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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隔不断的真情守望
———从《寻找》到《云水谣》∗

王鸣剑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 根据文学剧本《寻找》改编的电影《云水谣》，采取时空交错的手法，沿袭“寻找”
的情感足迹，将单一的爱情主题拓展到爱情与祖国的统一。 蒙太奇手法的杰出运用和全面采

用 ＤＩ（数字中间片）技术，虽成功地解决了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商业大片的视听表现

和运作模式，却因镜头的过多闪回与切换，各种电影类型的杂糅与组合，不仅显得零乱，而且也

削弱了历史的沧桑感，使影片罩上鸳鸯蝴蝶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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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 年，中影集团、台湾龙祥公司和香港英

皇公司联合投资，耗资 ３ ０００ 万元拍摄的爱情文

艺巨制《云水谣》，是根据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

中央名誉主席张克辉以自己和三位老台胞陈弘、
纪朝钦、林东海的亲身经历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

《寻找》改编而成。
《云水谣》讲述了一个跨越近 ６０ 年（１９４７—

２００５）的爱情故事。 影片的片名在女主人公王碧

云的“云”和男主人公陈秋水的“水”的此基础上，
加上了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谣”字，向观众暗

示：这是一部在物欲时代业已消失的古典爱情传

奇。 在台北与王碧云一见钟情的陈秋水，因参加

左翼活动，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后逃往大陆。 朝

鲜战争爆发后，他以军医身份奔赴朝鲜战场。 爽

直、可爱的战地护士王金娣对他一见倾心，但他却

难以忘怀昔日的恋人，改名徐秋云，有意回避王金

娣。 战争结束后，陈秋水随军援藏，王金娣追随而

至，并径直改名为王碧云。 为王金娣的真情感动，
陈秋水与之结为伴侣。 而身在台湾的王碧云甘愿

以儿媳的身份担负起照顾陈秋水母亲的责任。 尽

管身边有薛子路的默默守候，她依然选择了漫长

而无望的等待。 ６０ 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一生未

嫁的王碧云早已两鬓斑白，但那段纯真美好的爱

情仍然深藏心中。
毋庸讳言，“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

闻”，对身处物欲化时代的新新人类来说，“《云水

谣》为现代观众营造了一个爱情童话、一个爱情

传奇，使他们也会相信爱情的存在。 透过感情表

达人物那种不叫苦、不言屈，宁肯牺牲自己也要维

护他人的大爱，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这不仅

仅是剧中三个主人公个人所有的，而是那一代中

国人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品质。” ［１］ 正因为如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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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兼具“商业”与“主旋律”因素的爱情电影，无疑

是 ２００６ 年思想、艺术和观赏结合得较为完美的情

感大片。

一、从单一的爱情到双重的爱情和

爱国
电影文学剧本《寻找》与电影《云水谣》，主题

从单一的爱情寻找拓展到寻找爱情与祈盼祖国的

统一。 表面上看，影片从沿袭剧本“寻找”的时空

线索来探究“在人世间，把生者和死者隔开的是

什么？ 把相爱的人隔开的又是什么？”实际上，探
究了男女主人公有缘无分的终极原因，在于两岸

的对峙。 从而，使剧本单一的爱情主题升华为爱

情与爱国的不可分离的哲理追问。
（一）显性爱情：回归到爱情本质的忠诚与

执著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管世事无常、还是沧海

桑田，最能感动人心的是两性关系，哪怕在商业文

化盛行、速食爱情昌盛的今天，纯真的爱情，仍然

是人心里最柔软的东西。 而电影《云水谣》就触

摸和焐热了那久违的爱情真谛，纯真爱情中的忠

诚与执著。
《云水谣》以在世的女主角王碧云作为影片

的叙述者，追溯了一个隽永纯洁的爱情命运故事。
编导精心设置了两场偶遇（陈秋水与王碧云在狭

窄楼梯上擦肩而过时的两情相悦；王金娣在朝鲜

战场受伤住院时与陈秋水邂逅的一见钟情）、两
场分离（陈秋水追随王碧云离去的小车；王金娣

紧追陈秋水渐行渐快的火车）、两场重逢（王金娣

前往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看望陈秋水；援藏医院

的同事告诉陈秋水有一位叫“王碧云”的找他）的
煽情戏，和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道具（钢笔、日
记、戒指和纽扣），将沧海桑田、海枯石烂、至死不

