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档口碑第一！《你好，李焕
英》是贾玲的导演处女作，脱胎于
2016年的同名小品。贾玲19岁时，
母亲李焕英因意外去世。母亲的早
逝，成为贾玲心中永远的痛点，由
此衍生出小品和电影。

《你好，李焕英》并不完美，甚
至存在硬伤，但它在引发观众共情
这点上是合格的。电影上映前，贾
玲在节目中说：“我觉得这部电影
对得起我对母亲的感情，我把心掏
出来了。”我观影的场次中，观众前
半段不时轻笑，后半段静默流泪，
足可证明这点。

影片中，贾玲饰演穿越回到
1981年的准大学生贾晓玲，做啥啥
不行，自认是个 loser（失败者）。沈
腾扮演的沈光林，那份突出肚腩的
油腻，似乎不属于20多岁的“执夸”
（电影里两人对“纨绔”的错读）子
弟。但这是喜剧电影，奇突的对比
反而成为笑点。

主配角的演技都在线，几位客
串演员让人惊喜。“雪姨”演的中年
王琴傲娇十足；客串梅姨的丁嘉丽
土味满满。冯巩一句“我想死你们
了”，不知道年轻观众能不能听懂
这个梗，于我这样的中年观众而
言，真是亲切。

杜源饰演的厂长让我印象颇
深。甫一出场，从上至下翻兜子找
讲话稿的动作让人会心一笑，最后
用一句“比赛正式开始”化解尴尬。
看儿子表演二人转时的尴尬与愤
怒，完全用正剧风格表现，他把那
个年代的领导范儿演绎得中规中
矩，在喜剧电影中却自成一处突兀
笑点。

《你好，李焕英》的硬伤在剧
情。“穿越”是改变亲子关系的不二
法宝，早年的港片《新难兄难弟》、
韩国电影《奇怪的她》及国内改编
版本《重返20岁》都用了这个桥段。
老套无妨，合理即可。让我费解的
是晓玲穿越的原因与方式，连“月
光宝盒”这样的必备工具都没有，
五毛特效的从天而降也意象不明。
为何妈妈穿越后变得年轻而晓玲
却没变？为何两人没有同时穿越？
这些，影片没有做到自圆其说。一
些笑料也太俗，于推进剧情并无用
处。

冷特与晓玲间的暧昧可有可
无，两人其实更多天涯沦落人的相
知。冷特证明，loser不止晓玲一个，
他也从未做过让妈妈省心的事儿。
他俩都在自问：如果自己没有出
生，妈妈会不会更幸福一些？

从哪儿让人开始揪心、开始撇
开瑕疵的呢？是晓玲发现妈妈可以
选择嫁给沈光林，过上优渥生活、
生出聪明优秀的女儿后，制造机会
拉近“焕英、光林”。为了让李焕英
幸福，她选择让自己失去出生的机
会。

在小酒馆里，她给李焕英描述
光明未来，嫁得很好，有个优秀的
女儿，毕业于名校，一个月工资八
万，不是像自己这样彻彻底底的失
败者。因为发乎真情，擅长逗乐的
贾玲贡献了一幕出色哭戏，笑中带
泪，自然真实。晓玲说：下辈子咱俩
必须得做母女；下下辈子，我当妈，
你当女儿。

到这里，我已泪不能禁。

电影给出终极选择题：倘能穿
越，为人子女，如果可以让母亲幸
福，会不会放弃出生的权利？为人
母者，在“幸福”与“孩子”之间，又会
作何选择？

这两个问题，在我观影时常从
脑海中跳出。走出影院后我还在自
问，如果有穿越的机会，会不会帮
妈妈选择更好的生活？我的答案和
晓玲一样——会。

转换身份再问，如果可以重新
选择，要不要放弃孩子？这时，我犹
豫起来。

周围观众多是年轻面孔，尚未
为人父母。多年后，当了爹妈的他
们如果能重看这部电影，一定会有
与我相似的纠结。

较之前半段的逗笑，后半段的
温情流露更为自然流畅。最终的剧
情反转很成功，晓玲从缝补图案上
窥出秘密：1981年，李焕英根本不
会缝动物图案，那是自己出生后才
一点点练就的。晓玲相伴的那个
人，根本就是和她一起穿越回来的
妈妈。她痛哭着跑回去，回看到小
时候种种快乐的瞬间。妈妈给她无
尽的爱与包容，只想让她健康快
乐。无论衰老憔悴还是年轻美丽，
李焕英，一直是爱她的妈妈。

所以，无论如何，那场排球比
赛要打，因为李焕英知道晓玲想让
她打；无论如何，沈光林的船得坐、
节目得看，因为李焕英知道，晓玲
想让她高兴……晓玲想实现的让
妈妈高兴的心愿，李焕英在这个时
空里帮她完成。

一家三口在郊外见面的情形
很暖，乔杉客串的父亲与晓玲有神
似的双下巴。我想起李焕英和晓玲
抢夺结婚证时说的话：“我这辈子
过得很幸福，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那是老去的妈妈借年轻李焕英之
口，对一生的总结陈词。

李焕英不想改变命运，因为，
她要遇见她——自己的女儿。

穿越回来的情节同样突兀，晓
玲那面宽阔的后背实现了过渡。贾
玲说，拍摄病床前的镜头时，她的
眼睛哭到肿胀。生活中，她没见到
病床上的妈妈，电影中，她终于可
以放声痛哭，送李焕英最后一程。

