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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02

“只有面对了， 才能真正去接
受它的存在”

长沙市五一大道五一新干
线四楼， 有些狭窄的楼道尽头
是爱剧场的话剧表演室。 地方
不大，横竖10排椅子就可摆满。
一张幕布贴墙挂立， 后排支起
投影仪， 一个简易电影放映室
就形成了。11月15日下午，加映
了一场的放映室内仍然挤满了
观众， 吸引他们的是长沙独立
电影兴趣小组66号放映室组织
观看的《鸡蛋和石头》———

在益阳一个山村，14岁的
留守儿童姚红贵寄宿在姑姑
家。 迟迟不来的月经让她十分
不安。最终预感变成了现实，红
贵怀孕了。谁是孩子的父亲？同
样年轻的阿九？ 还是身为乡村
医生的姑父？最终，姑父将流产
药撒在红贵的水杯致其堕胎，
红贵也辍学回到山林深处和外
婆一起生活。 她面对再次来临
的月经，重新感受了生命。

在影片简介里，《鸡蛋和石
头》被描述为一部“半自传性”
电影。红贵遭遇的背后，有黄骥
童年生活的影子。

1984年， 黄骥在益阳的一
个偏远小镇呱呱坠地。 童年时
期， 外出打工的父母经常不在
身边。8岁那年， 性骚扰突然闯
入这个小女孩的生活， 虽不是

很严重， 但在她幼小的心灵留
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15年后， 黄骥从北京电影
学院文学系毕业。 当她有机会
进行电影创作时， 很自然地想
把深埋内心的往事表达出来。
“面对自己过去的羞耻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但只有面对了，才
能真正去接受它的存在， 继续
健全地生活下去。”

一台摄影机， 数名非职业演
员，三个月

剧本写好后，黄骥把它拿给
男朋友、 日本导演大冢龙治看，
并把自己的童年经历和拍电影
的想法告诉了他，“整个过程很
艰苦，也很难受。”幸运的是大冢
龙治理解并愿意和她一起完成
这个工作。

一部电影两个人拍？ 对黄
骥来说技术不是问题， 在开拍
《鸡蛋和石头》前，她已经拍过
两部短片《玲玲的花园》(任编剧
与副导演)、《橘子皮的温度》和
一部反映农村赌博的纪录片
《地下六合彩》。正是在拍摄《玲
玲的花园》时，黄骥和大冢龙治
确立了恋爱关系。 至于拍摄经
费，花的都是两人的积蓄。演员
也是非专业的， 全部是来自益
阳当地的农民和孩子。

确定好大体的拍摄原则，

关注遭受性侵的留守女童“近十年中国最好的女性电影”

国际获奖电影《鸡蛋和石头》首度回湘放映
益阳籍女导演执导 当地留守女童出演

“有时候，人
的心就像一个鸡
蛋，很脆弱；有时
候， 却像石头一
样， 很坚强。”11
月15日， 一部由
湘籍导演执导、反
映遭受性侵的留
守儿童成长的影
片《鸡蛋和石头》，
成片两年后首次
在湖南放映。

出生于益阳
农村的黄骥，根据
自己的童年经历
拍摄电影，“与过
去告别”， 也让人
从一个独特的角
度感受儿童成长
和女性权益问题。
在与观众分享影
片的同时，黄骥希
望《鸡蛋和石头》
能引起一些公益
机构和放映组织
的注意，整个社会
一起来关注留守
儿童和女性问题。

《鸡蛋和石头》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关注留守儿童和少女成
长问题，获得了业内和观众的一致肯定。

2011年， 黄骥和丈夫带着剧本、摄
影机回益阳老家开始拍片。 黄骥身
兼导演、副导演和录音，大冢负责摄
影、剪辑和制片。

为了让影片更富有真实性，一
开始黄骥去拜访了一名八九岁、被
老师性骚扰的女孩， 发现这个年龄
的孩子对性的概念很模糊，“表现力
肯定不够”。于是修改剧本将角色提
到了14岁，在各个中学门口“站岗”，
“眼睛像摄像机一样观察着走出来
的孩子”。但看了多所学校、几百个
人，都不中意。最后在一所学校看到
后来的主演时， 黄骥心里一喜，“她
眼神里有非常寂寞的东西。 不怎么
说话却很有气氛，给人的状态，包括
镜头里的样子， 都非常符合我想要
的效果。”巧合的是该女孩本人也是
留守儿童，2岁时父母就去广东打工
了，“一个人呆在灰暗的屋里， 想事
情可以想很久”。