渝的“古典式”爱情故事渲染到了极致。
陈秋水因从事左翼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

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后，被迫远避大陆，在雨

夜与恋人王碧云痛苦惜别，从此二人天各一方，隔
海相望，坚守“等待彼此”的誓言，思念对方。 王

碧云一方面以儿媳的身份代恋人尽孝，另一方面

又发疯的到处打听陈秋水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

见尸。 遍寻无果后，她选择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

守着一幅肖像和一枚纽扣，终身未嫁。 从红颜变

成白发，长达 ６０ 年，痴心不改。 为了烘托爱情本

质和信念，编导还在王碧云的生活中，配备了对她

痴情一辈子、无怨无悔、不求回报的薛子路。 和王

碧云一样，薛子路为爱静候了一生。
离开台湾的陈秋水，参加了游击队，到过朝鲜

战场，来到第四军医大。 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

恋人，趁暇在浙江美术学院、厦门大学的资料馆去

寻找王碧云的踪迹。 失望之余，伴随着恋人的画

像、戒指和钢笔，在孤独的思念中忘我的工作和生

活。 他甚至为思念母亲徐凤娘和恋人王碧云而将

自己的名字改为徐秋云。 同样，编导为了彰显陈

秋水对爱情的信念与执著，在他身边也配备了对

爱情怀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王金娣。 为了

爱情，王金娣甘心成为王碧云的替身，追随陈秋

水，最后葬身雪崩。
为了使古典式的爱情信念和坚守与当今社会

年轻人的爱情观联系起来，编导还有意在片中增

加了一个穿线似的人物，游走于新加坡、香港、纽
约和大陆的都市时尚年轻女子———王碧云的侄女

王晓芮。 在喝着可乐，听着流行歌曲，穿越于网络

长大的“８０、９０ 后”的心灵天平上，事业、成功、金
钱远比爱情重要。 诚如王昆仑的妻子卓玛央金在

酒吧问王晓芮为何不结婚时，她沉思后这样回答：
“到处都是小心眼的男人和势利眼的女人，像你

公公婆婆和我姑妈那样的人是稀有品种，已经灭

绝了。”她不再相信爱情，所以奉行独身，剩下的

只是对姑妈等上一辈人“纯爱”的不解与好奇。
影片通过王碧云为爱孤独一生，终身不嫁；陈

秋水为爱寻觅半生，痴心不改；薛子路为爱不求回

报，不遗余力；王金娣甚至为了爱甘愿作别人的影

子等人物，共同成就了一个海水相望的爱情故事，
来表现爱的本质。 正因为如此，才触动了各个年

龄段的观众，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泛起爱的层层涟

漪。 爱情原本如此，忠诚与执著才是她的应尽

之义。
（二）隐性价值：家国情怀中的国家统一

《云水谣》表面上描写的是四个男女的感情

故事，其立意却隐含了家国情怀中对国家统一的

强烈期盼与愿望。 在影片中的爱情描写中，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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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家国情怀、内地人民和台湾人民血浓于水

的主流价值观。 导演尹力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对此

有明确地阐释：“《云水谣》当然主要写的是爱情，
以爱情为目的，以爱情为出发点，以爱情为感召

力，但从来没有简简单单地停留在感情层面上。
虽然它讲述的是一个跨度 ６０ 多年的爱情故事，但
是为什么观众觉得它不单薄，不是小桥流水，不是

一个简单的个人抒怀？ 因为我们把历史跨度放在

这样一个爱情过程当中，整个影片不光是一个男

人和两个女人的感情故事，这里边还透露出了很

多类似家国情怀之类的宏大主题。”任何国家的

主流电影都要弘扬真善美，表达主流价值观。
“具体到《云水谣》来说，用‘主流电影’的说法更

为准确。 像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 《阿甘正

传》，它都在讲一个主流价值观，这个主流价值观

不管是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

这个国家的公民大众的意愿。 《云水谣》当中，绝
对不是简单地把爱情作为标签贴在上面，观众已

经很难把爱情主旨和爱国主义、家国情怀分开，它
们是 渗 透 在 一 起 的， 这 也 是 它 动 人 的 重 要

原因。” ［２］

这种家国情怀在陈秋水的经历和身上表现得

非常明显。 一个医学院的高材生，在民主与黑暗

的博奕中，并没有沉浸在自我的小天地里，而是积

极参加进步活动，像鲁迅小说里的斗士一样，他参

加了台湾“二·二八”爱国民主运动，投身革命、
抗美援朝、支援西藏。 在忘我工作之余，他的内心

深处始终难以忘怀台湾的母亲和恋人。
祈盼国家统一的主题，在影片一开始就呈现

出来。 王晓芮给姑妈打电话时，王碧云就告诫侄

女“世界这么大，你总得给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
跑来跑去，哪天是完，人是不可以这样漂浮在世上

