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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批，侨批，跨洋过海，生生死
死一信牵；侨批，侨批，望眼欲穿，
魂归故里的执念。”作为文化和旅游
部与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新时代
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剧目之一，
珠海演艺集团民族歌剧《侨批》3 日晚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演绎了由一封侨
批展开的海外华工艰难创业史与浓厚
的家国情怀故事。
   侨批是当年海外华侨寄给国内亲
属、并附有汇款的书信，或亲笔、或
代笔，每一封侨批往往只有寥寥数语，
陈旧的黄纸上却饱含了海外华侨对家
中老人、新婚妻子、儿女的思念，字
字句句中记录了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
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2013 年，侨批
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
忆名录》，目前中国侨批存量最多的
广东和福建两省，共有超 16 万件侨批
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最令编剧王勇震撼的是一封写给妻
子的“批”，上面除了汇款凭证，还
写着“不要卖女儿”，这也成了《侨批》
故事的灵感来源。该剧讲述了海外华
工梁诚如为阻止女儿像自己一样被卖，
临终前留下一封“批”而串起的故事。
梁诚如殒命他乡前，通过“批”将自
己十年劳苦赚下的 100 大洋寄给妻子
梁董氏，同时寄出的还有临死前接受
好心人募捐的 900 大洋。大洋彼岸的
侨批局先接到“批”，未接到银钱，
但一诺千金的侨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
坚持冒着风险，先行垫付巨款，一展
中国商人的诚信精神。
   导演廖向红一行人在珠海唐家、江
门等地采风，全方位收集了有关侨批
的视觉、文字素材，“我们看见华工
在异国他乡非常辛苦地劳作，修铁路、
种稻子、挖煤矿。他们对故土、对家
乡、对亲人的怀念，带着深深的乡愁。

辛苦劳作挣钱，再寄回给家乡的亲人，
让他们求生活、抚养孩子，让孩子上
学堂，让孩子娶妻，让孩子生子，让
家乡的人盖房子……”导演从这批素
材中读出了伤感的成分。
   这一伤感也被作曲家孟卫东接收
到。该剧音乐风格中西结合，作曲家
孟卫东创作了层次丰富的交响乐，也
加入了很多广东音乐元素。檀香山码
头一组组华工的艰难劳作画面，望乡
曲唱出侨胞对家乡、对亲人的无限眷
念；香山县平静广阔的海面传来高胡、
三弦、笛箫、琵琶奏出的歌谣，广东
特有的音调唤醒对“乡音”的思念与
情愫。全剧还融入了三弦、笛箫、琵
琶等乐器，和交响乐和谐地结合在一
起，音乐风格总体偏伤感，旋律流畅
又牵动人心。
   据悉，该剧还将于 4月 4日在国家
大剧院上演一场。

《铃芽之旅》导演新海诚：触不可及的天空与预判
中的改变

   儿时的新海诚生活在日本乡下，每
天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以做，就会连
续两三个小时看天空，山顶上风很大，
不同光线下，天空的颜色、云的样子
一直在变，“我几乎每天都独自一人
看天空的变化，直到太阳落山，繁星
满天……这个过程从未感到厌烦，我
会从那片天的景象中想象一些自己从
没看过的风景，从没去过的地方……”
   正是儿时记忆中由天空触发的无尽
想象，给了新海诚创作的原动力，直
至今日。
   这位日本知名动画导演的影迷对这
片天空并不感到陌生，从早期的《星
之声》到《追逐繁星的孩子》《言叶
之庭》，再到《你的名字。》《铃芽之旅》，
变幻唯美的天空映衬着不同的剧情与
情绪，在不同时刻打动银幕前的人，
映在无数人的心海。
    21 年前，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
经典之作《千与千寻》入围柏林电影
节主竞赛单元，那时的新海诚，带着
天空带来的美好与不可触及的想象，
刚刚开启动画创作之路。对他而言，
宫崎骏是“难以企及的高度”。当《千
与千寻》最终拿下金熊奖，年轻的新
海诚在心中感叹，“原来动画片也可
以做到如此的分量。”
    2023 年，新海诚的《铃芽之旅》
成为第二部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
元提名金熊奖的日本动画电影。“没
有想到”“感慨万千”，谈及彼时的
红毯感受，新海诚仍觉心情复杂，“虽
然最终我没有得奖，但这也给了我最
大的动力。”这位历经多年创作早已
积累了颇高人气的导演感到，被儿时
天空所激发的梦想，仍有推动自己继
续创作的力量。
    表达的“容器”
   出生于 1973 年的新海诚大学毕业
后原本加入了一家电脑游戏公司，在
数年的视频工作后，他辞职一心投身
于动画电影制作。2002 年，新海诚完
成第一部公开上映的电影《星之声》，
此后约每隔两到三年推出一部动画电
影。中国影迷们知道新海诚，很多是
从2007年的《秒速五厘米》开始，《你

