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抛开神秘与华丽
还能看见三星堆的什么？

□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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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电影《沼泽深处的女孩》观后

□王晓阳

小成本惊悚片
也有惊喜之作

□师文静

近日，一部纪录片的名字出现

在了许多网友的讨论中。有人已

经看过，对其大加赞赏，“特别好

看”“特别有趣”“下辈子来考古”，

都是这部纪录片收获的赞誉；有的

还未看过，但被他人的赞誉吸引而

来，将其加入“待看”影单。这就是

纪录片《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

（以下简称《不止考古》）。

正如纪录片名字《不止考古》

所表达的一样，这部纪录片所记录

的，不仅是三星堆本身，三星堆展

陈的创新、各个祭祀坑“坑长”“剑

走偏锋”的解谜方法、考古人斗嘴

的日常，都成为了该片记录的内

容。看惯了奇幻瑰丽的三星堆文

物，《不止考古》提供了另一种认识

三星堆的视角。显然，这种视角是

有用的。

从横向内容来看，《不止考古》

不仅有文物相关的历史故事，还延

伸到三星堆的展陈、挖了几个月却

没有文物出土的常态、不断创新的

文物保存方法等方面。没有老生

常谈的艰难与伟大，“三星堆”这个

电视中的常客，在《不止考古》中，

展示出了新的一面。

以人物为线索，每一集选择讲

述一位或几位考古发掘者的故事，

从他们的视角，记录三星堆的发

掘、保护与修复工作。“人”的加入，

让三星堆的故事不再只局限于数

字与文物，而是拥有了更多的温

度。在视频会议上待不住就去转

转坑的冉宏林所长、不吃早饭的考

古“早八人”王瑞、面对一地文物碎

片又喜又愁的黎海超教授……纪

录片从他们身上，去展示三星堆发

掘工作的现状和研究成果，让晦涩

难懂的术语和天马行空的取证方

法，有了生动形象的解释。华丽的

旁白、炫酷的动效，也不如亲历者

只言片语的讲述。因为考古和历

史，始终是与人有关的故事。

拍摄一部好的纪录片是颇费

时间的。据导演之一顾菡丹介绍，

主创团队在三星堆守了近一年时

间。正是这一年的守候，让他们跟

踪到了八号坑负责人赵昊“红斑”

猜想的初步结果、疑似船棺的遗迹

挖掘中“一无所获”背后的意义、花

费六个月试验找到的保存象牙的

新方法等，而不是再次将疑问抛给

历史。观众也体验到了一起“发

掘”和“研究”的快乐，从而对于考

古人的坚持和突破，有了更深而具

体的认识。

在对纪录片的称赞中，出彩的

文案不得不提。本片文案的“妙”

体现在两处。一是以轻快消解内

容的严肃与沉重，增加人们的观影

乐趣。例如“知牙（指象牙）知面不

知心”类似的谐音梗妙用，“万物皆

可修文物”类似的俗语化用，都让

整个纪录片的氛围轻快了不少；二

是文案的设置妙。“他们从第一层

土开始，探寻着微痕之下的秘密，

在时间逆旅当中打磨出了气宇不

凡。这一条向前无限延伸的征途，

连接起了三星堆的过去与未来。”

