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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感觉这几年你更加
全能了。做舞台剧时身兼监制、翻
译、主演多职，音乐上也是词曲编
唱甚至 MV 拍摄都一手包办。但
相应来说，你变得低产了。这对你
来说有取舍的问题吗？

王菀之：我少了音乐作品，
不是因为写少了，而是因为花在

一首作品的时间上多了很
多。我希望立体地呈现一
个作品，无论是词曲编唱
还是影像，在我眼里其实
都是同一个作品。过去几
年 ，我 一 直 在 做 这 个 尝
试。当然，现在也到了一
个重新思考的时候：我以
后是否可以每个作品都花
那么长的时间去做？目前
我还没答案。

羊城晚报：对你来说，
这几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王菀之：花了三年时间学习写
管弦乐。我之前会用管弦乐编流行
曲，但不懂怎么写管弦乐作品。写
管弦乐真的要很花多时间去学习，
做出来又不知道有没有人欣赏。
我觉得我跟猪猪一样，花了很大的
勇气才踏出第一步，为自己的管弦
乐梦想而奋斗。我也不知道最终
成果会如何，但我会继续努力。

羊城晚报：你去年跟香港管
弦乐团合作了一台音乐会，也算
是有了初步的成果。

王菀之：啊，是的。香港管弦
乐团演奏了我人生中第一部管弦
乐作品。很多时候忙完了却忘记
称赞自己，我想还是应该要多夸
夸自己，才更有信心走下去。这
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小步。今年我
会推出第一张管弦乐专辑，希望
有一天，可以有不同的管弦乐团
来演奏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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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起她在喜剧电影《还是觉得你最好2》的角色猪猪，王菀之如
同谈论一位熟悉的老朋友。在第二部中，猪猪戏份更加吃重。延续
第一部的剧情，她与三弟陈熹依旧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要
经受着婚礼、怀孕等诸多考验。另一方面，这两个“大小孩”也终于
开始正视两人的关系，得到真正的成长。

王菀之说，她在猪猪身上看见了一个传统小女人逐渐找回自己
的过程，也被猪猪逐渐建立的自信所感染和打动。而在戏外，王菀
之的路也越走越宽阔，在电影、舞台
剧、音乐、艺术等方面都有所成就。曾
经的她会被“高贵冷艳小王菲”
与“吴君如接班人”两种割裂的
身份所困扰，而现在的她已经
可以笃定地说一句“我不介
意”。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的时候，她轻松地说：“总之就
是全心全意地做好每一件事。”

羊城晚报：在《还是觉得你
最好》系列里，猪猪与三弟分分
合合，一直都很纠结。你觉得她
纠结的原因是什么？

王菀之：她的性格中有矛盾
的部分。首先，猪猪是个非常传
统的小女人。她在厨房长大，将
外婆和妈妈的教导铭记于心。
她一开始的人生目标就是好好
地为家人准备每一顿饭。但同
时，猪猪又是张爱玲的铁粉，她
会把同一本张爱玲小说看二十
几遍、里面的金句倒背如流。所
以她一定很认同张爱玲的爱情
观。

我认为她对婚姻有憧憬，也
渴望浪漫，觉得跟三弟谈了那么
多年恋爱，是时候有个名分。但
同时，她对自己没什么信心。明
明那么有烹饪的才能，却一直没
能给自己开创一个新天地，反而
被困在与三弟的关系中。

羊城晚报：你觉得三弟拖了
猪猪人生的后腿吗？

王菀之：为猪猪讲一句公道

话，非常拖！（笑）猪猪真的好厉
害，我本人非常仰慕她的厨艺。
如果她不是 24 小时的心思都放
在三弟身上，而是早点关注自
己，她一定过得更开心。

羊城晚报：猪 猪 是 恋 爱 脑
吗？

王菀之：不是，她是家庭至
上。她不是那种只顾着拍拖的
人，反而时时刻刻都在想“我今
晚要为整个家做什么菜呢”“今
晚二哥不回家吃饭是不是要少
做一点”。她是一个自制浪漫的
人，你看她的粉色睡衣、蝴蝶结，
我会想象猪猪如何为自己的生
活粉饰一些小浪漫。三弟什么
都不会，只会打游戏。

