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录片《宠物一千零一夜》
讲述宠物暖心故事

有时治愈
常常帮助
总是安慰

8集宠物纪录片《宠物一千零一夜》近
日在腾讯视频收官，豆瓣评分高达8.7分。
该纪录片刻画了近30个与宠物相关的温暖
故事，借此观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
态。

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养宠行列，人类生
活改变着宠物的习性，宠物的陪伴与互动也
改变着人类生活。人类与宠物到底是什么
关系？片中，一位养宠人士说出了真相：
“动物本质上是不需要人类的，它们可以自
己生存。但是我们需要它们，才会把它们带
进自己的生活。”

《宠物一千零一夜》号称“国
内首部以宠物视角拍摄的社会观
察纪录片”，凭借“非传统拍摄设
备”“隐蔽的观察视角”“宠物的奇
妙冒险”“现代都市寓言童话”等
标签吸引了萌宠爱好者的关注。
该片对宠物做了大量拟人化的处
理，让动物仿佛也有了人类的喜
怒哀乐。

片中，阿拉斯加犬“大千”遭
遇了一段无疾而终的“乡村爱
情”，让人倍感遗憾。来自城市的

“大千”跟随主人搬到婺源乡下，
它虽然尚未适应田园生活，却很
快恋上了小镇流浪狗“阿布”。摄
制组尾随大千，发现它跨越千山
万水来到镇上，向心上人“阿布”
表白，然而却惨遭拒绝。

宠物想要找到合适的另一
半，其难度一点都不比人类小。
片中记录了一段宠物相亲的经
历：柴犬“光光”的主人带着它去
相亲，没想到它竟然相中一条边
牧犬。跨越品种的爱情注定被
主人棒打鸳鸯，几经波折，光光
在宠物相亲大会上与另一只柴犬

“奶茶”相遇，寻爱之路终于修成
正果。

当然，这些都市里的小动物
中也有活得异常潇洒的。游荡在
上海街头的田园猫 Keks 就是一
位独身主义者。贵为街头猫王，
Keks习惯独来独往，经常与其他

“单身猫”为争地盘大打出手。专

注“搞事业”，它的世界里不需要
爱情。

该片还紧跟时事，记录了新冠
疫情期间的一个侧面。两只英短
猫“豆花”和“嬴政”是一对从小被
定下“娃娃亲”的猫咪夫妇，但因为
疫情，双方主人都无法回武汉，只
能为他们找了一户临时寄养家
庭。不料，寄养家庭中的公猫“马
勺”也爱上了豆花，对它展开疯狂
的追求，嬴政决定出面捍卫“婚
姻”……武汉解封后，豆花生下小
奶猫，看到小猫咪的毛色后，主人
松了一口气：还是嬴政的崽！

因 为 有 人 ，才 有 了“ 宠
物”。《宠物一千零一夜》讲述
了大量人类与宠物相处的故
事，涉及动物救助、动物训练、
动物治疗、动物实验等话题，
引发观众共鸣。

世界上每年都有 10 万只
狗投入人类实验，其中98%是
比格犬。《宠物一千零一夜》关
注了比格犬领养问题。经历
过实验的狗基本都带着创伤
记忆，难以适应社会。片中，
一批实验犬退役后通过公益
组织接受领养，其中，一条胆
小 的 比 格 犬 住 进 一 家 养 老
院。带着实验后遗症的小狗
与带着生活后遗症的老人，开
始了互相治愈的新生活。

《宠物一千零一夜》对动
物的“导盲”职能做出了别样
的呈现。盲人杨康在导盲犬

“迪克”的带领下，每周都横跨
160 公里，从河北唐山前往北
京与妻子相聚。而在另一个
故事里，“萌萌”是一条患有青
光眼而被迫摘除眼球、安装义
眼的萨摩耶，主人苏醒特地养
了一条柴犬，时刻牵引并帮助

“萌萌”适应黑暗；萌萌同样也

治愈着苏醒——萌萌曾由苏
醒去世的母亲照顾，如今苏醒
看着萌萌，便会想起母亲。

许多人养宠物，看中的是
宠物的陪伴功能。都市生活
压力巨大，宠物就成了许多人
心目中的避风港。片中，即将
30岁的演员李梓溪受到职业焦
虑的困扰，家中宠物填补了她缺
失的安全感；一对夫妇养了一只
名为“奥利奥”的意大利小灵缇
犬，在他们看来，养狗不仅是一
场“育婴练习”，也帮助他们放慢
时间发条，远离险恶的职场。

