是当年摆在温德米尔
的心理医师和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难
题 ，也是如今 《温德米尔儿童 》的幕后
团队所面对的难题 。 “你的第一反应是
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进入他们的大脑 ，

但很快就证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编
剧西蒙·布洛克说 ， “我无法想象阿莱
克·赫什科维兹几年来在包括奥斯威
辛在内的四个集中营所经历的一切 。

我能做的 ， 只有去思考当他们抵达温
德米尔时 ， 曾经的创伤会通过怎样的
行为表现出来 。 ”

于是， 我们看到这些孩子被问及名
字时下意识地卷起袖子， 露出纳粹文在
他们手臂上的编号； 看到他们一哄而上
抢夺面包， 藏匿到任何一个视线所及的
犄角旮旯； 看到心理医师玛丽·帕内斯
鼓励他们绘画时， 纸上呈现的令人窒息
的尸体和铁丝网……战争带来的伤痛太
深， 纳粹虽被打败， 但他们的记忆依旧
停留在集中营充满杀戮和死亡的夜晚。

初到卡尔加斯庄园，孩子们没有被安
排任何心理咨询。 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被
鼓励去接触自然，在湖里游泳，到街头散
步，并完成基础的英语课程。 “很明显，只
有当人们愿意接受心理治疗时，它才会产
生作用，” 布洛克说，“最重要的是先让他

们生活在一起，只有面对同自己经历相同
的人，人们才愿意吐露心声。 ”

在开始剧本创作时，布洛克采访了十
多名曾接受“儿童康复计划”的集中营幸存
者。 与《美丽人生》等相同题材的影视作品
相比，《温德米尔儿童》 最出彩之处莫过于
由真人真事改编， 让观众在平实的叙述中
萌发对生命的共鸣。 剧中的孩子全由名不
见经传的波兰年轻演员扮演， 导演没有为
那些在卡尔加斯工作的志愿者营造救世主
的形象， 而是在平缓克制的叙事中展现儿
童的细微变化。 孩子们仿佛在不经意间实
现了心灵的救赎， 当他们逐渐走上康复之
路时， 温德米尔湖畔的美景也在镜头前缓
缓铺展开来。

如果一定要在该剧中寻找一些着意
刻画的东西，那便是对亲人的思念。 《温

德米尔儿童》里有一个极具感染力的镜
头： 当所有人都认为萨利克·法力诺瓦
的兄弟早已在战争中身亡时，在一片绿
茵场上，在没有任何征兆的足球友谊赛
中， 身穿军人制服的哥哥骑着摩托，突
然闯入了所有人的视野。失散多年的兄
弟奇迹般地重逢 ， 镜头在众人身上划
过 ，他们落寞的神情 ，与萨利克的喜极
而泣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温德米尔的绝
大多数孩子来说，对亲人的等待只能换
来绝望 。 当红十字会的汽车终于抵达
时 ， 屏幕上出现了一段令人窒息的沉
默———一整箱牛皮信封， 宣告了亲人已
经遇难的结局。

四个月后，随着康复计划进入尾声，

孩子们也将告别温德米尔， 开启新的人
生。 在他们即将离开时，管理员奥斯卡·

弗里德曼给了孩子们这样一段忠告：

“当你们在战争中失去所有，世界向
你们打开了善意的大门。 但当你们离开
这里的时候， 不要因为自己曾经历的痛
苦，而对这个世界予取予求。愿你们都能
在自己的领域赢得一席之地， 即使被心
中最黑暗的想法困扰， 仍要对生活的奇
迹心怀希望。 ”

毋庸置疑，他们做到了。该剧最后，

故事戛然而止，波兰演员在湖中的倒影
被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幸存者取代。他们
还活着 ， 谈论着家庭和世界带来的美
好———本·赫夫戈特， 他的父母都被纳
粹枪杀，是温德米尔的时光让他不再孤
独 ， 作为一名举重运动员走上奥运赛
场 ；阿莱克·赫什科维兹 ，教育工作者 ，

亦是慈善组织“生活的行军”成员，每年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比克瑙集中营旧
址之间组织徒步 ，在 2009 年被授予大
英帝国勋章。