羊城晚报：所以猪猪这么多
年来都不离开三弟，其实是因为
在陈家里找到了一种归属感，一
种家庭温暖。

王菀之：是的，很准确。“归
属感”这三个字能解释她为什么
这么多年都跟陈家住在一起，这
一家人成为了她的依靠。而且

她跟三弟在一起十几年，已经成
了一种习惯了。当然了，也是因
为跟他们住不用交房租。（笑）

羊城晚报：你怎么看猪猪的
家庭观和爱情观？

王菀之：我们对家庭的看法
比较相似。我的第一位也是家
庭。虽然我做饭没有猪猪厉害，
但我很珍惜一家人一起吃饭的
时光。《还是觉得你最好 2》对我
来说也是一个提醒，要珍惜每一
顿跟家人一起吃的饭。

羊城晚报：刚刚你提到猪猪
用 一 道 经 典 功 夫 菜 仙 鹤 神 针

“骗”过鱼翅大王六叔（谢君豪
饰）的那场戏。这是猪猪在片中
的高光时刻了，谈谈这场戏的拍
摄感受？

王菀之：那场戏真是人强马
壮，几十人围着我们。猪猪完全
不怕，但我本人有点怕。（笑）台
词很长，我自己其实没搞懂仙鹤
神针的做法，但要把步骤全部背
出来。这场戏对猪猪很重要，仿
佛她煮了那么多年的菜，就为了
这一刻。猪猪的自信让我豁出
去，我也要相信我一定可以的！
而 且 我 的 对 手 是 豪 哥（谢 君
豪），我对他有一份敬重，所以
觉得自己要做得更好。

羊城晚报：你跟谢君豪在去
年 年 底 还 合 作 了 舞 台 剧《天
色》，风格与《还是觉得你最好
2》截然相反。会跳戏吗？

王菀之：《还是觉得你最好
2》进入拍摄尾声时，我们就开
始排练《天色》。《天色》是一部
讨论婚姻的戏，很沉重。豪哥排
戏的时候非常投入，但他本人其
实非常调皮，像个大小孩。休息
时间里，我有时会看到六叔的影
子，只能跟他说“六叔你快回
去！”最近跟豪哥一起做《还是
觉得你最好 2》的宣传，我有时
候又想到《天色》，看到六叔都

觉得有点沉重。（笑）
羊城晚报：很有趣的是，你

的电影基本都是喜剧，舞台剧却
大部分是正剧。

王菀之：主要是找我的电影
几乎都是喜剧，有些剧本我很想
演，但没有收到邀请。所以当我
想做正剧的时候，唯有自己搞舞
台剧。我觉得喜剧一点都不简
单，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做
到。虽然身边的人也说我好像
挺适合演喜剧，但这种“她好像
很搞笑”跟真正厉害的喜剧是不
一样的。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继
续学习，继续进步。

羊城晚报：这几年，你在其
他领域都越来越接近艺术家。
舞台剧自不消说，你还做自己的
艺术展览、做概念音乐等等。你
觉得“电影喜剧演员”与“艺术
家”这两种身份是矛盾的吗？

王菀之：其实我不觉得这些
身份是割裂的。也不是说我正
在做一个艺术展览，我就不能去
搞笑。无论什么工作，我都是全
心全意去做。我现在的工作重
心集中在三个领域：电影、舞台
剧、音乐。每一年无论多忙，我
都希望这三方面都能有尝试和
进步。这三者互相有良性的影
响。拍戏说台词的时候有音乐
的节奏感，唱歌的时候脑中又有
画面，我很享受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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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啊，拖了猪猪后腿！

如果有第三部，请给猪猪十个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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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猪（王
菀之饰）是烹
饪能手

王菀之（中）饰演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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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猪与三弟的感情再起波折猪猪与三弟的感情再起波折

羊城晚报：《还是觉得你最好
2》中，你觉得猪猪最大的改变是
什么？

王菀之：更自信了。拍第二
部前，我们演员和导演花了很多
时间进行围读，到底在第一部和
第二部之间两年时间里，这些角
色发生了什么？我们聊了很多细
节，增加故事的生活感。我认为
猪猪在这段时间里开始发展自己
的事业，认真经营她的烹饪频
道。可能从四个粉丝发展到400
个粉丝，虽然不多，但她非常珍
惜。因为这些粉丝，她对事业的
前景非常乐观，这也是她继续工
作的动力。而且她真的很爱烹
饪，一说起这件事就双眼发光。

