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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雷民强来自澳门，导
演陈尚实来自广州，这部讲述
澳门人故事的电影《何以飞
翔》来 源 于 两 人 的“ 一 拍 即
合”。在广州首映礼的采访
中，羊城晚报记者请两人分别
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们心
目中的“澳门精神”。

记者：这部影片的创作初
衷是什么？

陈尚实：最早我们想拍一
部电影，来体现澳门回归20多
年来的变化。因为大家都知
道“一国两制”在澳门是非常
成功的，这些年来澳门人的生
活也是越来越好。我们就想
从一个澳门本地的小人物切
入，让大家看看这个城市里一
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怎样
一路变化的。

记者：听说你们认识很多
年了，这是第一次合作？

雷民强：我们很早就认识
了。我是澳门人，曾在广州暨
南大学读书。陈尚实的妈妈
过去在港澳工作，通过她，我
和他很早就成为朋友。2019
年，我们俩喝茶时聊起一些澳
门人的故事，当时都觉得，不
如拍成一部电影吧！正好，当

导演也是陈尚实多年来的一
个梦想。

记者：对于外地人来说，
片中一闪而过的大三巴是他
们熟悉的，但其他景点或许就
不太了解了。你们这是想更
深入地推介澳门美景？

雷民强：没错。我们这次
选的基本都是澳门列入世界
遗产的景点，下次大家有机会
再来澳门的时候，一定要跟着
电影去旅游。比如片中反复
出现的“幻觉围”，它就是澳门
四大围之一，影片的英文片名
《Patio of Illusion》也是由此
而来。这个地方在清末的时
候是卖鸦片的，所以才叫“幻
觉围”。但现在，这里已经成
为政府保护的历史遗迹。我
们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个能体
现澳门翻天覆地变化的地方，
来承载主人公一路的人生变
迁。

记者：选择邓加乐当男主
角，是看中了他身上的什么特质？

陈尚实：这部电影的男女
主角都很不好选，因为角色的
年龄跨度比较大，要从大学毕
业一直演到结婚生小孩，所以
我们选了两个处于中间年龄

段的演员，有一点成熟的感
觉，但又不会像老演员演年轻
人那样需要“装嫩”。我看到
邓加乐的第一感觉就是：他就
是我想要的何以翔。他虽然
出生在加拿大，但父母是土生
土长的广州人。为了演这部
电影，他本人也反复跟澳门人
接触和沟通，去了解当地人是
怎样生活的。

记者：很多人去过澳门，
但可能并不了解真正的澳门
人。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你
们心目中澳门人的特质和精
神是怎样的？

陈尚实：勤奋、努力、乐
观。这三点在何以翔身上都
有体现。但我是广州人，我想
听听澳门人自己怎么说。

雷民强：我觉得“澳门精
神”首先是坚持梦想，其次是
有家有爱，最后一点最重要
——我们相信有国家才有澳
门。这些年来，国家对澳门的
支持很大，譬如2003年澳门在
非典后经济受到重创，当时国
家通过推出澳门自由行的政
策，重新把澳门的经济再推上
去。这一点，我们这次在电影
里也特意拍到了。

讲述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又一部“广东出品”影片即将接
受观众的检验。9 月 10 日，影片
《何以飞翔》将在中国内地院线上
映。近日，该片举行了“首映在广
州”全国首映礼。

《何以飞翔》由广州出品，在澳
门拍摄。影片以小人物的拼搏故
事，呈现了澳门回归20多年来翻天
覆地的变化，体现了“一国两制”在
澳门的成功实践。在采访中，几位
主创都强调，影片讲述的是具有真
实质感的普通澳门人故事，希望让
全国人民更加深入地了解澳门与澳
门人。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
故事，更是澳门这座城市的成
长史。

故事的一开始，男主人公
何以翔在大学毕业后一度想
离开自己从小生活的这座“小
城”。一方面，母亲为养家而
外出打工多年，令他对家乡备
感失望；另一方面，他也想去
一个更大的地方实现自己美
术教育的梦想。但是，青梅竹
马的女友成美不想离开澳门，
多年来将对方视为至亲的何
以翔不得不选择了妥协。