的名字。》与《天气之子》更堪称出
圈之作。
   和许多成功的动画导演一样，从充
满青春悸动和自我意识的故事到唯美
清新的画面，新海诚的作品有强烈的
个人风格，尤其是每一帧都唯美精致
到可以用作壁纸的画面，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新片《铃芽之旅》中，从日
本街头的人头熙攘，到泛着光点的宽
阔海面，更不必说满是变幻云层或点
点星光的天空……均以考究的升级美
感呈现。
   比起使用一些特效技术，新海诚更
喜欢自己去设计电影中的每一个场景
和画面，包括每个人物的色彩，他希
望自己能从背景开始把握画面的每一
个细节。据报道，在《铃芽之旅》中，
新海诚为 2000 多场镜头完成了包括后
期特效在内的工作。
   然而谈及形式之美，新海诚却不曾
流露执念，“我的理解中，画面可以
被想象成一个‘容器’，其实最重要
的是这个容器里面要装什么东西，我
想通过这幅画，想通过这个场景传递
什么样的信息。虽然从视觉效果上讲，
让人感觉到很震撼，能一下子抓住眼
球也很重要，但我觉得徒有其表难有
真正的意义，最终的重心是回归到要
传达的实际内容。”
     预判中的改变
    从颇受小观众喜爱的小椅子和猫，
到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从亲情关系
到灾难后的心理疗愈，如果说作为“容
器”的画面风格从未改变，那么《铃
芽之旅》中，新海诚“容器”内的一
切似乎已颇为不同。在这部最新作品
中，这位人气导演突破了以往以青春
悸动为主的视角，以明显更加丰富的
创作元素，展现出一个新的自己。
   对于这种改变，新海诚直言在创作
之初就想带给观众一些新的感受。
    在《你的名字。》和《天气之子》
上映期间，新海诚曾一个人悄悄去电
影院观察观众的反应，“印象很深刻
的一次，看到一位老爷爷带着自己的
孙子去看《你的名字。》，我发现小
朋友很明显到中间有点坐不住了。但

是在《天气之子》的时候，我发现只
要有小猫咪登场的画面，小朋友就很
爱看。”
   新海诚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自
己这部新作，“作品本身是灾难主题，
我不希望一切太沉重，觉得里面一定
要有角色能让作品变得明快起来。猫
也好，小椅子也好，都能起到这样的
作用。”
   对于新作所选择的灾难大主题，新
海诚表示，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前，
自己的作品都是以围绕日常生活为主，
“但大地震发生之后，让我产生一种
你不知道这种看似将永远进行下去的
日常生活何时会崩坏的恐惧感，我体
会到这是无法预测的。”
   至于《铃芽之旅》中出现的更多社
会性元素，新海诚认为，这或许将成
为自己创作中的一个“常态”。尽管
并非有意，但他确实预感到，也许在
之后的作品中会融入更多社会性要素。
“此前很多作品创作源于我更年轻时
的感受，年轻人往往专注于自我，或
是更大的概念世界。但伴随着进入社
会的成长，身边的世界呈现出更具体
的存在感，对每个人来说也变成更重
要的存在。”
   “我已经 50 岁了，不可能一直只
是制作曾经的内容，那些年轻时的感
受可能也不会一直存在于我的心里。
随着我的成长，社会性元素可能在我
的作品里会自然而然呈现得更多一
些。”新海诚说。
    未来之作
   很长时间以来，新海诚一直保持对
动画电影而言当算高产的创作频率。
从创作之初到《你的名字。》的“出圈”，
再到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提名
金熊奖的《铃芽之旅》，新海诚以作
品演绎着自己的变与不变。
   他说，每部作品完结后都会让自己
“空白”一段时间，这是他设定的调
整期，这段时间里会反思之前某个地
方没有做好，然后会想在下一部作品
中要怎样去做，希望能获得进步。
   中国动画制作中的年轻力量给新海
诚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中国动

画电影的质量正在迅速提高。携新作
来到北京，他坦言《铃芽之旅》中猫
的形象就受到《罗小黑战记》的很大
启发。中国动画创作者甚至做到了对
日本很擅长的表现手法的进一步升华。
“在动画电影的创作中，年轻力量是
非常必要的一个存在，中国在这方面
有优势。”
   对于未来的创作之路，新海诚没有
给自己设定更宏大或更偏重个人情感
等的任何限制，而是希望能尝试全新
的东西。在《铃芽之旅》中，新海诚
首次从女主人公视角出发完成了一次
充满温度的旅程，其中一个原因就在
于想要呈现从未有过的新鲜感。
   具体到下一部作品，正在“空白”
期的新海诚说：“近十年我一直在做
灾难电影，希望下一部作品可以让观
众有一种想象不到、出乎意料的感觉，
而不只是又一部‘新海诚感’非常强
的电影。”
   然而无论如何，新海诚的作品在其
影迷心中某些标签式的印记或将一直
留存，比如变幻万千却永远动人的天
空。“天空是无法触及的，所以对我
来说，它象征着一些无法触及的美好，
比如说梦想。”新海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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