的。”王晓芮去祭奠薜子路叔叔后，有感于姑妈这

一代人的感情，疑惑道：“在人世间，把生者和死

者隔开的是什么，把相爱的人隔开的又是什么？”
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知道了陈秋水与王碧云之

间的爱情悲剧，不是他们本身的原因造成，而是政

治和战火导致他们隔海相望，思念无着。 从而促

使人们思考在历史背后个人悲剧的政治原因，以
此呼唤祖国的统一。 影片结尾，通过一只雄鹰从

雪域高原穿越云层，飞越群山峰峦、黄河长江直至

海峡对岸，更加明确地寓意两岸人民的希望与企

盼，只有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的统一，陈秋水和王碧

云式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二、故事线索和叙事策略
尹力在导演《云水谣》之初，就确定了“尽精

微，至广大” （徐悲鸿画素描时的一句名言）的艺

术追求。 影片采取现实与历史、时间与空间交错

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酷爱

绘画的王碧云，一生未婚，情感世界充满着故事与

神秘。 厌倦刻板生活、酷爱自由的侄女王晓芮颇

感好奇。 她先后到香港、台北、上海、拉萨等地去

“寻找”姑妈的“爱情传奇”，从而将王碧云近一个

甲子（１９４７—２００５）的爱情历史，通过现在与过去

相交替的方式在广阔的空间范围中娓娓道来：台
湾青年陈秋水和王碧云的彼此相爱，陈秋水逃亡

后王碧云与陈秋水母亲以及薛子路的深情交往；
朝鲜战场徐秋云（陈秋水）与王金娣的相识相知；
西藏高原徐秋云与王金娣（王碧云）的感人结合

等。 影片在王晓芮“寻找”的足迹里和老年王碧

云“穿针引线”的回忆中，将时空范围扩大到新加

坡、美国、日本、朝鲜以及我国的西安、福建等

地区。
在这种时空交错中，影片立足“情”的基调，

通过王晓芮“寻找”姑妈爱情故事的前因后果，带
出故事中的人彼此“寻找”的情感历程。

当王碧云与前来辅导弟弟英语的台湾医科大

学学生陈秋水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时，她少女之心

就此拨动后就再也没有停上过。 爱情的等待与寻

找，成了王碧云和陈秋水、王金娣生命的全部。 她

们都是为爱情的等待而生的，也是为爱情的寻找

而活的。
王碧云拖着柔弱的病体，到庙里去抽签占卜、

四处打探陈秋水的消息、拒绝薛子路几十年的不

离不弃，一往情深。 陈秋水在抗美援朝胜利凯旋，
生活较为安定时，便开始到杭州美院和厦门大学

去“寻找”王碧云的踪迹。 王金娣为了“寻找”陈
秋水，不惜背着父母跑到西安，甚至改名王碧云追

到了西藏。 片中人物相信爱情，视爱情为宗教般

虔诚，为了心目中的恋人，历经千辛万苦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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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哪怕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们也绝不

