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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丫瑞

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
式，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娱乐，更
能深刻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
光影的世界里感受到人性的光辉
与生命的坚韧。电影《我们一起摇
太阳》不仅是一场令人陶醉的视觉
与听觉的奢华盛宴，更是一次触动
人心灵深处、引发灵魂共鸣的情感
之旅。

《我们一起摇太阳》是韩延导
演“生命三部曲”的终章，与《滚蛋
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一
样，这部影片将镜头聚焦于生命与
死亡、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交织之
上。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
尿毒症患者凌敏（李庚希饰）和脑
瘤患者吕途（彭昱畅饰）之间的美
好救赎故事。影片通过他们相知、
相爱的过程，展现了生命的脆弱与
坚韧，爱的力量让他们在绝境中绽
放生命的希望之花。

电影以凌敏绝望之中录制的
征肾视频为开始，以凌敏的自述和
日常生活引入，将尿毒症患者的艰
难日常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一视角
更能够将观众带入故事情节之中。

凌敏和吕途的爱情故事，是影片情
感表达的核心。如果说凌敏是坚韧
的，那吕途一定是善良柔软的。他
们的相遇充满了戏剧性，却又如此
真实。经过前期的冲突与矛盾后，
他们逐渐了解彼此，相互倾诉，相
互鼓励，逐渐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凌敏的坚强与乐观，吕途对生活的
渴望，构成了影片情感表达的基
础。他们之间的爱情充满了真挚与
坚定。凌敏为了吕途的病能够治好
愿意借钱、卖房，吕途则可以为了
凌敏摆脱尿毒症带来的痛苦牺牲
自己的性命。这些情节不仅让观众
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更闪耀着人
性的光辉。

《我们一起摇太阳》通过细腻
的画面和深刻的情感，为观众呈现
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影
片中多次长镜头的运用，也增强了
影片的写实感。医院中的嘈杂声、
雨夜的雷声等音效，增强了影片的
真实感和紧张感。适时的音乐插
入，加强了情感的渲染和剧情的推
进，既有温馨感人的旋律，也有激
昂振奋的节奏，与影片的情感起伏
和主题表达相得益彰。

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不仅

仅是一部爱情影片，更蕴含着生
命、勇气与爱。太阳代表了生命与
希望，“摇太阳”寓意着升起希望、
追求光明。当吕途脑瘤复发想要放
弃治疗，将自己的肾捐献给凌敏
时，是凌敏与吕途两人之间真诚、
无私的爱，唤醒了吕途对于生的希
望，二人凭借对自己、对彼此、对家
人的爱重新踏上了寻找“生”的路。

在影片结尾，通过摇太阳这一
动作，既是摇动了属于二人爱情的
花，也是二人对未来生活欣欣向荣
的期望之花，不仅极具视觉冲击
力，也与整部电影的主题相契合，
与影片的整体氛围相融合，是对美
好爱情的赞叹，亦是对生命价值的
坚定信念。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剧本，都是
看过之后自己选的，既然当初这么
选了，那就肯定有这么选的道理，目
前糟糕也好，失败也罢，肯定都是暂
时的。”《我们一起摇太阳》以其深刻
的现实主义笔触和真挚的情感表
达，以其真实感人的故事，激发了人
们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爱的追求，对
于生命意义的深层次思考。

(本文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广
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

□范志忠

剧本是一剧之本。夏衍在《写
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一书中曾
说，“一个剧的成败，大部分系于
剧本。”近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等联合主办的“编剧高级研修
班”在之江编剧村举行，众多知名
编剧和学者荟萃一堂，探讨在新
影像、新生态、新现实语境下影视
编剧创作的精品之路。