在学校教美术时，何以翔

鼓励学生积极创新，但他的激
情式教学方式不但受到部分
学生的嘲讽，也遭遇来自学校
领导层的质疑。此时，澳门博
彩业迅猛发展，内心一直对母
亲当年背井离乡耿耿于怀的
何以翔发誓不能重蹈父母覆
辙，于是辞职去娱乐城做了荷
官，要让已成为他妻子的成美
和两人的孩子住上大房子。
但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他和
成美却越走越远……

最终，直到成美离开，何
以翔才猛然醒觉，真正的家不
在于多富有，而在于家人的相

知相守。故事的结局很温暖：
在外漂泊多年的母亲回到日
益发展的澳门养老；何以翔也
找回了自己的梦想，与家人也
与自己达成了真正的和解。

监制雷民强和导演陈尚实
透露，《何以飞翔》的故事并非
凭空创作。他们采访了很多澳
门当地居民，并在何以翔的故
事中融入了他们真实的人生经
历。陈尚实举例，片中何以翔
最终选择辞去荷官的工作回到
学校当老师，用更多时间陪伴
家人，“据我所知，很多澳门人
都曾做出过类似的选择”。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建设总体方案》，为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勾勒蓝
图。在《何以飞翔》首映礼
上，广州市电影家协会副主
席孙洪涛表示，该片由广州
出品、澳门协助拍摄，是广州
和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影视
领域深度合作和成功探索的
成果；影片采用8K全画幅超
高清技术拍摄和制作，是广
东电影行业在技术和内容创
新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孙洪涛还透露，今年 4
月，广州市电影家协会已与澳
门影业协会签署了广州澳门
影视文化交流合作备忘录，并
促成“广州澳门影视文化交流
中心”落地，积极推动广州与
澳门在电影领域展开务实合
作，共同讲好中国故事。

如今，《何以飞翔》便是粤
港澳大湾区在电影领域合作
的一段佳话。影片在上映前
已斩获不少荣誉，其中包括洛
杉矶电影奖“最佳剧情长片”、
伦敦独立电影奖“最佳长片”、
五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长
片”、休斯敦国际电影节“白金
雷米奖”、美国滨江国际电影
节“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

“最佳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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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部看了让人想去
澳门旅游的电影。片中，男女主
角相遇在“幻觉围”，定情在“恋
爱巷”，重逢在“郑家大屋”……
镜头里带有当地特色的建筑和
街巷，让整个观影过程有一种

“在澳门旅游”的轻松和欢畅。
除了老建筑，影片还展现

了 高 速 发 展 的 澳 门 的 另 一
面。譬如，影片中男女主人公
进行事业抉择时，背景便选择

了汇集了不少奢华度假村和
酒店的“金光大道”。

值得一提的是，为充分展
现澳门的美景，《何以飞翔》还
采用了8K全画幅超高清技术
来拍摄——在8K的加持下，影
片呈现出更高的清晰度和更丰
富的色彩，也为观众带来更深
的沉浸感。陈尚实透露：“其实
很多人都跟我说，4K就够了，不
需要8K，但我们最终还是决定

在技术上做到极致。”为此，他
们不但采购了更先进的拍摄器
材，在后期制作上也克服了一
系列技术难题。对于最后呈现
的效果，身为澳门本地人的监
制雷民强表示满意：“在很多人
的印象里，澳门是一个‘小地
方’。但通过我们的视觉呈现，
大家会看到镜头里澳门有多
美，会发现这个城市其实一点
都不‘小气’。”

粤澳合作，广州首映

展现澳门生活，讲述百姓故事

穗澳深度联手
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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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成长史“ ”
一部青年成长史，更是澳门成长史

澳门不仅有大三巴，来认识“幻觉围”

主演邓加乐主演邓加乐

导演陈尚实导演陈尚实 监制雷民强监制雷民强《何以飞翔》

地 2021年9月9日/ 星期四/ 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 美编 李焕菲/ 校对 李红雨花 A11E-mail:hdzp@ycwb.com

如果不是与河岸同向的三道河
堤东西横亘；如果不是远远眺望，
能够看到河水耀眼的波光，在跳动
和闪烁；如果不是河南岸那苍然如
黛的邙山，在做着天然的标识，真
不敢相信，此刻，我已置身在平坦、
一望无垠、绿浪翻滚的故乡黄河北
岸边了。