《宠物一千零一夜》中最
励志、也最出圈的故事，当属
流浪歌手罗凌与她的两只金
毛犬“蹦蹦”和“爱玛”。罗凌
搬了 21 次家，每一次都是因
为养狗被邻居嫌弃。身患疾
病的她，一边卖唱、一边卖宠
物零食维持生计。日子过得
再苦，她也从未想过与狗分
离，她说：“我是在街上流浪的
人，但它们不是流浪狗。它们
永远不会嫌弃我，只有人才会
嫌弃我。穷是穷了点，但是我
快乐，有狗我就特别开心。”

《宠物一千零一夜》在宣
发上也有独特之处。每集播
出后，每个小短片的导演都会
在微博发布导演手记，与网友
分享他们的拍摄感受。

郭明星：生为宠物猫，它
们在人类的家庭中生活，主人
也给予了它们最好的生活条
件 ：不 愁 栖 身 之 所 、不 愁 吃
喝。但它们并非完完全全依
附于人，它们内部也有地位争

斗、也有互相关怀，有亲子之
爱、也有好友之谊。于是我开
始更有代入感地去理解它们，
而 不 只 是 把 它 们 当 作 宠 物 。
（《退位女王漂流记》）

鞠晓甜：罗 凌 笑 也 很 大
声，哭也很大声，一切都很起
劲儿很用力的样子。那辆红
色三轮车是方舟，但也载满了
残酷、困顿、茫然，被苦难的洪
流 裹 挟 着 不 知 将 被 卷 向 何
处。罗凌的故事其实要远比
片子里复杂，我目睹着一切，
帮她保守着一个秘密，但我什
么都做不了。生活真的太糟
糕了，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帮
它开脱。（《禽兽超人笑笑笑》）

贾慧敏：比格犬们都做什
么实验呢？药物代谢、医疗器
械、疫苗、生物科技（以前还做

化妆品实验，现在要停止了），
其实很多实验犬是无法走出
实验室的，像片中能被公益组
织救助的实验犬，只是非常幸
运的一小部分。其实不美好
的真相一直都存在着。看见、
说出来、反思。希望我们对自
己、对所处的世界有更多的了
解，也希望我们更有勇气直面
一些“无解”的困惑。（《后遗症
之愈》）

王嘉伊：或许狗是转移视
线的对象，在与孩子和教育的
斗智斗勇中，给焦虑的家长一
个放松的出口，缓解着因为学
习日益紧张的亲子关系，对孩
子的爱和关切常常带着急迫
而来，一只狗的存在能让人稍
稍放慢脚步，把真正的感情温
柔流露。（《成为冠军之前》）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动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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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有一头乌黑发亮的
头发，平时喜欢扎着麻花辫，
做事时如果嫌它碍事，就会
巧妙地把它盘在头顶上。

今年春节，母亲从四川
老家来我家过年，一阵兴奋
激动过后，好不容易平复心
情母女俩坐下来。我仔细端
详，妈妈的头发又白了许多，
也少了许多，不复年轻时的
模样。那个扎麻花辫的妈妈
永远停留在照片里和我儿时
的记忆中。

陪着妈妈聊天，欢喜又
惆怅，不由得想起儿时在家
乡、在母亲身边的点点滴滴。

妈妈的少年时期是很苦
闷的，她的父亲不顾家，是个
二世主，只顾自己享受，她的
母亲长年累月在外面忙着赚
钱养家，根本没时间顾及家
里的三个娃，妈妈则习惯了
从小就自己照顾自己，养成
了刚强的性格。

而母亲跟我们在一起
时，她总能把贫乏而简单的
日子过成我们心目中的乐
园。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
时不时能回到那些宁静而温
馨的黄昏和夜晚。妈妈不知
从哪里买到一部收音机，吃
完晚饭，我照例吃完一粒酵
母片，然后守在收音机前，听
新闻播报和音乐节目，遇到
我在幼儿园或学校里学过的
歌曲，我就会欢呼雀跃地告
诉妈妈，这首歌，我会唱，然
后就随着收音机一起唱起
来，妈妈在这个时候总是很
开心，忙碌的身影也变得轻
盈起来。那是我约摸六七岁
光景的时候。

那时爸爸仍在外地工
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妈妈
独自带着我们，忙里忙外，但
她从无怨言。那时没有电
话，更加没有智能手机，两地
分居的爸爸妈妈就是靠着书
信往来。妈妈在给爸爸写的
信中，总是会叫我也写上一
两句，我那时刚会写几字，那
歪歪扭扭的字迹现在想来仍
不觉失笑。见字如晤，读爸

爸的回信，也成为了妈妈无
比喜悦和欣慰的事，往往一
封信会反复拿出来读几次，
细心地保管起来。

妈妈总有办法把苦变成
乐。妈妈的工作，有很多道
工序都必须是手工操作，是
个费时费劲的活，周末也经
常去厂里加班。但是妈妈竟
能把我们带动起来一起去厂
里帮她，在我印象中，我几乎
没把它当做工作，每次去妈
妈厂里，都像是参加一次有
趣的活动。因为，跟妈妈忙
完之后，总会有好吃的东西
犒劳我们，牛轧糖或是马蹄
糕，还有一种用普通话叫不
出名的四川小吃。