拍片的三个月间， 黄骥和丈夫
吃住在村里， 力求捕捉到演员们最
真实的状态。 由于影片中多数场景
用的都是自然光，而天气阴晴不定，
有时候等不到一个合适的光线，而
村民们要下田干活，拍摄只好延期。
因为女主角的有些戏比较私密，黄
骥会花很长的时间和演员沟通，“七
成的精力都用在这个上面”。

“近十年中国最好的女性电影”

黄骥没有料到，一部“比较私密
性”的电影，会有这么好的反响。

2012年4月，《鸡蛋和石头》在鹿
特丹国际电影节首次露面便摘得首
奖———针对年轻作者的金老虎奖。
来年又在世界各地斩获荣誉：2013
多伦多亚洲国际电影节新人导演
奖、2013安德烈·卢布廖夫国际电影
节最佳影片和2013西班牙拉斯帕尔
马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在影评家看来，《鸡蛋和石头》
的一大特点是抛却社会宏观视角，
从个体的内心和情感历程出发去关
注留守儿童。 黄骥解释说：“这样的
女孩子，不管在中国还是荷兰，只要
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都是存在的，
和社会系统的不同并没有大的联
系。”这也是影片能够在国际上引起
广泛共鸣的一个主要因素，“外国人
即使听不懂益阳话， 也能通过镜头
感受到女孩的困境。”

但女性视角的运用还是在观众
中划分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男观
众和女观众。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卫生
纸、血等女性符号的镜头，给男观众
的理解带来不少障碍。影评人搵岑荷
发现，“大量包括影评人在内的男性
观众在理清本片基本脉络上都存有
困难”。 在长沙的放映交流环节，一
位男观众就对“血”这个镜头的反复
出现疑惑不解。 但正如长沙放映现

场女性观众饱含深情的观影分享，
搵岑荷也提到“这点在同时采访的
女性观众眼里反而显得不可理喻。”

《鸡蛋和石头》 获得了成功。搵
岑荷把它称为“近十年中国最好的
女性电影”。 他在一篇影评中总结
道：“黄骥的《鸡蛋和石头》，让我看
到了中国电影有机会填补缺位已
久、真正女性视角的希望。”鹿特丹
国际电影节给出的颁奖词是：“借由
诗意的语言将影片中的禁忌话题打
破。 精美构图与悉心舍取的摄影与
叙事高度相关， 并且揭示了人性秘
密。”

要拍“农村女性三部曲”

“大家都是湖南的吗？”11月16
日下午， 66号放映室又组织了一
场剧本创作讨论会。黄骥一上台就
问了观众这个问题。她参加了很多
次放映活动，与观众专门就《鸡蛋
和石头》的剧本创作进行交流还是
第一次。

台下浮起一片应和声，坐在第二
排的一位男子笑着说：“我是益阳的。”

黄骥说， 她很早就想回家乡放
映《鸡蛋和石头》，因近几年怀孕、生
育、照顾小孩而未成行。今年，66号
放映室向她发出邀请， 说湖南这边
很多影像爱好者想学习如何拍摄自
己的家乡和土地，她爽快地答应了。

“很多剧作技巧看书可以分析
出来， 但真正创作的时候还是要去
面对你选择的那个演员， 和她一起
生活、一起创造人物形象。”在交流
会上，黄骥认真地说。

台下一位女子大学的教师接着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影片可
以加入月亮的镜头， 在农村女孩子
孤单时月亮是个陪伴。 另外月亮和
月经还有某种隐含关系。” 黄骥听
后，赞成地点了点头。电影在这样的
互动中悄悄延续着生命。

现实中的留守儿童和乡村小学
也未被遗忘。今年9月，黄骥在网上
发了一个帖子， 号召网友为她老家
的孩子捐赠绘本书。她在帖子中说：
“在帮老家幼儿园的老师申请乡村
幼儿教师公益培训的免费名额时，
才发现忽视了身边那片土地的贫
瘠！ ……小小的绘本无法代替家庭
的温暖，但绘本中多彩的画面、童真
的世界、 丰富的想象却能给孩子带
来一点点光亮和温暖！”

2个月后，乡村图书馆悄然建起，
“比城里的儿童图书馆绘本还漂亮”。

与此同时， 黄骥另外两部反映
女性成长（高中生、少妇）的电影也
在筹备中，与《鸡蛋和石头》共同组
成自己的“农村女性三部曲”。她透
露， 其中一部的剧本已经写好，“明
年开拍”。

■文/记者 卢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