IP化生产意味着影视工业的
生产逻辑从生产制作方为主转向
以市场受众方为主，从传统的“编
剧中心制”“导演中心制”“制片人
中心制”转向“受众中心制”。显然，
IP化生产的“受众中心制”，意味着
影视创作在编剧阶段就要考虑受
众的审美需求。当然，“受众中心
制”不意味着影视编剧一味迎合受
众的口味，近年来不少以IP和流量
明星为核心的影视作品在市场上
的崩盘，恰恰说明简单挪用IP和流
量明星的影视制作，正逐渐失去市
场影响力与号召力。

真正爆款的影视作品，在注
重IP化影视工业生产逻辑的同
时，更注重影视的审美创新力。如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编剧在
创作时一共写过66版剧本，从优
秀传统文化这一大IP中创造性地
提炼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
题。剧集《繁花》改编自同名小说，
编剧秦雯在接受采访时说：“《繁
花》的电视剧改编在保留原作精
神的同时进行了许多调整和创
新，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尝试探索
和展现一个集中又丰富的故事宇
宙。”

与此同时，近年来诸如《流浪
地球》《封神》《庆余年》等系列影
视作品，均在注重IP生产逻辑的
同时大胆创新。一些综合性IP提
供商，则开始尝试IP全产业链开
发，力图打破文学、影视、动漫、游
戏等之间的壁垒，探索一种对青

少年受众更具吸引力的跨媒介写
作新路径。

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流
行，重构了影视剧创作和传播生
态。2015年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之所以能够从原来极低的排
片量成功逆转，以近10亿票房成
为中国动画电影现象级的作品，
社交媒体的“自来水”传播可谓功
不可没。

近年来爆款影视作品的成
功，恰恰就在于编剧策划阶段就
高度关注现实生活的热点话题，
有效地激活社交媒体的关注，激
发大众的观影热情。如电影《抓娃
娃》虽然从《楚门的世界》中汲取
了创作灵感，但是编剧在创作中

成功地植入了“望子成龙梦”这一
本土热点话题，喜剧叙事隐含了
悲剧性的艺术张力。电视剧《不完
美受害人》从第三方匿名报警的
职场性侵案这一敏感话题破题，
写出了人物在觉醒历程中的挣扎
与救赎。

由热点话题驱动而成为爆款
的作品，其人物性格在现实生活
的语境中可能是不完美的。恰恰
是这种不完美，构成了剧作独特
的艺术张力，触动了人们的生活
痛点，引发或褒或贬的热议。在这
个意义上，因话题而成为现象级
的影视作品，虽然没有提出解决
问题的完美答案，但其提出的问
题，往往格外尖锐，客观上有助于

推动问题的解决。当然，必须指出
的是，社交媒体这一功能同样可
能被资本市场绑架，或雇用网络
水军而扭曲社交媒体的意见表
达，或恶意围攻正处于公映期间
的影视作品。如何净化社交媒体
的生态环境，已引起了相关部门
的重视。

现实主义的回归与拓展，是
当前爆款影视剧创作的一个显著
特征。电视剧《人世间》注重采用
贴近普通人的叙述视角，以真实
生活的肌理还原社会转型的沧桑
巨变，编剧王海鸰在创作时说：

“我们和导演团队都希望电视剧
的色调是温暖的、明亮的。”剧集

《我的阿勒泰》叙述了在都市生活

圈中处处碰壁的文学女青年，在
阿勒泰辽阔的森林、草原和湖泊
中感受到生命的美好。电视剧《山
海情》创作者在“土得掉渣”的现
实生活中，挖掘出生命的温情与
灿烂，编剧王三毛发自肺腑地认
为，“在现实主义领域里深耕，每
一名成熟编剧充分展示自己，是
创作热情和才华的一个集中爆
发。”

近年来爆款影视剧作的成功
经验昭示：唯有尊重观众的审美
需求，敏锐把握时代社会的发展，
深情表达我们对生活和文化的洞
察，才可能创造出从高原走向高
峰的影视作品。

（据《人民日报》）

爱，让生命绽放
天天娱评

影视编剧何以“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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