有一年暑假，也许是爸
爸工作忙，于是妈妈独自带
着我们一同回万州老家。那
时交通不发达，还要辗转几
次才能到达爸爸所在的城
市。晚上我们娘仨就在旅店
住一晚，我只记得那时小小
的我一路上什么都觉得新
奇，先是坐长途汽车，在一边
是悬崖深谷一边是陡立山壁
的盘山公路上蜿蜒前行；又
乘坐火车，每到一站，南来北
往形形色色的旅客上上下
下，闹闹嚷嚷。真是一段惊
险的旅途。其实直到现在我
才明白，妈妈当年是要很大
的勇气和决心，担着很大的
压力才把我们平安带到爸爸
那儿。

今年春节，远在四川的
妈妈来广东过年，但其实，这
并不是第一次。自从我毕业
南下在惠州成家生子这些年
来，母亲就没少过奔波：照顾
怀孕的我、坐月子的我，帮我
带尚在襁褓中的孩子，甚至
于我创业开办工厂的时候，
母亲也义无反顾地马上动身
来到我身边帮助支持我！

妈妈的坚韧，妈妈的达
观，妈妈的自律，妈妈深沉
的爱……这些无声的力量
使 得 在 以 后 的 岁 月 里 ，无
论是风霜雪雨还是艰难困
顿，我们都能微笑面对，积
极进取。

夜深人静，坐在书桌前，翻看从
旧书摊买回的一本旧书《生意人》，回
忆起了故乡，想起儿时在大山里生活
的岁月，想起难忘的第一次做生意。

那是我读小学六年级时暑假的
事情。

炎热的夏天，热烘烘的太阳如火
笼罩着大地，把土地烤得滚烫，树上
的鸣蝉在力竭声嘶地叫着，从树上飘
下来的蝉声似乎都是温热的，一阵热
风忽然从田野里吹来，地面升腾起一
股热流，仿佛整个山村都是热的。

也就是在那个夏天,我家里的水
稻生病了,必须得买农药来治疗，然
而那时家里又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大
山里的乡亲们生活都不宽裕，也很难
借到钱。

乡亲们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祖祖
辈辈在大山里开垦了很多梯田，用来
种植水稻。水稻对乡亲们来说，那重
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关系到一家
人一年吃饭的大问题。

如果不买来农药治，没准几天
水稻就全完了，一年就失收了。我
清晰地记得那几天老实巴交的父
母都急得睡不着觉。看着父母着
急，我也在着急，一个人的时候眼
泪就不争气地往下流，那时我在心
里暗暗地想，一定要想出办法解决
这个难题。

正在我们冥思苦想的时候，太阳
落山了，在落日的返照中，大山里夏日
的黄昏还很光亮，很透明。我突然抬
头看到我家旁边堂叔家的那棵李子
树，那棵结满了果子的李子树，脑子里
立即有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用赊账的
形式，把堂叔家的这棵李子树上的李
子买下来，然后挑到街上去卖，用赚来
的钱买农药。

大山里的交通极不方便，村民上
山下山，来来往往，去乡里赶集，对外
的连接点，就是这条印满牛蹄印、高
低曲折的山路。那时的老家，别说汽
车、摩 托 车 ，就 是 自 行 车 也 是 没 有
的。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
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乡亲们很少有
做生意的，就算是自家门前果树上的
果子，也大多是自己吃或送给邻居
吃，实在吃不了就烂在树下，很少有
拿出去卖的。

说干就干，我鼓起勇气跟堂叔说
了我的想法。因为李子不卖自己也吃
不完，卖了还可以得到钱，从来没做过
生意的堂叔满口答应了，并说赚到钱
就给钱，没赚到钱李子就算送给我了。

我回家把想法告诉了父母，他们
听后非常惊讶，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也
没有做过生意，更没有想到这个办
法。但那时父母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能
找到钱，于是就同意了我的想法。

那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清晨，灰
色黎明的天空闪耀着稀疏的晨星，
月亮还在天空中。因为要去街上卖
李子，父母和我们兄妹都很早就起
床了，全家人把堂叔家那棵李子树
上的李子全摘了下来，然后用清澈
得能看见水底沙石的井水，把李子
洗干净，装进了竹筐。

匆忙吃了早餐后，父亲带着我
们沿着那条窄陡的山路去赶集，走
每一步都要走稳，否则一不小心就
可能滑倒甚至滚下山坡。就是沿着
这条山路，我们把李子挑到了离家
三十多里地的街上，我鼓起勇气第
一次做生意，在大街上卖起李子
来。没想到的是，那天卖得很顺利，
所有的李子很快全卖光了。一算
账，还了堂叔的赊账款，还赚了八元
钱。那年也就是用赚来的这八元钱
买了农药。