秋初，或是夏的气息尚留存在河
岸边金色的沙滩上，阳光明亮而强
烈，扑上脸来的风仍含溽暑之气。
它还吹动起堤坡上直端端的杨树、
歪 脖 子 柳 树 、树 冠 盘 成 一 团 的 槐
树。树的叶子也还借着这裹挟着玉
米秸秆清香的风，生发出或哗哗或
窸窣或淅沥的声响，奏出一曲来自
旷野、远方的天籁之音。

这段黄河岸边的滩地，当兵之前
是四十多年前的我常来的。尤在秋
收之后的冬初，胳膊上挎只竹篮、手

拎小铁锄，跟在大人们身后，一窝蜂
地扑向一块块零落分散的花生地，
挥动小铁锄，把已出过花生的花生
地再翻它个底朝天，捡拾遗漏在沙
土地里的花生。我们这叫“拾秋”。
那时，这段河滩地有的还尚未完全
开垦，要么杂草丛生、要么杂树成
林、要么积水成滩，荒芜、苍凉、萧
瑟，频繁出没其间的大多是野兔、狐
狸、地鼠，甚或呱呱乱叫飞来飞去的
野鸡、大雁。

当然，视土地为性命的故乡人
们，是不会任凭这些原本就肥沃的
土地，就这么无所作为下去。在我
当兵之前，其实就已着手开始加以
改造。我记得首先动工的是疏浚紧
挨着黄河的老莽河，开挖一条引导
水流的新莽河。在那个广泛发动群
众的时代，尽管只是肩扛手推、牛拉
杵夯的原始劳作，但人们以期改变

河山的豪迈情怀，便从那插遍荒野
的林立的红旗方阵中，以及那富有
节奏、粗犷而高亢的劳动号子声里
迸发出来。沉睡着的荒凉既久的河
岸滩地终被翻耕，聚集的水洼、横流
的河水，终被清除了堵塞的淤泥；荒
草、杂树则在冲天而起的火焰中化
为灰烬，变为倾撒在新生土地里的
第一道底肥……

令这段河滩真正得以彻底改变
的，是 1991 年 9 月位于其上游不远
处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
这项超级工程涉及河南、山西两省，
8 个县市 33 座乡镇，动迁移民 20 万
人。其中近万名移民便安置在了这
段河岸的河滩地上。现在，一条不
甚宽阔但却笔直整洁的柏油乡村小
道，沿岸边自西向东，一直延伸到县
城南面的焦作黄河大桥桥头。村道
两侧则铺红色塑胶人行绿道，不时

有戴着运动头盔、着运动装的骑行
者，迅疾飞驰而过。道路两旁，十数
座移民新村，其中大多数盖在路左
边，坐北向南，一字儿排开。整齐划
一的街道，平阔并设施多样的村前
文化广场，形态各异却繁花似锦的
村前花园，还有那盘旋在村庄上空
发出响亮鸽哨的灰、白两色鸽群，无
不透露出崭新的现代农村新气象
……

可以想见，当初那些从小浪底四
周远道迁徙而来的众乡邻们，当他
们告别故土依依不舍而移居到这里
的时候，眼前的一切一定会令他们
感到惊奇和惊喜；那充斥于心间的
别离故土时的淡淡忧伤，大概也会
因此而排遣开去，心头漫溢着满满
的幸福和幸运。

然而，数十年前，这段被乡亲们
唤作荒草胡地的黄河北岸，零落的

村庄周围还零落地堆着巨大的土堆
堆：夜色深沉，远处传来隆隆雷声，
咆哮的黄河水从上游奔涌而至，迅
速冲开低矮破陋的岸堤，向离岸不
远的村落疾速漫溢。睡梦中的人们
赶紧起床穿衣，抓过早就包裹好的
包袱，夺门而出，跑向村边两丈多高
的土堆顶上……

现在，随着三道河堤的先后垒筑
和三门峡、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
前后建成，黄河就像一匹桀骜不羁
的烈马被系上了缰绳，顺从地向东
流去。

前来绿道上休闲游览的人也繁
密起来，甚而可以看到手举三角小
旗、穿着统一旅游服的团队。人们
喜笑颜开，陶醉在玉米苗儿绿浪微
荡、河南岸邙山巍峨所构成的动静
相宜的图画里。不远处，黄河水静
静流淌……