在这一部里，猪猪的自信非
常澎湃。她做到了粤菜老师傅才
能胜任的仙鹤神针，对着鱼翅大
王六叔都毫不怯场。非常厉害。

羊城晚报：你认为她跟三弟
的感情有什么进展？

王菀之：我觉得在结局里，她
跟三弟对这段感情更清晰了。第
一部的最后，三弟向她求婚，但
她拒绝了，因为她发现当她一直
渴望的婚姻要来临时，她不懂得
如何面对。她拒绝了三弟的求

婚，仍然是一种找答案、不知如
何是好的状态。但到了第二部，
她与三弟看上去还是没有一个结
果，但实际上两人都确定了一件
事——他们的确不知道这段感情
会走向何方，但他们知道，当需
要对方时，对方一定会出现。这
就是猪猪和三弟这段感情最大的
成长。

羊城晚报：如果有第三部，你
认为猪猪和三弟会发生什么故
事？

王菀之：我跟导演说，如果有
第三部，请给猪猪十个男神弥补
一下。（笑）。其实三弟有三弟的
好，比如他愿意花光电竞奖金来
给猪猪买大钻戒，只是他不知道
猪猪心里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好

像很爱对方，又似乎更爱自己；
好 像 很 登 对（粤 语 ，意 为“ 般
配”），但一起时又有各种各样的
问题。我作为观众也替他们纠
结，也很好奇他们会如何发展下
去。所以，第三部就用外力冲击
一下这段关系吧，给猪猪十个男
神！

“猪猪”畅聊《还是觉得你最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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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3 月 9 日，“绿
美茂名 山海同辉”胡江山
水画巡展首站在茂名市电
白仁风国学馆举办，共展出
茂名籍画家胡江主题山水
画作近 100 幅。

此 展 由 广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文 史 研 究 馆 、茂 名 市 政
协、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政府
指导，茂名市电白区政协、
电白区委宣传部、电白区文
联主办，茂名市电白区美术
家协会、茂名仁风国学馆承
办。

平生从来不曾遭遇如此简洁的
“对话”。

大年初七傍晚，我应约去唐人街
会友。逢上“大气河”气候，雨下下停
停，风阵大阵小。在唐人街中心的市
德顿街下车，天已近全黑。旧金山少
雨，雨景饶有意趣，只要有欣赏的心
境。此刻的夜色与斜雨堪称绝配，走
了四十多年的老街道变得簇新，处处
闪烁黑宝石的毫光。街心的积水，倒
映着霓虹灯和交通灯，迷幻的美。我
深深吸了一口夹带雨丝的清爽空气，
舍不得快走，也不想撑伞，一件带帽子
的晴雨两用夹克够用了。

绿灯亮起，我从人行道走下斑马
线。“Chinatown?”斜刺里冒出一个男
人，他直勾勾地盯着我，发惊天之问。
幸亏脑筋够用，明白他的意思：这里是

唐人街吗？我指了指地面，说，这就
是。看清他的脸，印度人，三四十岁，
瘦高，刚挨了雨淋，颇单薄的灰白色衣
服紧贴身体。蓦地想起木心的金句：

“印度人晴不起来的脸，一辈子乌云密
布。”但不能怪眼前的这位，是天气本
身的问题。

我刚答完，印度人后面冒出一个
矮小女子，一望而知是他的妻子。她
后面藏着两个小孩子。哦，一家来旅
游的。我停步，打算提供进一步帮助，
比如推荐附近一两家供应咖喱饭的餐
馆。他们都忽略了我热情的表情，拐
右，径向隧道走去。我要迈步，却听到
印度人在不远处嚷：“Market？”我转
头，他问的仍然是我，意思是：“市场街
往哪里走？”我指了指南边说：“一直往
前就是。”他们扬长而去。

对话全程，印度汉子的嘴巴只蹦
出两个单词。如果他懂基本礼仪，首
先应该说：“先生，您好，请问这里是唐
人街吗？”我予以回答后，他应说：“谢
谢您，还有，市场街在哪里呢？”但我丝
毫不嫌唐突。人家不懂多少英语，岂
可奢求？看神色和步履，进一步认定，
他是标准的“身在异乡为异客”。

