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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涵

由汤唯主演的新片《分手的
决心》入围第75届戛纳电影节主
竞赛单元，这意味着该片有望角
逐金棕榈奖。

《分手的决心》由韩国导演朴
赞郁执导，汤唯、朴海日领衔主演，
将于6月29日在韩国上映。故事围
绕一起神秘坠亡事件展开，汤唯饰
演坠亡者的妻子徐来，是一个沉默
寡言、不擅表达感情的人物，具有
危险而又迷人的神秘气质。朴赞郁
是韩国的“国宝级”导演，他的“复
仇三部曲”《我要复仇》《老男孩》

《亲切的金子》已被奉为经典，他也
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与朴赞郁合
作对汤唯产生了无法抵抗的吸引
力，她表示：“朴赞郁真的是大师级
导演，他的东西有风格、有深度，对
演员来说很有吸引力。他是一个会
去‘挖’你的人，他是不会管你的感
受而只要拿自己东西的人。”

朴赞郁也在近期的采访中
表达了对汤唯的充分欣赏，称

《分手的决心》就是为她量身定
制的，“因为我是汤唯的忠实粉
丝。”朴赞郁说，他从汤唯身上转
化到角色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就
是汤唯的优雅。“她生来就很优
雅——— 你可以从她的坐姿、走路
和说话方式中看到这一点。与此
同时，她也有一种深刻的尊严和
坦率。她从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
法，而且她也相当固执。”据悉，
朴赞郁执导的下一部电影也已
预定汤唯为女主角。

汤唯身上的优雅，从戏内延
伸到戏外，又从戏外弥漫到戏
内，而且这种人戏合一的优雅，
不是飘在云端、高不可攀的，而
是脚踏实地、深入生活的。汤唯
算是一个异类，她从来不是活在
热搜里的人，虽然身处演艺圈，
但又和名利场遥遥相望。素朴感
是汤唯乐于呈现在大众面前的。
她参加综艺节目进行翻包，里面
装着飞机上的一次性刀叉、火车
上的垃圾袋，她给大家展示花
9 . 45元买的防风衣，还会花两年
时间为断掉绳子的旧背包寻找
新带子……这些都让她洋溢着
满足和幸福。与韩国导演金泰勇
结婚后，汤唯有时带着孩子住在
韩国的乡下，在那里自己种菜，
和先生讨论该怎样给南瓜浇水。
回到北京，她常常带着孩子和家
人辗转于首都图书馆、国家博物
馆和故宫博物院之间。曾与汤唯
合作过电影《武侠》的导演陈可
辛说，“我这十几年来碰到的演
员里，很少有人能保持这种单

纯。她很能融入当地的环境，让
你看不出她是一个明星。”

然而，朴素与优雅并不相
悖。汤唯有着并不算精致甚至有
些平凡的五官，但观众将她与

“文艺女神”关联在一起。除了角
色的加持，汤唯本人的气质赋予
了她这种魅力。话剧导演赖声川
说 :“汤唯是那种——— 她想要普
通，在人群中可以认不出来；她
想要耀眼，你就会挪不开眼。”

也许优雅在某种程度上意
味着慵懒，汤唯把自己近年的状
态称为“冬眠”，“有角色的时候，
才会醒一下”。汤唯本就不是高
产的演员，在2016年生下女儿之
后，她更是鲜有作品。6年时间里，
仅有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吹
哨人》和电视剧《大明风华》与观
众见面。当局外人担心她会被时
代的快节奏所抛下时，汤唯又不
紧不慢地回归了。她说自己需要
花大量的时间来修身养性，理解
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我学的是
生活，只要你懂了生活，什么都
能做。”

汤唯曾说过一句话被广泛
引用———“不争，也有属于你的
世界”，而这段话的后半句是：

“但是不能不努力,要和自己并肩
战斗。”汤唯不去跟这个世界较
劲，但她一直在跟自己较劲，甚
至不掩饰自己的笨拙。在拍电影

《黄金时代》时，她花5个月的时间
完全让自己活在萧红的世界里，
像打坐一样全情投入。她跑到萧
红的故居久坐，把头放到萧红的
床下去感受；她去读萧红所有的
作品，并用繁体字一遍一遍地抄
写；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东北，她穿
着单衣去体验当年萧红的寒冷，
从此落下病根。拍电视剧《大明
风华》时，她哭到耗掉自己半条
命，拍摄期间感冒四次，还得了
肺炎。