灰心，永不放弃。 王碧云一辈子的寻找与等待，换
来的却是早在 １９６８ 年陈秋水就已在雪山遇难的

噩耗。 当她从视频上看见酷似恋人的陈昆仑时，
积压一辈子的思念终于爆发。 因网络原因听不清

陈昆仑讲述自己父亲的故事时，王碧云老泪纵横，
声嘶力竭。 陈秋水虽然“寻找”无果，但在他心目

中，王碧云仍然是他的最爱。 他为此将自己的名

字改为徐秋云。 王金娣的“寻找”虽然圆满，却付

出了成为王碧云替身的代价。 不管结果如何，片
中人物对爱情的寻找和等待，无怨无悔。 这正是

生活在现代物欲社会里的王晓芮们所羡慕和追

求的。
生活在现代都市（香港的饭店，上海、西藏的

酒吧）嘈杂喧闹环境里的王晓芮，每次出场的后

景中都会有一对时髦的现代青年旁若无人地相拥

热吻。 这种现代青年“快餐前卫”的恋爱方式与

前辈“纯情痴恋”的恋爱方式，形成一种强烈的反

差，使人凭空生出几多世事沧桑、今夕何夕的悲凉

感，也揭示出发生在王碧云和陈秋水等人身上的

带传奇色彩的古典主义式的爱情故事，在今天已

成为遥不可及的追忆与梦想。
正是基于对现实的失望与无奈，王晓芮才不

辞辛劳去追寻那一段苦涩悲情、业已尘封的历史

足迹。 王晓芮在寻找过程中，深切地感悟和体验

了姑妈这一代人的爱情传奇，虽面临绝迹，却依然

美好。 毕竟岁月易老，爱情常新。 正如海峡能分

隔大陆和台湾，却无法阻隔两岸人民的团圆之心

一样。
《云水谣》的叙事策略最突出的是影片叙事

的历史长度。 影片中的故事穿越了 １９４７ 年到

２００５ 年近 ６０ 年的时空，从宝岛台湾到鸭绿江畔，
再到青藏高原，恋人们的情感历程在历史风云中

跌宕起伏。 在这个甲子轮回的历史过程中，编导

以一种现在进行式的方式叙事，通过无数次闪回，
呈现出了陈秋水与王碧云 ／王金娣之间的漫长爱

情悲剧。 这种巨大的历史跨度，使影片不仅延宕

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加重了情爱叙事的力度。
《云水谣》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台湾生活、抗美

援朝、援藏遇险和西藏采风四个叙事单元。 影片

在处理这四个叙事单元时，重在表现人物的情感

故事，历史背景也是为人物的情感变化服务的。
台湾生活的叙事重点是陈秋水与王碧云的相识与

相爱。 因陈秋水是左翼人士，在遭国民党当局通

缉后被迫与恋人王碧云分别而远走大陆。 台湾

二·二八事件，仅仅作为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开

始的背影，叙述较为简略。 萧瑟的阴雨连绵和警

笛长鸣的压抑氛围，成功地表现出台湾当时肃杀

的政治环境。 抗美援朝的叙事重点是陈秋金与王

金娣在冥冥中的邂逅与相识。 战争的残酷、青春

的飞扬和胜利喜悦，在战地医院、文艺表演和凯旋

回国的场景中，火红的历史年代得以精彩呈现。
援藏遇险的叙事重点是陈秋水主动援藏，王金娣

跟随前往，改名相伴，最后双双为新生命的诞生而

殉难雪山。 这段复杂的历史与影片的主题关联度

不大，编导仅将其作为纯洁人物情感的背景展现。
蓝天、白云、圣湖、雪山等西藏风光，使主人公的爱

情与归宿显得异常的圣洁与纯净。 陈秋水和王金

娣在 １９６８ 年因雪崩殉职后的故事，由王晓芮远赴

西藏采风来追述与补缀。 编导注重历史细节而模

糊历史背景的处理方法，虽确保了有限时间内这

个爱情悲剧的完整性，却给人以童话般的感觉。
难怪有的评论者，将影片冠之为“历史外衣下的

鸳鸯蝴蝶” ［３］。

三、杰出的蒙太奇手法和全面采用 ＤＩ
（数字中间片）技术

《云水谣》采取时空交错的手法，讲述大时代

背景下隔海相望的爱情传奇。 编导紧紧抓住原著

中的“寻找”意象，通过镜头和画面的转换和组

接，将现实与历史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使观众在过

去和现在的情节中，跟随男女主人公去沐浴纯真

的爱的洗礼。
影片中的时空转换比比皆是，较为特别的有

两处：王晓芮在香港给姑妈打电话时追问把相爱

的人隔开的原因时，王碧云注视着陈秋水的画像，
镜头的光线由明变暗，从陈秋水的画像叠化出

１９４０ 年代末台湾擦皮鞋的场景；另一处是王晓芮

轻抚姑妈在台北家的大门时，镜头通过将门做旧

的画面再一次把观众从现在带回到过去。
尹力在设计“秋水寻碧云”的内容时，出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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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两个优秀的隐喻蒙太奇（剪接式拍摄方