《温德米尔儿童》是一个从难以想象
的创伤中终获救赎的故事， 是一段关于
接纳和爱的讲述， 也是一种对战争和现
世的思考。在同幸存者的对话中，布洛克
认识到感恩和回馈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
题：“温德米尔的孩子是我遇见过的最懂
得爱的人。他们发自内心地感恩新生，并
且极尽所能将爱回馈给这个世界。 ”在该
剧开始拍摄的时候， 加莱的难民营正经
历伤痛。 “我们希望这部影片能让更多的
人意识到， 接纳那些逃离可怖经历的人
并非难以实现。 如果我们接纳并帮助他
们，终有一天，他们会像温德米尔儿童一
样，回馈这个世界。 ”

为了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 75 周年，BBC 在今年年初
推出了英德合拍讲述二战往事的短剧《温德米尔儿童》。

在本届上海电视节上，该剧与同样讲述二战的英剧《战火浮
生》一同登陆荧屏，与观众见面。

▲ 《温德米尔儿童》 讲述的是二战后， 遭遇大屠杀创伤的孩子在温德米尔湖畔终获救赎的故事

本届上海电视节展播的德国电视单本剧 《奥蒂莉·冯·
辉柏嘉》， 讲述了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德国女性的感人故
事。 这部脱胎于全球知名铅笔制造公司继承人真实经历的
人生传奇令人动容， 充满了社会分化变迁中的性别、 权力
对峙， 并对女性试图征服世界和解放自我的艰辛旅程进行
了细腻诠释， 留下了女性 “撼山易撼动既有伦理秩序难 ”

的历史困惑。

前有 《致命女人》 引爆网络， 后有 《夫妻的世界》 爽
透人心， 现有 《三十而已》 热度不减， 在全球这一片 “她
叙事” 的图景中， 《奥蒂莉·冯·辉柏嘉》 贡献了一块来自
德国的独特的拼图。

奥蒂莉·冯·辉柏嘉的生命轨迹定

格在动乱不堪的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上半叶。 父亲早逝，这使得爷爷把产业

交给男性继承人的愿望落空。洛萨·冯·

法伯一手把 A.W.Faber 公司打造成了

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企业， 眼看自己 19

岁的长孙女注定要成为家产继承人，老

爷子去世之前立下遗嘱：首先奥蒂莉必

须与贵族结婚，其次“法伯”的姓氏在奥

蒂莉婚后也必须保留。 因此，当奥蒂莉

于 1898 年与亚历山大结婚后， 两人将

各自姓氏法伯 （Faber） 和卡斯特尔

（Castell）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家

族姓氏“辉柏嘉”（Faber-Castell）。

这场婚姻让彼时仍然健在的洛萨

遗孀非常高兴，这不仅因为亚历山大出

身于德国最古老的贵族家庭，更因为老

夫人在他身上看到了管理企业的能力，

以 及 与 整 个 家 族 一 起 肩 并 肩 的 热

情———这点尤为重要 ，“就像我的儿子

那样”。因此，她亲自指定亚历山大为合

伙人和董事总经理。 从这里可以看出，

尽管我们不能说这对年轻的夫妇之间

没有感情，但商业一定是这场婚姻中一

个重要考量因素。庞大的产业和家人的

期盼，沉甸甸的家族责任与不谙世事的

少女人生形成了强烈对比，奥蒂莉的人

生注定不再完全属于自己，注定不会走

寻常路。 自由、幸福和梦想被家族使命

强制挤占，对于独立的个体而言，奥蒂

莉的自我需求，已然成为过于奢侈的一

种存在。

1903 年 ，26 岁的奥蒂莉正式继承

了公司，丈夫亚历山大则继续保留自己

在企业中的身份。

婚后几年， 亚历山大证明自己的确

是非常合格甚至出色的丈夫/合作人。 在

他的管理下，公司业务简直可以用“蒸蒸

日上”来形容。到 1911年的时候，公司的

技术和金融部门共有 2000 名工人、200

名办公室职员，在全世界拥有 10万名固

定客户。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亚历山大不

得不扩大他的生产基地和生产规模。

在此期间，两人还一连生了五个孩

子，其中一个夭折，而最小的罗兰后来

成为了公司继承人。

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 我

们现在知道，战争对整个德意志民族的

文化和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旧

有文明被摧毁，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

态度和价值取向被改变， 而在当时，对

于辉柏嘉而言，战争的直接影响是导致

公司设在德国境外的分公司和生产基

地纷纷关闭，亚历山大去往比利时谋求

新的出路，长时间的两地分居让夫妻俩在

精神上也越来越远， 直到不再有共同语

言。 奥蒂莉爱上了一个名叫菲利普·冯·布

兰德的人：“亲爱的亚历山大， 今天我向

你提出一个请求 ：给我自由 。 ”