汤唯说自己是体验派演员，
她从没想过要怎么“演”，只是把
自己的身体交付给角色，把自己
这道门打开让角色的灵魂通过。

“当我全盘了解以后，我就发现
掉进角色的痛苦里了，那我就慢
慢爬上来吧！”与汤唯合作过电
影《吹哨人》的雷佳音形容她演
戏就像在练“七伤拳”，这种敢于
把自己舍出去的不惜力，伤敌也
伤己。

但每一次的全身心交付不一
定都能换来好评。尤其是在《大明
风华》中，观众明显感受到她表演
的吃力和角色的不匹配。汤唯也在
反思，为什么自己呕心沥血的表演
观众看不到眼里？她开始明白拍电
影和拍电视剧是两种模式。“电影
里哪怕眨一下眼睛，观众心里都咯
噔一下，而电视剧的收看方式，让
观众没有那么近的距离去看我的
眼神、面部肌肉的微小颤动。”她承
认自己在演电视剧的时候完全就
是一个“菜鸟”，“以前太紧绷，不够
客观，一定要求自己活在角色里，
如果我能站出一点儿再去看外面
的世界，能更真实地感受表演。所
以我越来越理解，松弛和水到渠成
才是对戏更好的。”

汤唯到底是璀璨的宝石，还
是普通的石头？要看由谁来打
磨。李安镜头下的王佳芝，沉稳
面庞之下暗流涌动；电影《晚秋》
中的安娜孤悲蚀骨，让整个世界
都失去了光彩……戏不稳的汤
唯有时会触及表演水平的下限，
让人觉得不过尔尔。而当她冲击
表演水平的上限时，又是寻常演
员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才是汤唯
让李安、朴赞郁等国际名导们青
眼有加的原因。李安说，当初在
选角时汤唯的表演并不算特别
出色，“可是她听戏的那个眼神，
我就知道，这是王佳芝。”

□师文静

在不少人心目中，纪录片给
人的感觉是厚重、严肃的，其实随
着纪录片题材的日益丰富，出现
了很多轻盈、活泼、有趣、“小而
美”的纪录片。为了呈现丰富的内
容，创作者用五花八门的方法拍
纪录片，比如演员演绎、拟人、动
画、情景再现、历史小剧场、3D建
模、木偶戏等方式，也有的片子融
入脱口秀、互动体验、侦探剧和直
播等当下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纪录片学会了用轻巧的方式，将
更丰富的内容传递给观众。

“万物皆可拟人，万物皆可复
活”是这两年纪录片的一个创作
潮流，在文博类纪录片中尤其流
行，器物国宝都能说会道，铜器会
讲故事，陶壶能唱歌；国宝中的

“人”则全部复活，飞天在跳舞，兵
马俑跳男团舞，陶俑成说唱艺
人……比如，在网感十足的纪录
片《新鲜博物馆之进击的大秦》
中，兵马俑男团RAP、舞蹈样样精
通，节目还为他们写了一首歌《我
是秦小兵》。纪录片详细介绍了大
秦的法律、军事、经济等深层历史
知识，但活泼有趣、不枯燥。《如果
国宝会说话》拍到第三季，叙事手
法更丰富，国宝依旧开口说话，文
案更俏皮可爱了。此外《上线了文
物》《国宝里的新疆》等纪录片，也
让文物玩花样动起来。

自然类纪录片也流行采用拟
人拍摄手法讲故事。《未至之境》
拍摄了大熊猫、土拨鼠、兔狲、金
丝猴等动物，却用细腻的镜头讲
出人类的情感逻辑和情感故事，
小熊猫和熊猫妈妈的关系完全是
孩子与家长的关系，熊猫与妈妈
一起生活两年后就会离家出走独
身闯天下，熊猫妈妈的疼爱和牵
挂，与人类的情感相通。片子中小
动物对入侵者的惊恐、智慧防御
等，都很拟人化，观众被小动物的
感受牵引着一直看下去。这两年
非常火的纪录片《王朝》拍摄手法
也是拟人化，将动物世界人类社
会化，被称为动物版的《权利的游
戏》。纪录片拍出了黑猩猩们在抢
夺雌性猩猩、地盘时的权谋大戏，

“篡权”黑猩猩和“复仇”黑猩猩的
对抗一波三折。纪录片还用悬疑
手法拍这些动物间的战争，剧情
跌宕起伏很吸睛。

《鲜生史》是一部关于鲁迅、
苏轼、曹雪芹、白居易四位“美食
名流”的趣味纪录片。拍大文豪
文章中的美食，本身就是一个脑
洞很大的点子，整部纪录片轻松
愉悦、趣味丛生的风格也令人眼
前一亮。纪录片的呈现方式很灵
活，由演员演绎、实景拍摄等不
同形式的内容组成。用演员演绎
引出四位文豪最爱的美食、菜品
后，再用实景拍摄去呈现当代人
对这些食物的传承与热爱，然后
再回归到大文豪们对这些美食
的评价和感受上。