泪眼婆娑中，我看到晓玲载着
妈妈在山道上兜风。她实现承诺，
给李焕英买了敞篷车。镜头转换，
妈妈，终究是不在的。

晓玲再不是失败者，活得很风
光。李焕英不会知道，但她曾经相
信。

影片最后的照片与那段字幕
颇让人动容，那也是萦绕在我心头
的感慨。我总是只记住母亲迫近现
在的容颜，似乎她一直衰老。母亲
这一生过得很辛苦，如果可以穿越
回去，我会告诉她：重新选择人生
吧，你要活得更好。

而我也终于确定，任一位母亲
如果和孩子一起穿越，一定不会选
择改变人生，因为，一旦重选，身边
这个人就会消失。她宁愿将所有的
苦重新吃一遍，也要保证遇见孩
子——那个让她成为母亲的人。

影片中母女二人做出的选项，
是我心中的标准答案。所以，那些
于“理”不通的缺憾，终于，被“情”
补全。

春节档大热的《你好，李焕英》：

于理不通的缺憾，拿情补全？
程果儿

“在一个民族内部，为了产生一位天
才，总是需要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世
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
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
无谓地流失。”

这是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
闪耀时》序言里写的一段话。在这本书里，
他用十四个历史故事讲述了十四个创造
和决定历史的时刻，包括太平洋的发现、
拜占庭的陷落、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列
宁的十月革命、《弥赛亚》的创作、《马赛
曲》的诞生、歌德的《玛丽恩巴德悲歌》、黄
金国的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刑场瞬
间、越过大洋的第一条海底电缆、离家出
走的托尔斯泰、人类第一次南极探险、守
望共和的西塞罗之死以及威尔逊的梦想
和失败。

茨威格把这些故事定位为历史特写。
他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
加或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
为历史本身在那些非常时刻已表现得十
分完全，无须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
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
超越历史本身。”虽然是历史特写，不是历
史传奇或历史小说，但茨威格在书写历史
时的激情和浪漫，让我每每读起的时候都
像听一场音乐会，高潮迭起、激情澎湃！
不，不是高潮迭起！余华说得更准确：茨威
格上来就给我叙述的高潮，而且这个高潮
持续到最后！

历史人物无疑都是天才。他们不是历
史的创造者，但在关键的时刻会决定历史
的走向。茨威格笔下的历史人物，不是高
在天上，而就在人群当中，在他们身上既
闪耀着伟大人物的人性光辉，也有普通人
身上的世故和懦弱，甚至会有人性中令人
不齿的恶。巴尔沃亚在发现“南边的大海”
（太平洋）的前夜，用惨无人道的残酷玷污
了自己的名声：他将一批失去反抗能力的
印第安人俘虏缚住手脚让一群饥饿的狼
狗撕咬、吞吃，在他名垂青史的同时也使
他遗臭万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
二世在 1453年 5月 29日攻占了拜占庭，
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历史揭开
了新的一页。然而，也是在胜利的前夜，他
向士兵许下了可怕的誓言：在攻克拜占庭

城以后允许部队官兵尽情劫掠三天，家什
器具、金钱珠宝、男人女人和孩子，所有一
切都属于打了胜仗的士兵，而他本人将放
弃所有这些东西，他只要征服东罗马帝国
这个最后堡垒的荣誉。他完全兑现了承
诺，甚至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没有幸免于
难。攻占拜占庭给他带来无尚的荣誉，也
给他带来难以磨灭的耻辱。在茨威格笔
下，古罗马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罗作为共
和政体的捍卫者被专制独裁者杀害时的
悲情，美国总统威尔逊追求人类永久和平
的政治理想遭遇旧欧洲道德堕落抵制时
的落寞，亨德尔创作《弥撒亚》时带来的肉
体和精神的复活，以及年迈的歌德接受年
轻的乌尔丽克拥吻令他难以忘怀的心情
激荡，都是那么鲜活生动。

历史发展有它自身的逻辑。我们更多
关注群星闪耀，关注高光时刻，但高光和
群星背后是漫长岁月等待和前赴后继的
探索。历史事件都有偶然性，但偶然性背
后有必然性和确定性。奥斯曼帝国虽然强
大，穆罕默德二世带领部队围攻一个多
月，特制大炮在外城墙上轰炸了无数个大
洞，仍然对攻进拜占庭城去束手无策。如
果不是那扇供行人通过的小城门，如果这
扇小城门没有被东罗马士兵忘记，如果土
耳其禁卫军没有发现这扇小门，那么，拜
占庭的命运会不会改变？这扇叫凯尔卡门
的城门改写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但
是，历史没有如果！拿破仑和威灵顿的部
队的滑铁卢战役，我们看过无数次的描
述，这次战役像一部扣人心弦的戏剧，一
会儿陷入低谷，一会儿又充满希望，双方
不断变换着有利位置。如果拿破仑不是重
用了格鲁希，如果格鲁希的部队能够及时
过来增援，固执又平庸的格鲁希一分钟的
考虑改变了拿破仑和世界的命运。但是，
历史没有如果！

也许，西塞罗、拿破仑这十四位历史
人物应该感谢和茨威格的“遇见”。茨威格
就像他们的知音，走进了他们的内心，走
进了他们的故事，他不是一个旁观者，更
像一个亲历者。维茨格让他们从伟大走向
平凡，又从平凡走向不朽。那么，他们之间
的“遇见”呢？是偶然，是必然，还是偶然之
中的必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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