本纪录片一共分为五集，“第一层

土”“微痕之下”“时间逆旅”“器与

不凡”“碎片征途”分别为各集的小

标题。在最后一集中，以每集剧名

串起的总结文案，更是让观众眼前

一亮。更不用说片中的金句频出，

有观众还特意做了整理与归纳。

可以说，在三星堆的神秘前面，本

纪录片的文案也毫不逊色。而注

重文字带给观众的体验，是高品质

人文类纪录片的必备之一。

顾菡丹分享道：“……考古这

个行业的确算得上是难得的清净

之地，土要一点点地挖，线要一层

一层地划，研究更是不可能一蹴而

就，急不得。”这两年，向往考古的

人们越来越多，想必这也是其中的

原因之一。“考古”或许已经成为了

人们心中“纯粹”之地，而《不止考

古》将这一点展示得很好。纯粹的

热爱、面对挑战的从容、追逐真相的

勇气以及即便知道有生之年也得不

到回复，却依旧选择前行的豁然，都

是现代社会中可贵的品质。毕竟

当人们被困于柴米油盐的现实中

时，总需要抬头仰望灿烂的星空。

电影《沼泽深处的女孩》是一

部几乎包含所有现象级电影因素

的大片，故事悬疑，主题深刻，画面

精美，既扣人心弦，又引人思考。

情节既简洁又饱满，毫不拖泥带

水，男女主角演技精湛。

《沼泽深处的女孩》改编自美

国女作家迪莉娅·欧文斯的小说

《蝲蛄吟唱的地方》，讲述了独自生

活在沼泽地里的年轻女子基娅的

故事。《蝲蛄吟唱的地方》是一部现

象级畅销小说，上市仅一年总销量

已逾300万册，在美国多个图书畅

销榜上榜时间均超过49周，长时

间名列榜首。

影片由奥利维亚·纽曼执导，

黛西·埃德加-琼斯、哈里斯·迪金

森主演。影片开始的画面就是从

空中俯瞰美丽的湿地，伴随着画外

音，字幕引用的是小说自序中的美

丽文字：“湿地不等于沼泽。湿地

是一片光的空间。在这里，草在水

中生长，水流向天际。溪水缓慢流

淌，带着太阳的影子蜿蜒奔向大

海。在上千只雪雁的喧闹声中，长

腿的鸟儿们以不可思议的优雅姿

势起飞——美得不像是为了飞翔

而生……”

然而，在湿地中处处可见的沼

泽却死寂而阴暗，充满着腐烂、危

险甚至是死亡的气息。果然，观众

们很快就随着两个骑车的小孩看

见了蔡斯·安德鲁斯的尸体躺在沼

泽中。故事由此展开，让观众们看

到或思考沼泽内暗藏的诸多秘密。

基娅的父亲有家暴倾向，母

亲、几个哥哥、父亲先后离基娅而

去，她独自一人在美国北卡罗来纳

州中一片危险的沼泽地里生活并

长大。在荒凉的湿地中，她驾着小

船，靠猎捕和收集野物卖给码头的

人维生。她只上过一天学，是小镇

居民口中的“沼泽女孩”，文明社会

之外的野姑娘。当地居民对她的

蔑视和排斥导致她性格孤僻、内

向、排外，但她对沼泽里的动植物

的观察却天生敏感、细腻，并具有

绘画天赋。后来镇上的两位年轻

人泰特和蔡斯先后闯入她的生活，

面对一个全新的、令人震撼的世

界，她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但爱情

的挫折使她伤痕累累，有一天，蔡

斯的尸体被发现，基娅被小镇认定

为头号嫌疑人，遭到逮捕和审判。

影片主要采取第一人称的视

角，过去与现在时空穿插、回忆与

对话交替进行，交替讲述女孩的成

长经历和审案的经过。几乎难以

给予该片是某种类型片的单一定

位，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悬疑片、

爱情片、自然片，也可以说它是一

则寓言故事，引人入胜，闪烁着动

人的力量。

许多观众可能更喜欢影片讲

述的悬疑故事，关注谁是凶手、基娅

会不会被判有罪等问题。笔者觉

得，影片的意义可能更为深远，基娅

生于湿地，死于湿地，这片天地养育

了她，也塑造了她。她的人生遵循

的规则和生长于世俗文明中的人

们不太一样，它在讲述人的生存极

限，讲述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也就是说，本片主要目的不是

为了破案，而是通过案子牵引出基

娅的故事。她关于爱情和生活的

选择听从的是荒野的召唤，而非文

明社会的教导。通过基娅的故事，

电影探索了离群索居的环境如何

影响人类的行为，以及被抛弃后留

给我们生活的深刻印记。人类生

存如何遵守自然法则和社会规

则？到底谁更野蛮？谁更文明？

这一切都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本片看似是一桩未破解的谋

杀案，实际上已经破解。影片借主

人公之口，借助螳螂及沼泽内其他

生物的生存环境，说明捕食者与猎

物的必然关系，暗示了杀人这一违

法行为的合理性，讲述与现代文明

不完全一样的观念。

最后说一下片名。该片其他

中文译名有：《蝲蛄吟唱的地方》《荒

野谜尸》《沼泽谋杀案》等，但笔者以

为，还是《沼泽深处的女孩》这个译

名最好。《荒野谜尸》《沼泽谋杀案》

这类译名太直白、太惊悚、太单一，

难以承载影片深刻丰富的内容，而

《沼泽深处的女孩》这个译名引人想

像，内涵丰富，又比较含蓄，符合中

文意蕴和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蝲蛄吟唱的地方》这个名字

尽管是原书名，虽然有些诗意，但

字词比较生僻，难以顾名思义，只

有读到小说中这句话时人们才可

能觉得这个名字的妙处：“当你感

觉到你脚趾下的星球和树木在移

动时，你必须全神贯注地倾听，我

保证，你会听到蝲蛄在吟唱。”