《鲜生史》中，四位演员用惟
妙惟肖的表演演绎四位文豪，呈

现他们热爱美食的各种美滋滋
的样子。这部纪录片不太追求演
员和历史人物的外貌相似性或
脾气性格的相似，只是让演员来
诠释文案所需要的各种状态，渲
染他们与美食的亲密关系。比如
鲁迅的扮演者吃酱鸭、鱼圆等，
会呈现一种被美食陶醉的夸张
表情，嘴里喊着“妙”。该片实景
拍摄的内容很有质感，演员演绎
部分的画面都做了特殊的视觉
处理，背景不用实景，而是将人
物“微缩”，用信笺、毛笔、书法、
手稿等当做背景板，小孩儿坐在
信笺上钓虾，鲁迅一家在一张

《华盖集续编》手稿上围桌吃饭，
苏轼和母亲在《亡兄子瞻端明墓
志铭》上讨论书籍等。该纪录片
的画外音解说也很欢脱，比如叫
鲁迅“迅哥”，说鲁迅是“最不听
话的甜食党”，说曹雪芹写作“绩
效不达标”，而给苏轼配音用的
是活泼动听的四川方言。

还有一种演绎是情景再现。
当下的历史人文类纪录片绝大
多数会采用情景再现拍摄，由演
员去演绎曾经发生过的历史。

《新鲜博物馆之进击的大秦》中，
演员们就演绎了一段段诙谐幽
默的历史故事。比如，秦始皇灭
六国后，上朝看不懂竹简上其他
国家的文字，不想当“文字达人”
的他就命令李斯、赵高、胡毋敬
等人赶紧拿出“方案”，在“选拔
语言达人”“皇帝配翻译”一番折
腾后，终于想到了“书同文”。纪
录片《中国》讲述的内容跨越上
下几千年，全部用演员演绎情景
再现历史。《中国》第二季呈现了
唐代诗歌的鼎盛、宋朝美学的繁
荣、元朝大融合、明代改革等历
史，用演绎方式呈现了李白与杜
甫的盛世相遇。在洛阳，杜甫终
于见到了偶像李白，不再风光的
李白和郁郁不得志的杜甫，知己
相遇的惺惺相惜，仿佛带领观众
回到当时情境。演员演绎形式的
纪录片非常多，《王阳明》《敦煌：
生而传奇》《历史那些事儿》等纪
录片都是此种形式。

还有很多纪录片的拍摄手法
更多元，让作品以趣味性吸睛。纪
录片《微观历史秀》通过丰富的微
观场景、黏土小人来讲古代人的
妆容装束、饮食、出行、娱乐等。旁
白一边讲，画面中的一双手就开
始“摆弄”场景和小人儿，再现古
人生活场景。纪录片中的一些建
筑、动物、树木、城市等微观作品
非常生动、精美。纪录片《历史那
些事》是用流行文化解构历史话
题的“实验性”纪录片，纪录片尊
重正史和古籍中的历史，表现形
式花样繁多，有真人秀、脱口秀、
侦探剧、MV等。比如，该片让苏东
坡穿越到当代品尝东坡肉，并做
一番品评，作为吃货的苏东坡还
自编自演了一段RAP。整部片子
网感十足，玩梗、搞笑不亦乐乎。
同样网感十足的纪录片《此画怎
讲》更会玩，把《韩熙载夜宴图》的
内容演绎成南唐女团生存实录，
让《砺剑图》中八仙之首的铁拐李
搞直播，《果亲王允礼画像》中的
果亲王现身，称历史上并无甄嬛
这个人，而自己与皇嫂熹妃并不
熟，也谈不上有啥感情。这部纪录
片可谓脑洞大开，围绕一张张古
画做足文章。

当下很多纪录片，尤其是人
文类纪录片，已不再是板着面孔
堆砌枯燥的人文知识、历史真相，
而是用各种有趣的方法和手段打
造趣味纪录片，主动去适应年轻
人的观看习惯。纪录片的创新是
趋势，也受到年轻观众的热爱。

但是，纪录片的“网感风”一
路“玩下去”真的是好事儿吗？苏
东坡是喜欢美食的大文豪，让苏
东坡当说唱歌手唱没啥新鲜感的
RAP就非常“土味视频风”，这种创
新是不是太过于颠覆和恶搞？严
肃的纪录片也可以“玩梗”，但如果
是大批滥用网络流行梗，这样的
作品也只能是速朽的“快餐文化”，
过两年再看就会乏味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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