周六中午，接到刚上完声乐课的
孩子，带她去吃搅团。给孩子点了
该店的镇店之宝——“黄金万两”，
这是该店的特色搅团之最，还有两
份油泼面。

俄顷，只见女服务员用一硕大圆
形实木托盘托来一道饭菜：中间是带
盖的大粗瓷罐，罐盖上系着红色丝
带，周围一圈8个小粗瓷碗。众星捧
月般地簇拥着，惹人遐想！服务员轻
声说了句“请稍候”，随后又取来一锣
一锤一剪，神情恭谨地站在桌旁，我
不免疑惑：这做什么用？

只见服务员递过来一把金色剪
刀，恭敬地说：“请贵宾剪彩揭彩！”
我当仁不让，右手轻握剪子，用剪刀
尖轻挑红丝带，红丝带应剪而落。
这时只见服务员左手提锣，右手拎
锤，“咣”的一声，包着红绸布的木锤
轻轻敲击在金色的锣面上，服务员
热情唱词：“锣声一响，黄金万两，请
您揭盖赏宝！”我好奇地揭开大粗瓷
罐的小木盖，只见一股热气飘散而
出，玉米面的香甜扑鼻而来。

服务员拿起韭菜碗、蒜苗碗，边
往罐中放边说：“一碗韭菜，香飘万

代”，又拿起柿子酱、秘制酱汁道：
“一勺酱汁，百年配方……”真没想
到，吃个搅团，竟有这样繁复的花样
和名堂！

大瓷罐里是淡淡的柔和的玉米
面搅团，上面有搅动的环形轨迹，一
圈圈的，有点像淡黄色的奶油冰淇淋
挤出的花纹。将周边剩余小粗瓷碗
里的配料一一添加：先撒入珍菌、泡
椒圈、腌蒜苔，后倒入清亮的醋汁。
翠绿的春韭、蒜苗，鲜红的柿子酱、泡
椒圈，酱色的腌蒜苔、特色咸菜……
一圈汤汁配料围着淡黄搅团，就像许
多配角簇拥着主角出场一样。

用长柄木勺舀一勺搅团，再舀一
勺搅团周围的各色配料，放入面前的
小碗中。一勺入口，只觉酸辣鲜香，
胃口大开，吸吸溜溜吃了两小碗。这
时油泼面上场了，老陕的大海碗都比
较实在，我和女儿香香地分食了一
碗，先生也吃了一海碗油泼面。

吃了一大罐搅团，为什么还要再
吃油泼面？这就要说到搅团的另外
一个名字——“哄上坡”。原来搅团
不耐饥，吃完刚上个坡就饿了，所以
还需要再来点面食垫补垫补。

周日早晨，我和先生采购食材，
准备亲手打搅团。买来翠绿的春
韭，红红的西红柿，碧绿的小葱，刚
上市的新蒜，再称上几斤玉米面。
一切准备停当，我俩就开始忙活起
来。择好头茬的春韭，再配上小葱，
炒成调味的菜花子；西红柿炒成酱
汁；捣好新蒜调成蒜汁子。配料已
准备到位，刚好铁锅的热水也已烧
开，现在就剩打搅团了。

我力量小，负责撒玉米面；先生
有劲，负责用擀面杖搅。俗语说：搅
团要得好，七十二搅。先生抡开膀
子顺时针方向不停画圆搅动，我则
适时地轻撒玉米面。面溶入水中，
渐渐由稀变稠。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搅团打
好，盛到小碗里，放入炒好的春韭葱
花西红柿酱，浇入蒜汁子，红红翠翠
的，煞是好看！

不由得怀念起母亲做的搅团。
母亲做搅团，一般都是我和哥哥当
助手，由我俩轮流搅，配料汁也是常
吃常新。除了我和母亲学的那些配
料之外，春季，母亲会增加苜蓿或荠
菜等野菜；夏季，会配点小香芹；秋

季，点缀胡萝卜丝；到了冬季，自然
会下点酸菜。

记得有次打搅团，母亲取了擀手
擀面的长擀杖，往常使用的擀饺子皮
的小擀杖。配料汁子备好后，母亲往
大铁锅中的热水里撒面粉。哥哥先
搅，大概搅了十多分钟，哥哥的两条
胳膊又酸又困，然后我再替换他。我
顺时针划着圆搅动，看着一圈圈的螺
旋状面糊，慢慢地变化着，嘴里还会
不停地问：“差不多了吧？胳膊好
困！”母亲一边洒着面粉，一边念叨：