不久前，引进的冒险惊悚片《坠落》上映，该片冒

险类题材叠加悬疑、惊悚、背叛、亲情等看点，全程紧

张刺激，让观众在影院再次感受肾上腺素飙升的感

觉。很多影片讲述绝地求生的冒险故事，大多数营造

刺激、惊险的观影感觉，也有影片将冒险求生与喜剧

元素、爱情元素等相结合，打造多元看点。

电影《坠落》由斯科特·曼执导，格蕾丝·富尔、维

吉尼亚·加德纳主演，引进上映之前就是北美年度惊

悚片黑马。这部影片讲述了极限运动爱好者贝基为

了纪念去世的丈夫，接受了同样热爱冒险的闺蜜亨特

的邀请，一同去攀登一座高达610米的废弃电视塔，

然而两个女孩成功登顶后，电视塔年久失修的扶梯几

乎全部断裂坠落，只能栖身塔顶方寸之地的她们，开

始了一场心惊肉跳的绝境求生。

《坠落》的成本只有300万美元，但却做足了高空

求生的紧张感与刺激感，而且设置了接连不断的求生

障碍，让两个女孩的求生过程险象环生，剧情牢牢吸

引观众。惊险刺激之余，影片还有一个情感内核，就

是丈夫死后女主角的自我救赎和与家人的和解之旅，

在冒险刺激之外还有一种温情的表达。

当然，这部影片的核心创作还是怎么营造惊悚感

和刺激感。片中电视塔的最初亮相，就埋下诸多伏

笔，并给观众带来视觉冲击。高耸入云又“纤细脆弱”

的塔，本身就隐藏危机，塔周围的荒滩戈壁上落满了

嗜血的秃鹫，几只秃鹫还在叼食一只未死的鹿。两个

兴奋的女孩开始攀爬高塔后，各种危机元素慢慢浮

现，生锈扶梯一点点断裂、爬得越高摇晃得越厉害、手

机失去信号等，最终迎来扶梯全部滑落的惊险一幕；

在塔尖方寸之地开启绝地求生后，也是障碍不断，女主

角大腿受伤出血，救生背包掉落，一部手机掉地上摔

碎，过路人见死不救还抢劫她们的汽车；缺水缺食物，

秃鹫头顶盘旋，闺蜜摔死，一波又一波密集的刺激剧

情，让观众大气不敢喘。影片结尾，艺术性很强的悬疑

反转叠加惊悚元素更是让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绝地求

生剧情中，还穿插了女主角无意中发现闺蜜与丈夫之

间的出轨隐情、女主角反思与父亲的亲情关系等，突出

了背叛、亲情等复杂主题，影片可谓在极简的空间内做

足了惊悚、悬疑、情感等内容，剧情不再单薄。

极致险境中的绝地求生类电影很多，深受冒险类

电影影迷的喜爱。这些影片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在一个险境中不断地叠加各类看点和元素，带给

观众更具冲击力的视听体验。冒险求生片是小众类

型片，但不少作品脑洞大开，常拍常新。

2018年上映的赵又廷、杨子姗主演的国产片《南

极之恋》，就是一部南极冒险叠加爱情元素的影片。

该片讲述了两个毫无共同语言的男女，因一次意外事

故被迫滞留南极，在随处都是绝境的南极腹地中，面

对物资匮竭的困境，两人互生情愫的故事。两个人、

一只小企鹅、一座被废弃的小木屋和一片冰天雪地是

影片的全部要素，煤油和罐头只能保证有限的生存天

数，主人公展开积极自救，在南极雪崩、冰裂的险境

中，两人产生情感。但是这部影片爱情与冒险灾难元

素的融合不太成功，没有刻画好男女之间的爱情火

花，都到南极实景拍摄了，还不如拍成纯冒险片。

再比如，2019年很火的《极限逃生》，是冒险题材

与喜剧元素的融合。影片中毒气充满城市，男女主人

公凭借自身的攀岩技巧在城市的楼群之间逃出生

天。影片在服化道、“创意”求生、悬疑反转上大量使

用喜剧元素，又搞笑又揪心，又爽又温情。但更多的冒

险类电影，都追求惊险刺激的观影效果:讲述喜马拉雅

山脉极限救援的《垂直极限》，呈现了高山求生的惊险；

以峡谷求生为主题的《127小时》中，主人公的割臂自救

让观众难忘；只有手机、打火机、手电筒和一把小刀，就

能从棺材求生成功的《活埋》，将绝地求生做到极致；

《荒岛余生》把荒岛求生拍得惊心动魄，主人公与险境

搏斗、与饥饿抗争，影片拍成了荒岛求生指南。

《坠落》的最大亮点，其实是影片悬疑和惊悚元素

的有效叠加，而高空求生相比于荒岛求生、城市求生、

峡谷求生等，也有自己的独特看点。总体来说，600多

米高空方寸之地求生的高概念设定足够新鲜。冒险

求生类电影要想给观众带来更多新鲜感，拼的还是概

念和创意，虽然好的创意最后也会落俗，被填充上三

角恋、出轨等烂俗剧情，但首先得有一个聪明的概念，

才能展开新作品的创作。 据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