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有你，封面有礼！“2021年封
面新闻用户节”活动上线以来，一大波
福利滚滚而来，真·实力·宠粉！继包
场看电影、赠送光影展门票之后，封面
新闻这次要放个大招，直接带你探班
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成都首映礼现
场，与导演尹力、主演吴刚和江珊面对
面，交流过年那些事儿。

催泪电影展示小人物悲欢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中国人对于
回家过年的执念素来根深蒂固，于是就
有了每年春运上演的候鸟般的迁徙。

你将去哪儿过年？是和母亲在一
起，上演母慈子孝、岁月静好，还是会
上演人在囧途、鸡飞狗跳？由尹力执
导，吴刚、吴彦姝、江珊、郭涛主演的电
影《没有过不去的年》，讲述了年关将
至，中年编剧王自亮（吴刚饰）独自背
负层层重压，周旋在事业、家庭、人际
关系等多重问题中，倍感“年关难
过”。母亲（吴彦姝饰）最大的愿望，就
是和四个儿女一起回老家吃年夜饭，
然而，复杂的成人世界牵扯着孩子
们。母亲的一次意外受伤，一家人的
关系降至冰点，三代人的矛盾被推上

了风口浪尖……经过选择和考验，儿
女们回归亲情，意识到“妈在的地方才
是家”，日子再难，没有过不去的年。

电影中，吴刚、吴彦姝饰演的母
子，对话深情感人、催泪暖心，小到一
碗鸡汤，大到一次争吵，镜头所到之处
全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导演尹力借
此提醒现代人珍惜当下，呵护亲情。

曾执导《我的九月》《张思德》《云水
谣》《铁人》等优秀影视剧作品的尹力，
通过镜头穿透现实生活，深入到人心。

他尤其善于在有限的画框之中抓住纷
繁复杂的社会和生活的细节，以小人物
的悲欢离合，提炼出家庭、社会的本质。

《没有过不去的年》以亲情为主
题，通过展示王自亮一家人在过年前
十几天的生活图景，反映了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
的变化，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温情之作。

10张见面会门票等你来抢

导演尹力透露，电影《没有过不去

的年》创作灵感来源于普通百姓的平
凡生活，其新的视角解读了每个中国
人都熟悉的“过年”，入木三分，细致入
微。这是他和“达康书记”吴刚继
2009 年《铁人》之后的再度联手。片
中，吴刚长发飘逸，对妈妈感激、对妻
女体贴、对兄弟关爱，真情流露，老相
册、小丑妆、灯笼、围裙……这些老物
件，在这个寒冬给影迷带来温暖。

电影中的金句，朴实无华，却句句
戳心。“我们对生活所有的困惑，家会
给出答案。”简单一句话，道破“家”与

“人”的包容互补的关系；“人生就是起
起落落，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口
语化极强，却蕴含了中国人、中国家庭
独有的豁达与乐观；“对于我们最爱的
人，不说永远，只说珍惜。”暖心而真
挚，提醒人们诊视当下，不负韶华。

电影《没有过不去的年》定档1月15
日上映。1月10日，片方将在峨影1958
举行成都首映礼活动。峨影将为封面新
闻用户提供10张见面会门票，邀请您去
现场与导演尹力、主演吴刚和江珊面对面
交流。想近距离围观“达康书记”吗？快
来添加小助手微信（搜索zj86969212），
来封面观影福利群抢票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没有过不去的年》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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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933年日寇占领山海关，北平危
在旦夕。13000多箱故宫文物，踏上了
南迁的路途，开始了辗转迁徙的历程。
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宫廷
收藏，是国宝级存在。在这些文物南迁
的15年中，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
国，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堪
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
与史迹保护研究”的组成部分，《故宫
文物南迁》大型纪录片于 2020 年启
动。该纪录片总导演、总编剧是知名
作家祝勇。他曾创作出不少优秀纪录
片作品，也得过多项纪录片大奖。

“拍摄纪录片和写作都是我的所
爱，但我更重视写作。一个作家，可以依
凭最简单的工具——文字的世界来表
现世界，甚至是塑造世界，在我眼里，世
界上没有比这更神奇的事了。”祝勇说。

以故宫为题材写小说

2011 年祝勇进入故宫博物院工
作，供职于故宫学研究所，担任文化传
播研究所所长。故宫里的空间，故宫
里的时间，一直滋养着祝勇的写作。
他充分运用“近水楼台”，从书画、建
筑、器物等多个领域入手，写出大量关