亚历山大于 1918 年决定放手 ，奥

蒂莉在离婚后嫁给了菲利普。 她挥挥

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将名下的家族基

金移交到了彼时只有 13 岁的儿子罗兰

名下， 公司则由亚历山大全权所有，并

在亚历山大于 1928 年去世之后移交给

了罗兰。 1944 年，奥蒂莉去世。

一个故事：

女性自主追寻人生的别样可能

这样一个人生故事， 其中留白为后

人的叙述与想象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从 “他者 ” 中脱离和逃跑 ， 是当

代中外影视剧创作所集中讨论的一个

命题。

这里的 “他者 ” 多种多样 ， 比如

“妻子” “母亲” 这样的身份对女性而

言， 就是一种 “他者”。 很多时候， 当

女性成为了 “妻子” 和 “母亲”， 就会

遭受更加明显的性别偏见 。 《致命女

人》 中视家庭主妇为梦想的贝斯， 从小

被 “洗脑”， 从未有过独立自主的女性

意识； 《三十而已》 中个人能力、 业务

能力极其强大

的顾佳， 也没

有逃脱生育过

后回归家庭的

无奈。 充满偏

见 的 社 会 观

念 ， 将 “ 母

亲” 角色之于

家庭、 子女的

血缘、 情感和

义务捆绑在一

起， 女性成为

无限付出和牺

牲的代名词 ，

常常沦为男性

茶余饭后低俗

取笑的谈资。

倘若与妻

子、 母亲等身

份的 “他者 ”

进行脱离， 必

须以另一种身

份的重新定位

为参照系， 比

如职场。 职场

是两性身份和

社会地位再造

的主战场， 也

是社会关系 、

社会认同的绝佳场所， 更是女性不愿意

与世界脱节的中间地带和桥头堡。

但职场的风浪更大 ， 尤其是在奥

蒂莉生活的那个年代 。 职场带给女性

的不仅是社会身份的重拾 ， 个性 、 理

想等人文需求的觉醒 ， 更象征着对男

权主导社会的应战和进攻 。 当奥蒂莉

从祖辈手中接下了庞大的家族企业 ，

她的幸福荣辱就此与事业画上了等号，

《奥蒂莉·冯·辉柏嘉》 的创作者将一百

年前德国社会强大的男性世界的禁锢、

压迫， 投射到奥蒂莉艰难经营企业中，

体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获得尊重 、 赢

得地位的困窘。

当代影视创作聚焦的另一个话题，

是将情感的自信和独立还给女性。

在言情剧中， 我们总能看到这些戏

剧性场景： 女性被世人赋予了太多的美

好寄托， 她们在少女阶段应该是善良、

美好 、 温柔的天使 ， 成为妻子后是宽

厚 、 隐忍 、 坚强 、 牺牲的伟大女性 。

《奥蒂莉·冯·辉柏嘉》 也面临着这样的

创作陷阱， 即将爱情禁锢在理智中， 含

蓄展现奥蒂莉置于内心隐秘角落的人性

本质。 所幸我们看到， 经过自我诉求和

社会伦理秩序的痛苦挣扎， 她内心迸发

的自由愿景终于战胜了 “无爱婚姻 ”，

奥蒂莉做出了人生的大胆选择， 不再受

到责任、 伦理和社会秩序的束缚， 转而

大胆地通过离婚来迎接新生。 一声 “给

我自由”， 解放了自己的身份枷锁， 最

终将无爱的待机状态觉醒升华为生命的

重启状态。 人的情感本能和情感自由越

是能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理解， 人类社

会就越能向着文明再前进一步———这种

觉醒， 让该剧真正具有了现代性， 既呼

应着文艺复兴浪潮中对 “人” 的重新认

识， 更是以爱之名给予女性灵魂的深情

人道主义关怀。

(作者分别为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
术系教授、 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讲
师)

一种觉醒：

将情感的自信和独立还给女性

▲ 《奥蒂莉·冯·辉柏嘉 》

讲述了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德

国女性的故事

茛现实中奥蒂莉和亚

历山大新婚时的合影

（资料照片）

德国电视剧 《奥蒂莉·冯·辉柏嘉》

英德合拍剧 《温德米尔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