“还早着呢！好好搅，顺一个方向搅，
不要松劲。搅团要得好，七十二搅。”

关于打搅团的动作要领，现在也
只是记住了这句话。我估计最多搅
个 5分钟左右，就又给哥哥了，反正
他是男孩子，有劲。哥哥正搅着，突
然“咣当”一声，只见抽油烟机的罩
子被擀面杖碰了下来。娘仨都吓了
一跳，然后看着掉在地上的油烟机
罩子，哈哈大笑。那顿搅团的滋味，
由于这个小插曲的出现，即便时隔
多年，我依然记忆犹新。

一道普通的陕西家常饭菜，是一
代又一代传承亲情的纽带。

记得小时候开学日，最兴奋的事莫过于发新
书。回家后马上用月历纸包书，请大人用漂亮的
字体写上国语、数学、常识等科目，再加上自己的
名字，小心呵护新书。过不了多久，许多人开始在
书页上涂鸦，上课无聊时昏昏欲睡，但又不能玩别
的，总要想些办法自娱自乐，于是就开始画画，心
思开个小差，拿一支笔在书上空白处乱画起来。

那时，男生喜欢画诸葛四郎，女生喜欢画大眼
睛娃娃，不善绘画的就画个太阳、云彩和小花也
好，满脑子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大展身手。待学期
结束时，没有几个人的课本是完全整洁干净的。

课本上的插图也成为小学生们恶搞的对象，常
把古代诗人的插图改画得很现代，比如李白骑上机
车，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变成了机关枪，司马光打破
的水缸被补了起来。也有人为课文另配插图，甚至
画得丝毫没有违和感，奇思妙想还很幽默。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常常把创意手绘与前
后左右的同学分享。其实涂鸦是孩子才华的另一种
表现。有位同学特别羡慕有绘画才华的同学，回家
便发愤图强对着漫画书不厌其烦地仿真，变成不折
不扣的漫画迷，甚至把自己变成漫画里的人物，连表
情动作都夸张得一模一样。他更在书页空白处自编
创意人物，图解成故事，用来打发无趣的上课时间。

漫画让几代的孩子都着迷，可以从对方画什
么样的插图，看出其成长在哪个年代。早年，牛哥
的《牛伯伯打游击》、刘兴钦的“阿三哥”、“大婶
婆”，叶宏甲的《诸葛四郎》，陈定国的凤眼美人，陈
海虹的武侠漫画，蔡志忠《庄子说》《老子说》《列子
说》，敖幼祥的《乌龙院》，朱德庸的《醋溜族》《双
响炮》《涩女郎》等，都是许多人成长中的记忆。后
来日本漫画大量引进，如《七龙珠》、《灌篮高手》也
都影响一代孩子的思想，成为模仿对象。甚至有
人提议“如果教科书像漫画一样”，孩子是不是更
喜欢学习？一度还将国小六年的国语和数学的教
科书改成十八本漫画，好多人认为是好主意，但不
知道孩子是不是还在上面涂鸦？

其实我们小学时，学校规定不可以带漫画到学
校，否则老师会没收，但是学生们还是偷偷带。我
先生小时候每天有一元的零用钱，他用来买喜欢的
《漫画周刊》和《少年世界》，总带去学校和同学分
享。有一次老师监考太无聊了，竟然悄悄走到他座
位旁说：“你有带漫画书来吗？今天我不没收，你拿
出来借我看看。”原来老师早知道他藏有漫画。

我曾在台湾教过一年的初一英文，第一次月
考考中翻英，题目是“书、笔、桌子”，答案应该是

“book、pen、desk”。有个学生不会写，却给了另
类答案，试卷上全是画得很精致的图画，有书、笔
和桌子。我应该算他对吗？

竹林佳趣（国画） □方楚雄

上课无聊时昏昏欲睡，但
又不能玩别的，总要想些办法
自娱自乐

涂鸦年代
□吴玲瑶[美国]

黄河水，静静流淌 □谢新源

人们喜笑颜开，陶醉在玉米苗儿绿浪微荡、
河南岸邙山巍峨所构成的动静相宜的图画里

一道普通的陕西家常饭菜，是一代又一代
传承亲情的纽带 搅团纪事 □宋鸿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