异乡异客一目可见的特征是什
么？是惶恐。在全然陌生的异乡，除
了唯他马首是瞻的老婆及孩子，不认
识一个人，没有一种可资利用的社会
关系，底气全无。即以此刻论，他们可
能游罢本市带儿童游乐场的著名景点
渔人码头，不巧被雨淋了，大人还好，
若孩子着凉，患上感冒，那可够呛。他
们要赶回宿处取暖。往西才一个街
区，有三家豪华旅馆，可惜住不起。他

们要么住远处的廉价旅馆，要么住数
英里外的民宿。当务之急是从市场街
乘车。人海本已茫茫，加上夜和雨，两
眼一抹黑。会上网预约“优步”还好，
可是，他说得出在哪里上车吗？至于
乘巴士和地铁，得费时间找车站。若
然，他只好再试故技，说出一个地名让
一个和我类似的路人去请教。但愿他
们路上平安。

我小心绕过积水，缓缓而行。优
游的兴致被异乡人的心境替代。

我也曾是异乡人，洞悉这一族群
的难处。多年前，在故土一个城市居
住，也是一个雨夜，一个汉子提着一根
扁担，脚下放着两个满登登的箩筐，在
巴士站前惶然四望，继而困惑地问我：

“去澜石怎么走？”我说，这里就是澜
石。我还想告诉他，澜石是一个人口

数十万的居民区。他已转身，我也住
口，因想起自己毫不熟悉澜石的街
巷。过了一会儿，巴士开到，我和他都
上了车。他不坐座位，坐在地上，为的
是防止箩筐挪动。他是北方人，国字
脸黑红，身板阔厚，干苦力活该是好
手。他远道而来，将在这边打工。
早已远离家乡，从一个异乡转到另一

个。
身处同一场景，我这“本地人”哼

吟“斜风细雨不须归”；异客却惶惶然
若丧家之犬。二者所存在的差异，放
大点看，从“心里不踏实”到泰然看风
景，其间便是从“异乡人”到“本地人”
的蜕变。达此，通过“日久他乡”，有融
入的决心和行动会快得多。

如今，唐人街于我，一如万里外的
家山。

钱钟书说：“如果不读书，行万里
路，也只是一个邮差。”

一个人的格局大了，就不会在生
活的琐碎中沉沦。真正自信的人，总
能够把人生过得简单而铿锵有力。

与自己的命运较劲，开始会让人
痛苦不堪，但是，这种主动“较劲”的
自律，最终会让你走出自己的光明大
道，赢取更广阔的人生。

曾经扮演活佛济公的游本昌先
生，刚刚获得中国电视剧“终身成就
艺术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说：“年轻
人，一定要耐得住性子，你的努力，迟
早会被看到。”

美国作家奥格·曼狄诺说：“一次
只做一件事的人，才会领先于这个世
界。”古语云：“欲多则心散，心散则
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一辈子想做
的事很多，但我们的能力和精力、专
业知识都是有限的，如果持之以恒，
专心致志，把一两件事做好，就非常
了不起了。所以，人生比的不是你做
什么，而是比是否一辈子都在专注于
自己的事业。

人与人的差距就在于“自律”，因
为任何一项事业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都需要日积月累的恒心与坚持，就看
谁是否能向着一个目标持续发力。

我从未见过一个每日早起、勤
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
最完美的状态，不是从不失误，而是
你从未放弃成长。没有人会把你变
得越来越好，时间和精力只是陪衬，
支撑你变得越来越好的，是你坚强的
意志、修养和品行，以及不断的反思
和经验。

杜甫最后的两年在长沙，他在濒
临湘江的岸边搭建了一个茅屋，命名

“江阁”。苏轼被贬黄州后，带领家人
在城东的山坡开垦荒地，因而自号东
坡。为了画冬天的雪景，搭建了一间
茅屋，起名“雪堂”。文人雅士就是这
样的高致而风雅，不论多么的艰难困
苦，总会活出超凡脱俗的境界来。

这话说得好：如果你在一楼，有
人骂你，你听到了很生气。如果你站
在十楼，他骂你你也听不清，还以为
他在与你打招呼。当你站在一百层
楼，放眼望去，尽是风景。一个人之
所以痛苦，是因为没有高度，高度不
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
的都是鸡毛蒜皮。