法，即把分切的镜头组接起来的手段）：一个是台

湾西螺的碾米场，另一个是西藏的卫生院，一群鸭

子和三五个小孩，以此表现陈秋水寻找王碧云的

急切和艰辛。 “在两段寻找之路中分别有翠竹和

木柴将画面完全遮挡，翠竹和木柴便成为极具象

征意义的符号。” ［４］如按照索绪尔的符号学观念，
表达手段的能指———翠竹和木柴，表达含义的所

指———祖国内地与台湾的分离。 正是“翠竹和木

柴”的遮挡隐喻了“秋水寻碧云”“碧云找秋水”的
艰辛与因海峡阻隔，无法团圆的悲剧。 此外，影片

中三位主人公身体的缺陷，也具有符号学上的意

义。 王碧云的腿有风湿关节炎，陈秋水的腿在朝

鲜战场上冻伤，薛子路的鼻出血。 他们身体的缺

陷，既昭示了他们的悲剧结局，也隐喻了台湾不回

到祖国的怀抱，中国的版图就不完美。 影片结尾

一只鹰在崇山峻岭的雪山之上朝着宝岛台湾凌空

飞翔而去……照应并回答了影片开始时王晓芮的

疑问，把生死与死者、相爱的人隔开的原因是那湾

浅浅的台湾海峡，从而使影片的主题突破了小我

的爱情而上升到国家的统一。
尹力在创造隐喻蒙太奇的同时，又将巴赞等

人倡导的长镜头手法融入其中，二者相得益彰。
《云水谣》开篇长达 ６ 分钟的长镜头：擦皮鞋的少

年、吆喝的卖报人、喝茶的闲人、横行的兵痞、当地

的婚嫁、传统的闽南戏和台湾的布袋戏等，令人叹

为观止。 尹力通过镜头从窗户内拉出，缓慢地移

摇到台北街头的三条里弄，在一番升降推拉中，陈
秋水在声音的引导下进入画面，从而最大限度地

展现了 １９４０ 年代末台湾特有的民俗民情景象，激
发起观众对片中人物命运的关注与期待。 这组

“长镜头是由前期实拍的 ７ 个镜头与三维制作的

１ 个镜头通过数字特技合成完成的。”从而“把来

自于真实环境中不同空间场景与虚拟的景象统一

融合为视觉一体化的叙事空间，为影片造就了特

殊的时空涵义。” ［５］ 此外，呼应“云水”寓意的“海
峡波涌”（片头）和“鹰击长空”（片尾）等长镜头，
也值得称道。

《云水谣》是国内第一部全面采用 ＤＩ（数字

中间片）技术的影片，在画面色彩和清晰度上堪

与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的画面质量媲美。 航拍使

纽约街衢到香港闹市，台湾街景到西螺乡下，朝鲜

战场到西藏雪山，画面、光影和色彩的变化，转换

自然、流畅，令人惊奇。

四、《寻找》改编为《云水谣》的得失
《云水谣》对《寻找》的改编无疑是成功的。

张克辉的《寻找》，重在表现海峡两岸的对峙导致

骨肉分离，爱情失落；而《云水谣》在遵循原著“寻
找”线索的基础上，加重了主流价值和人文关怀

的分量，使之影片在给人赏心悦目的同时，又倍感

丰盈深厚。 为此，编导在改编时将陈秋水与王碧

云的爱情传奇置身于恢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
使之两性之间的情感纠葛，与海峡两岸人们的共同