或许是受了我那次做生意成功
的影响，此后，乡亲们把自家的东西
挑到街上去卖的也多了起来。

儿时做生意的事情已经过去很
多年，如今我的家乡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乡亲们的生活都富裕
起来了。老家现在的这些小孩也许
不会想到，在村子里曾经有一个像
他们那么大的小孩，为了赚钱给水
稻治病做了一次生意。

潮汕人喜欢吃薄饼，几乎大多
数家庭在每年立夏前后，都喜欢
买一些薄饼皮和做馅料来包着
吃，这几乎成为习俗，大家乐此不
疲。一家大小聚在一起，桌上面
放着炒虾、炒蛋、火腿、猪肉、豆
芽、菜脯、蒜头等一盘盘馅料，家
人拿着一块块圆圆的薄饼皮，先
拿勺子抹下橙膏做调味用，然后依
次用筷子夹起这些馅料放进里面，
再夹上生芹菜，洒下白糖，对折包
起来，便可以尽情开吃了！

薄饼，顾名思义，首先在皮之
薄 。 这 面 皮 总 是 在 市 场 里 购 买
现 成 的 ，因 为 制 作 需 要 一 点 功
夫，大家贪图便利吧。我在市场
经常看到，有专人在现做现卖薄
饼皮，除了在立夏前后很多人卖
外，其他时间也零零散散都有，
说 明 很 多 人 一 年 四 季 都 在 吃 薄
饼，几乎忽略了吃薄饼的时节。

薄 饼 皮 其 实 是 在 热 锅 中 烙 熟 的
圆形面饼，制作者用手拿起一个
黏糊糊的小面团，然后在热锅中
抹开一圈，成为圆形，不一会，一
块薄饼皮便完工，用手在煎锅边
上撕开，放置好。这明显考验制
作者如何掌握热锅的火候，决不
能过火，以防烫手。同时，在热
锅抹开面团时，也要注意手与热
锅 之 间 的 距 离 。 总 之 ，熟 能 生
巧。制作者只要熟悉了，便能又
快又安全地“下饺子”！我看到，
那一块块薄饼皮既薄又有韧性，

吃起来有嚼劲，使人在唇舌之间
细嚼慢咽。

做薄饼的馅料其实也不见得
有多难，主要在于一个“炒”字，要
把虾仁、猪肉、火腿、豆腐干、豆
芽、蒜头等炒得火候俱佳，香味四
溢。例如，炒瘦猪肉要肥而不腻，
不能挑选过肥或过瘦的猪肉，太过
多油，否则包在薄饼里面，吃起来
满嘴是油，给人太油腻的感觉。然
而，过瘦也不好，没有一点油星，
吃起来不香。还有，这些馅料因为
是要“集合”在一起，所以不能放

太多盐和调味料，否则会味道太
杂。凡事要拿捏得度，才会适合，
否则过犹不及，好事就可能变成坏
事了！

薄饼之味极好！韧滑的面皮
加上嫩滑的虾仁、有韧劲的猪肉、
咸香的火腿肠、软软的豆腐干、香
脆的豆芽、鲜辣的蒜头，咬到不同
馅料，便会一口一个味，再加上用
鲜橙与白糖熬制而成的橙膏和白
糖作为底料，整个薄饼显得酸甜
得宜。

其 实 ，也 分 咸 薄 饼 和 甜 薄

饼。上面说的是咸的，汕尾陆丰
人特别爱吃，汕尾城区人却爱吃
甜薄饼。饼皮是一样的，差别在
于馅料，他们选择赤沙粮、芝麻、
麻成、豆酥、贡糖、果酱等做馅料，
拿专用的面棍进行敲打，打碎馅
料，然后包起来成为一条长形状
面棍，再切开来，成为一块块。一
口一块，只感觉香甜、酥脆，味道
很不错。

在 陆 丰 ，有 的 人 家 不 仅 在
立 夏 吃 咸 薄 饼 ，而 且 一 年 四 季
都经常在做，可以说，已成为了
家 常 便 饭 。 大 家 围 在 一 起 ，桌
上摆满馅料和饼皮，其乐融融，
自 己 动 手 ，吃 起 来 津 津 有 味 。
家 里 人 经 常 聚 在 一 起 吃 这 种 富
有 特 色 的 美 食 ，除 了 满 足 口 腹
之欲外，还在于亲情的联络，吃
薄饼带来的“附加值”真是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

薄饼情结 □彭伟栋

无声的力量
□邱宇林

□王继怀第一次做生意

□
赖
智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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