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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点评 新片点击

故事男主角阿拉丁和女主角茉莉公主在这部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
《阿拉丁》中相遇得很偶然，相知相爱得也很迅速。事情发生在阿格拉巴
城中一个干燥的白天里：很早就父母双亡，缺乏良好教育，每天只能在闹
市中靠小偷小摸混口饭吃的穷苦小子阿拉丁，这天上午刚刚带着自己的
猴子伙伴阿布躲过了城中巡逻卫兵的一次抓捕，却意外在街角口撞破了
富商老板的拙劣把戏——他正诬赖好心给饥饿百姓换吃的茉莉偷了自
己的手镯。当时并不知晓茉莉真实身份的阿拉丁，只是单纯凭着自己的
善良替美丽的姑娘解了围，顺便戏弄了富商，又依靠自己的智谋、对城市
地形的熟悉和灵活矫健的身手，拉着茉莉越过屋顶，跨过栅栏，钻过晾衣
杆，再一次化险为夷。一路惊险刺激的逃跑，让茉莉对阿拉丁这个市井
小偷另眼相看，而误会茉莉只是公主身边侍女的阿拉丁也对眼前这位勇
敢的女子一见倾心。原本互生好感的两个人愉快地在阿拉丁自己布置
的破败房屋里聊着天，竟因为调皮的阿布偷偷藏起了茉莉的手镯，令阿
拉丁被冤枉，而导致两人不欢而散。已经喜欢上茉莉的阿拉丁趁着夜色
赶去皇宫，除了向茉莉当面送还手镯，还想向茉莉解释，试图改变她对自
己“流氓无赖”的看法。

然而，阿拉丁扮成侍从骗过守卫见完公主后，却被阴险的宰相贾方
逮了个正着。从贾方口中得知茉莉的公主身份后，阿拉丁为了能配得上
公主，得到宰相口中富可敌国的财富，他还是听从了贾方的安排来到了
沙漠深处的奇迹洞，寻找一盏“普通”的煤油灯。可惜在最后关头，阿拉
丁还是被贾方算计跌落洞中，幸亏阿布乘乱从贾方的腰包里偷出了那盏
灯，意外召唤出了住在其中的灯神精灵，还得到了一张魔毯。在灯神与
魔毯的帮助下，阿拉丁回到了阿格拉巴，不仅与茉莉公主一起踏上了寻
找真爱的冒险之旅，还帮助茉莉和老苏丹解决了贾方的狼子野心。

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老童话了，因而和多数迪士尼动画一样，基本
上是一个集爱情与拯救国家为一体的俗套的政治正确影片。然而就是
在这样一个类型片的老底子架构下，导演盖·里奇还是装进了社会和时
代的背景，试图来探讨人的复杂性，又把各种友情、亲情、爱情放置在某
些极端的、不安的处境中，配合丰富多彩的色调，营造出一定的浪漫主义
色彩和夸张的戏剧张力，并且让“我是谁”这个哲学中的永恒话题重新被
注入到《阿拉丁》的世界里，让每一个晃动在阿格拉巴不安的灵魂开始自
省，开始找回最初的自己。这样看来，影片《阿拉丁》里的一些俗套就很
招人喜爱了。

比如，痞痞的阿拉丁终于放弃了“阿里王子”的面目：一开始按照阿
拉丁的第一个愿望，灯神精灵为他重新设计了一套白袍的行头，捏造了
一个阿拉布瓦国阿里王子的假身份，自己则化身王子的侍从，让阿布变
成了大象，让沙漠里的黄沙变成了他们的护卫与贡品。阿拉丁顶着假的
身份，骑着假的大象，带着假的随从，与茉莉公主见了面。从小被街坊邻
居瞧不起的阿拉丁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百姓的爱戴，从最初的不适
应，到感受到王子身份带来的各种便利与好处，尤其是得到公主的爱慕
后，他更渴望成为人上人，更希望能享受到大家对他的崇拜。他甚至要
求精灵，不要再提起自己以前是阿拉丁身份的事情，也不愿意同茉莉公

主说明真相。面对精灵善意的提醒，阿拉丁还拼命狡辩，企图说服
自己永远做“阿里王子”的正当性。直到被贾方抢走了神

灯，发现茉莉和老苏丹被贾方挟持，善良才重新占据
了他的心。他与精灵默契配合，将贾方变成精灵

困入灯中，他也向茉莉公主讲明了自己就是小
偷阿拉丁的实情，更履行了自己最初的承
诺，用最后一个愿望让精灵重获自由——
在财富中迷失自我，又甘愿放弃财富，找
回初心，这颗未经打磨的钻石终于散发
出晶莹耀眼的光芒。这是真俗，真套
路，同时也真的很美好。

又比如，美丽的茉莉公主终于决
定实现自己的抱负，活成“自己想活成
的样子”。在电影中，茉莉公主一改原
来童话中只顾等待着爱情和命运的垂
青，从小就为接替自己父亲，成为新一
任苏丹做准备。“你还是做好花瓶