心愿相系，从而使爱情与爱国的意蕴融为一体。 同

时，《云水谣》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主旋律电影的意识

形态导向和商业大片的视听表现和运作模式，将一

个宏大的政治命题———国家统一，以极具艺术感染

力的视听语言表现出来，取得了双赢的佳绩。
与原著相比，《云水谣》无论是在描写爱情传

奇、还是创造电影类型，乃至丰富电影的表现手法

等方面都可圈可点。
《云水谣》中的每个人都在固执地坚守自己

的爱，把两性之间的情感，当成一种信念而非责任

或承诺。 即便这种爱虚无飘缈、遥遥无期，即便这

种爱给自己带来万劫不复，也无怨无悔，绝不放

弃。 《云水谣》里的爱情观，为当下时髦的“快餐

爱情” 重塑了一个永恒的范本———忠诚、执著。
只要心中有爱，爱情就永葆新鲜。

编导基于市场考虑，在《云水谣》中融入了纯

情（一见钟情）片、苦情（终生思念）片、战争（抗美

援朝）片、异域（雪域高原）片、革命历史（新中国

成立前后）片、怀旧（追忆寻找）片等多种电影类

型，以期满足不同观众的视听需求。 与此多样化

类型片相适应，《云水谣》在表现每一个主题类型

时，都确立了与故事相匹配的主色调。 初恋时的

明媚春光，战争中的土黄色，漫长等待中的沉闷阴

暗，雪域高原的蓝天白云等，无不恰到好处地奠定

了主题类型的转换，也有力地烘托了人物心理，从
而完成了多样化电影类型融为一体的创作目标，使
之一部主旋律题材的商业大片，具有了极高的欣赏

价值。
《云水谣》中的一些情节设计和细节，也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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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 如影片开始时“欲扬先抑”的“信纸风波”，
片中王金娣在火车站“异峰突起”地大叫陈秋水

“哥”的情节；陈秋水回答王母家境时的特写镜

头，秋水和碧云在狭窄的楼梯上擦肩而过的近景

展示，王母辞退陈的借口，陈母吩咐儿子赶紧给王

家打电话，王金娣到西藏蓦见陈秋水抽烟时的对

话等细节，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影片中的一些道具和台词，也值得称道。 如

王碧云手中的那枚纽扣和陈秋水手中的那支钢

笔，既是见证他们爱情坚贞的信物，又是贯穿剧情

始终的情感道具。 一些人物的对白，既有哲理性

又富有潜台词，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主题和人物心

理。 如王母发现女儿爱上陈秋水后，借口朋友有

暇来给儿子教英语，要解雇陈秋水。 王父突然说

道：“你的朋友是教日语的吧”，王母反诘道：“你
喝多了”。 多年以后，王庭武准备移民美国，人近

中年的薛子路来王家看望王碧云，王父问他：“她
总是这个样子，你以后还肯再来吗？”薛子路回

答：“只要她还在等陈秋水，我一定会来”。 因为

担忧女儿的未来，王庭武成天以酒浇愁。 王碧云

说：“爸，我求求你不要再喝了，你都已经酒精中

毒了。”王庭武说：“你醉得比我还厉害，这么东跑

西跑是徒劳的，你醒醒吧。”简短的几句对白，将
三个人的性格、内心活动展露无遗。

毋庸讳言，影片在描写长达 ６０ 年的爱情传奇

时，历史变迁的蜻蜓点水或者有意略去，使陈、王
两人的爱情未免太纯粹和浪漫了，缺乏沧桑历史

的支撑，显得不够坚实。 影片为了满足不同类别

和层次观众的视听需求，采取各种电影类型的杂

糅和组合，使之在处理每一种类型和各类型之间

的过渡关系时，也显得生硬而创意不够，不仅使历

史进程的图像模糊，而且使每个类型单元也有轻

飘飘之感。 “要啥有啥”的意图，像大杂烩一样，
虽然总的感觉不错，但毕竟特色并不突出。 此外，
镜头的过多闪回与切换，也使不知道剧情、初次观

看影片的观众，有时空转换过于零乱之感。
在人物刻画上，相比于王碧云的苦苦寻找和

矢志坚守，陈秋水的独身和对王金娣感恩的接受，
显得有些单薄。 一些镜头也缺乏应有的历史深

度，有迎合现代观众取悦市场之嫌。 如王碧云到

西螺来看望陈秋水时，两人在乡间公然拥抱。 再

如在拉萨的援藏医院，陈秋水听说“王碧云”来

了，把氧气瓶往下一扔就开始疯狂地跑去找她，这
也有点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显得不够真实。

然后，瑕不掩瑜，改编自《寻找》的《云水谣》，
作为一主旋律的商业大片，无论是主流价值、人文

关怀，还是爱情描写、艺术表现，乃至于市场运作

等方面，都取得不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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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ａｍａ，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ｆｌａｓｈ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ｌｅｎｓ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ｏｖｉｅ ｔｙｐｅｓ ｍａｋｅ ｔｈｉｓ ｆｉｌｍ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ｌｏｏｋ ｉｎ ａ ｍｅｓ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ｗｅａｋｅｎ ｉｔｓ ｖｉｃｉｓｓｉｔｕｄ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ｉｓ ｆｉｌｍ ｗ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ｏａｔ ｏｆ ａ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ｄｕｃｋ ａｎｄ ａ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ｌｏｖｅｒ ｂｙ ｒｅ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Ｋｎｏｔ”； ｆｉｌｍ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Ｄ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ｖａｌｕ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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