扬眉吐气的时刻，谁都有，下一
个机会也许就是你的。这个世界上，
砖头瓦块都有翻身的时候。从来也
没有废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宝藏。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竞争的世界
里，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平静
和满足，走出迷惘，寻求精神上的满
足和解脱。

一个肤浅的人，总喜欢跟众人聚
在一起，依靠人多的声势，给自己壮
胆。伟大的灵魂最喜欢独自前行，与
自己的心灵对话，倾听生命的低语，
自带光芒，自带风范，仿佛身后跟着
千军万马。

岁月依然故我，好起来的不是生
活，而是你自己。学会了自愈，每日
皆是晴天。

人生的很多福报，或起源于一次
轻易的举手之劳，或是一个不经意的
眼神，或是一句轻微的问候。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里，都闪烁着善的微光。
而这微弱的光芒，最终必定绽放成未
来岁月之河的燎原之火。

生活安排我们与各种各样的人
相遇，有杰出的人，有普通的人，有品
德高尚的人，也有小人。我们要做
的，是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
人，以及不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善良是唯一不败的投资。人品
过硬的人，经得起灵魂的拷问。当一
个人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全世
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

早餐时，手机突然隆
重响起，原来是大姐打来
视频电话，要我们一家老
小早点回家过年。大姐的
电话像引信一样，点燃了
我对故乡潮水般的思念。

我生长在南方一个偏
僻的小镇。家乡的春节，
离不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和漫天璀璨的烟花，空气
中飘荡着烟熏腊肉和“年
年有鱼”的味道。乡邻们
大摇大摆，拎着从集市买
来的草鱼、鲢鱼等年货往
家里走，逗得路边嘴馋的
猫咪、土狗寻味而至。孩
子们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
服，挨家串门炫耀显摆，不
时从口袋里摸出花生、糖
果和小朋友交换，稚嫩的
嬉笑打闹声，演绎着节日
里的人间至味。

除夕那天要大扫除，老
家叫“打扬尘”。母亲围一
条围巾，头戴一顶草帽，把
扫帚绑在长长的竹竿上，打
扫高高的屋顶。正屋三间
黑黢黢的小瓦房，以及和瓦
房连成“丁”字形的两间土
坯房是厨房和储屋，堆满过
冬用的柴禾和五花八门的
坛坛罐罐，昏暗阴沉、积满
灰尘。母亲挥动着双臂，一
间一间地打扫。我帮着打
下手，收拾横七竖八的桌
子、凳子、大盆、小桶，让它
们各就各位。

多年前，父母住进了
新房，比我城里的房子还
宽敞，但儿女们却都不在

身边。腊月一到，就掰着
指头数日子，盼着我们回
家过年。在家里摆上了仙
客来、百合花、蝴蝶兰等，
绿叶红花交映，将喜庆的
氛围拉满。

每逢佳节倍思亲。兄
弟姐妹像收到集结号一样，
千里迢迢飞回父母身边。
因为无论我们生活在天涯
海角，还是扎根在城市有多
深，都永远改变不了自己是
故乡的孩子。父母更是大
费周章，早早为我们张罗丰
盛的年夜饭，这是过年的重
头戏。仿佛在此之前，我们
吃过的千百次饭，不过是为
了完成此刻重逢的伏笔，只
是为了圆一个阖家团聚的
心愿。

一家人将一张大圆桌
围成一个更大的圆形。桌
上铜锅小炉、腊肉香肠、红
烧肉、剁椒鱼头、炖鸡烧鸭
等摆得密密麻麻，红酒、白
酒、啤酒任选，场面看上去
有些“铺张”。家人们吃着
香喷喷的饭菜，个个抹着
油嘴意兴阑珊，其乐融融
陪伴在父母身边，所有的
离愁别绪，都在这一刻解
锁治愈。

举杯转圈敬父母，兴
起高歌放声唱。父母精心
烹制的这顿年夜饭，像永
远不会散场的宴席，将血
浓于水的亲情凝结在一
起。

喝干，再斟满，今夜一
醉方休。

举杯转圈敬父母，
兴起高歌放声唱

不散的宴席 □侯为标

□鲁先圣

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没有高度，高度不够，
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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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里不踏实”到泰然看风景，
其间便是从“异乡人”到“本地人”的蜕变 异乡异客 □刘荒田[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