吧”——贾方的一再阻止与父亲的犹豫不
决，还有国家法律中一条“只能嫁给王子”的

规定，使茉莉公主的生活时常处于与各国王子
的“相亲”中。而父亲被贾方控制的遭遇和将军哈

金不得已的投降，一下子点燃了潜藏在茉莉心中的火
焰。在押解的半途中，她终于推开了士兵的手，也推开了王

子、爱情之类的陈规陋习的捆绑。她昂首挺胸地走向宫殿，虽然她手上没
有武器，但看得出她的内心已经褪去了华丽的盛装，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胆
识，踏上消灭邪恶也是实现自我的旅程。茉莉公主终于如愿成为了阿格
拉巴的女苏丹，与阿拉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是真俗，真套路，同时也
真的很美好——故事因为丰满了茉莉的人生经历，也让电影集女权与平
权于一身。

于是，热血与青春，魔法与神话，果敢而美丽的公主，善良又聪明的
小偷，滑稽却忠臣的精灵，他们的故事，就这样在擦亮神灯后，飘扬到了
阿拉伯的蓝天与沙漠之中。

上个月，本市作家邹元辉的长篇小说《历程》在北京成功召
开了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社主办。

作为2017年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的扶持项目，小说《历
程》是邹元辉历时两年多时间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完成的。小说
以国有企业江南炼油化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发
展为主线，在40年跨度中围绕两个家庭、两代人的炼油梦、科技
梦、强国梦，全景式展现了不同时代的产业工人在坚守中突围、
在突围中奋进的故事，表现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产业工
人的工作、生活、理想、情操，表现了他们在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坚
韧与执着、豪迈与深情，颂扬了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无私
奉献、锐意进取的高尚情怀，同时也刻画出人物丰富细腻的内心
世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该作品现正在参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邱华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是中国作协引导组织作家积极投身“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一个具体体现，而小说《历
程》则是作家长期践行“深扎”，用创作回报人民的一个突出成
果。正因为邹元辉能够走出书斋，充分调动脑力、眼力、笔力、脚
力“四力”，才能够把宁波这个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各种生活经
验，提炼、呈现为如今我们看到的新鲜独特的审美形式。

彭学明（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
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是中国作协的一个工作品牌，邹元辉创

作《历程》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作协持续开展
“深扎”活动的一个缩影。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现场即兴朗读了小说第33页和第60页的内容，这是两段

景物描写。）现在很多小说读来无趣，缺乏美感，这可能因为作家
在创作中忽略了两方面感知能力。一方面是孩子般的对生活的
惊喜感，另一方面是浪漫和诗意的情调。元辉的这两处文字表
明，被一般人忽略的东西，他会定睛观察，甚至去欣赏它，在写作
中赞美它。这样充满诗情的笔触，让人感觉温暖，是一个诗性气
质的作家应该具备的眼光和表现力。

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对这部小说的第一以及突出印象是“清纯”——看到了年轻

一代的另一副面孔。虽然是“70后”作家，但邹元辉在创作中继
承、传承着前辈传统的精神姿态，作品中具有强烈的国企情结。
作者把他的情感化到整个小说中间，也构成了小说的一个基本
主体，更试图把国企的发展放在一个政治的高度来认识，思想观
念上与新中国以来的工业题材创作一脉相承。

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作品选取的是一个大背景，但进入的是一个

小切口。《历程》有着话题上的广大和宽阔：中国
工业尤其炼油厂的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前
工业的艰难上马和建设者的艰难转型，以
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环境制约和思想发展
的矛盾等，40 年中几乎所有境遇均有反
映，具有很强的“史的价值”。同时，对有
历史感、重量感的事件的变迁，作者用一
种具有贴近感的方式赋予个体身上，使
之成为他们的经历，进而成为他们的个
人历史。

徐可（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小说从1975年一直写到当下，时间跨

度长达 40 多年，囊括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发
展进程，是新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其
写作难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对所写题材
熟悉、专业，不说外行话，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读

《历程》，明显感觉到作者对炼油企业的熟悉。作者从
18岁进厂一直工作到现在，不但身在其中，而且是悉心地去
了解自己所在的环境，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大量深入的采访。

陈涛（文学博士）：
邹元辉创作这部作品非常艰辛，在他身上看到了信仰对一

个写作者的重要支撑。元辉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信仰首先
是对文学的信仰，他对文学的执着和热忱非常打动我。其次还
有对正气的信仰，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能呈现充满正能量的
气象。

擦亮神灯，找回自己
——看影片《阿拉丁》
郁妍捷

深情的回顾
全镜式的展示
——邹元辉的长篇小说《历程》
研讨会发言摘要

艺谭语丝

书法或绘画的“师法舍短”的另外一层意
思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会有新的审美情
愫的萌发和介入，不断会有新的尝试以适应
新的要求。当过去的模式已经不时髦了，彼
时的一些特点可能就是此时的短了。师法舍
短，如果不是标新立异、另起炉灶，“法”还是
要学的，基础还是要的，基本功也几乎是一脉
相承的，否则就脱轨了；但必须注入当下的元
素，提炼当下群体审美愉悦的集体无意识，形
成新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实，“时代特征”

都是后来追认的，这是对成功者的一
种褒扬。 司马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