于故宫的文章。截至目前，在人民文
学出版社，祝勇已经出版了包括《故宫
六百年》《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隐
秘角落》等九本书，并且即将出第十
本。2020年11月29日，祝勇还因《故
宫六百年》获第五届琦君散文奖。由
于展现出一名深入社会肌理和时代脉
搏的行走型作家的不俗实力，2021年
1 月 6 日，祝勇入选“名人堂·2020 年
度十大作家”，实至名归。

对此，祝勇还不尽兴。他准备再
写小说。以故宫为题材写小说，祝勇
很明确自己的路线，“我既不会写成帝
王小说，也不会写成宫斗小说。对紫
禁城，及其曾经在紫禁城中生活的人，
我有自己的认识。我要写宫殿里复杂
而又普通的人性。紫禁城里生活的是
一群特殊的人，但他们也是人，有最普
通的人性，所以我要写出他们的普通，
以及他们的不普通。”

在故宫找到“精神故乡”

曾经有很长时间，祝勇一直找不
到，哪里才是故乡的感觉。而当来到故
宫博物院工作，他发现自己找到了。这
个“精神上的故乡”给祝勇提供了丰沛
的写作灵感和资源。他一直都很感恩，

“我很幸运，能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并把
故宫当作我一生的写作资源。对故宫
的书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去回看我们民族的历史，回看我们几百
年、甚至几千年走过的路。”

对祝勇而言，故宫就像迷宫，复杂
而深邃，“我看到的似乎永远只是它的
某一个局部，而无法看到整体。这也
是故宫最吸引我的地方。故宫的存在
本身就带有悬念。当解开了一个悬
念，就发现有更大的悬念跟在后面。
总之，在故宫，了解得越多，就发现自

己了解得越少，它使我处于永无止境
的探索中。在故宫，我想看到更多的
事物。”也正是如此，在写了这么多有
关故宫的书后，祝勇却从没感觉到丧
失新鲜感和好奇心。

封面对话

封面新闻：“微故宫”和故宫博物
院官方微博上发布的纪录片《故宫文
物南迁》先导预告片，发布第一个晚上
就达到了82万人浏览量。您是这部
纪录片的总导演、总编剧，是否可以给
我们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情况？

祝勇：故宫文物南迁的路途，穿越
大半个中国，经历了无数的艰辛，更有
人付出了生命。假如说抗日将士们把
他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我们
的故宫前辈们，则以书生意志，延续我
们民族的文化命脉。1948 年 12 月至
1949年1月，2900多箱南迁文物（含颐
和园、古物陈列所等其他单位的文物）
分三批运去中国台湾，但那只是一小部
分，其余南迁文物留在了中国大陆。
1950年至1958年，绝大部分文物重返
北京，回到了故宫博物院。日本侵华战
争使中国文物损失惨重，唯故宫文物损
失甚微。故宫文物南迁的成功，有赖于

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持，是抗日战争中可
歌可泣的一幕，更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
未有的壮举。这部纪录片将是一部史
诗大片，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预计
在2022年摄制完成并上线播出。

封面新闻：不少人一提到祝勇，就
会首先想到你写故宫的那些文章。故
宫为你的写作提供了肥沃的素材和灵
感土壤以及写作方向，但会不会也遮
蔽了你其他领域内的努力？

祝勇：故宫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可
能性，其实我想表达的许多内容，都可
以收纳在故宫这个主题之下，所以我
目前没有打算偏离以故宫为主题的写
作。其实大家可以从更宽范的角度来
理解我的故宫写作——我写故宫，写
的其实不只是故宫。故宫是世界的一
部分，但它是世界的缩影。所以，我
2020年出版的一本创作回想录，书名
就叫：《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封面新闻：我读过你写的故宫，写
的苏东坡，写的李白，方向都是偏于历史
地理。如果用“大散文”或者“非虚构”的
方式，写当代题材，是不是相对来说对你
吸引力没那么大？或者说，当代生活的
深度不够，不足以形成文学作品？

祝勇：这只是个人偏好，不是当代
题材没有吸引力。其实当代题材很值
得去写，因为当下之中国现实，提供了
许多前所未有的经验，值得去深入挖
掘。写当代题材很有难度，因为它离我
们太近，太容易视而不见，不容易以文
学的眼光发现它们的价值，把它们捡选
出来。其实写当代，也需要历史眼光，
因为写当代，不只是给当代人看，也要
给未来的读者看。对于未来的读者来
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了历
史。作家们书写的当下是不是有价值，
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上去考量。

祝勇

“达康书记”有什么过年记忆？
快来封面观影福利群抢票，听吴刚分享年味

2020年度名人堂十大作家祝勇：

故宫，让我处于永无止境的探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