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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梅 子 老 猫 再 度
合 作 发 布 全 新 单 曲《你 的

哈》已正式全网上线，这首热辣
的 freestyle 式情歌，不仅旋律十分电

音 嘻 哈 间 奏 还 融 入 了“ 喵 星 人 ”的
EDM。让一首节奏动感超炫酷的歌曲变
得更加的鲜明跳跃。用当下最流行的音乐
方式做载体，引得了业界的一阵赞叹。

《你的哈》嘻哈很老猫，火辣很龙梅子，
成了这首热辣情歌的新标签。而天性豪放
的龙梅子坦言这首歌就是传递一种决绝的
告白。《你的哈》秉承了老猫嘻哈个性的一
贯特色，有一股热辣情歌的耀眼。相爱的
两个人，简单直接的 freestyle 满满的可都是

爱，让这首歌的爱情主题传递出一种欢快
愉悦的火热，让人心动而且不安。不同于
龙梅子诸多情歌的演绎，《你的哈》里龙梅
子把一种率真无厘头的小女生跃然于音乐
中，而老猫嘻哈的表白体现了当下“老婆
奴”的真实心声。

对于这样嘻哈的表达，老猫算是游刃
有 余 ，表 现 完 美 。 这 种 略 带 嘻 哈 风 格 的
EDM 电音形式，简单容易传唱，特别的贴
近年轻人，这就是老猫音乐的一贯特色。
好听好学好唱，也正因为如此，龙梅子和老
猫的音乐一向传唱度极高，相信这首《你的
哈》你的一切，你的爱，你的 freestyle 也会势
必引发一个流行新表达。 （据新华网）

■乐迷分享

老猫龙梅子
新单曲《你的哈》上线

热辣情歌新理念

电影、电视、音乐看似是生活之外一点可有可无的消遣，其实来源于真实生活，反映了人
们的情怀和基本情感。

它们都有一个温热跳动的脉搏。关于这片热土上人们的内心世界，关于一代人成长的历
程，关于那些流逝的时光，关于那些鲜活的灵魂，关于梦想和现实，你是否能体会到表达的渴
望？

影音版在不断尝试呈现方式，期待让读者朋友在获取信息、享受阅读和增加知识的同时，
爱上这样一种具有独特语言和智慧的艺术形式。

希望在这个小世界，我们迎着钻石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版主：陈惜 投稿邮箱：1030086749@qq.com

■版主的话

《敦刻尔克》：

人的三种境况
王 圣/文

空无一人的城市上空飘洒着劝降单，诡谲的静谧夹杂着零星的
枪声时紧时慢，如同死神飞伸的钩索撞击在空气中，尽管商店、宅院
和街巷如同梵高的《农鞋》那样就“在”这里，但是却无法唤起海德格
尔那种“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的此在感。慌促的逃避突然停滞于
绵软倒下的躯体，仿佛被抽走了鲜活跳动的灵魂，笃自奔逃的汤米如
同幸运的选民，当他翻越一道围墙，脱离令人窒息的末日审判的紧
迫，扑入巨幕的是银灰色的一望无际的大海。海浪浅柔地冲刷出开
阔的松软沙滩，5 月的英吉利海峡仍然湿冷阴郁、寒风彻骨，偶尔投射
出的阳光照耀在光洁的海滩上，只是在之上静静地站立着绵延百里的
人群。诺兰的新作《敦刻尔克》几乎彻底清除了他所谓的“敦刻尔克
大撤退在二战史上是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全部概念的物质内容——
作为战争的政治、军事、社会、历史的填充物，他对所谓的希特勒突然
停止进攻的历史“悬念”毫无兴趣，甚至构成影片 107 分钟的“大撤退”
本身也非其属意之处。无垠的海滩上蜿蜒整队的士兵，在缺席的死神
审判之下，眺望着鳞鳞波光的大海的彼岸，似乎等待着最后的救赎。
诺兰建构的“敦刻尔克”走向了康德醉心痴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那种剥离概念目的一切物质属性的审美形式，在敦刻尔克的合乎当代
人的心灵把握的形式化中，一个异化了的表象世界拓扑在 70MM 的
IMAX 之上。如果说诺兰仍然寄望于真实的重力的话，那么他呈现给
人们的不是历史的物的幻觉现场，而是那可以复制和再体验的表象世
界中的人的境况。

诺兰的作品一贯显示他既是是一个强调“意志主体”的存在主义
者，又是服膺精神分析的惟意识论者。早期的《记忆碎片》和声名大噪
的《盗梦空间》，以及《致命魔术》、《超验骇客》、《星际穿越》，甚至连《黑
暗骑士》都被置入了意识表象的空间之中。《敦刻尔克》以反叙事的姿
态，企图从纯粹形式的审美中寻求本雅明所谓的现代性的“震惊”效
果，迫使诺兰必须在表象的构建上再创话语的新机制。与那个精致结
构的可以穿越深层梦境的折叠世界相似，如果说《盗梦空间》是对表象
世界的空间移植，那么《敦刻尔克》恰是对表象世界的时间凝缩。诺兰
精确地遵守了弗洛伊德有关梦的运作机制的基本原则，在时间上的凝
缩、延长、倒置和变形，从而将表象世界映射为一种混合时间轴的梦境，
而这个梦，恰恰是工业化世界带来了现代性危机之梦。

被阿多诺称为现代性那个总体性所凝聚的梦，被分割为三个时间
轴线，在海滩上等待救赎的一周，响应“发电机计划”前来驾船营救的道
森在海洋上的一天，以及驾驶“喷火战斗机”的法瑞尔与德军空战的一
个小时。海滩的一周是梦的基础，意味着底层的潜意识；海洋的一天是
前意识区域，因此充塞着道德与本能的矛盾和斗争；空战的一小时则是
意识区域，寻求超我的自我理想化，完成意义的实现。然而如果诺兰的
表象世界仅止于此则过于简单了，实际上在作为意志的表象背后，更深层
的目的在于还原人在不同意义场域中的境况。在全片近乎默片的影像
中，人的处境显然是构建意义体系的主要手段。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
那样，人作为此在其根本特征是先于自身的在，此在不是客体所是的那种
给定的现实，此在是所不是、所要是的存在，是寻求能在的过程。因此阿
伦特进一步发展“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因为任何
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处境”，因此阿伦特
认为人无法逃避三种境况，自然（nature）、世界（word）和复数性（plurality）。

茫茫的大海与无际的海滩是诺兰勾勒出的人
处于自然之境况的现代性图景——毫无退路、束手
无策，最后只能寻求第三者的救赎。而海滩上的一
周被描绘为漫长而沉溺的潜意识区域，几乎分不清
意识的指向，全部服从生存冲动，因此充溢着叔本
华那种因服从生命意志而带来的痛苦和焦虑。士
兵们伫立在沙滩上，在制服和头盔下几乎无法区分
个体，他们是被理性主导的精密的工业化战争机器
复制的异化于自我的工具。他们面无表情，安静地
等待，偶尔有德军的 Ju 87 轰炸机嘶啸着俯冲而来，
他们立刻全体匍匐，命中点肢体横飞，一轮轰炸后
余者起身，又重新恢复了安静的等待，麻木、冷漠，
甚至连惶恐都显得那么多余，仿佛自身不属于这个
世界。代表主体的汤米在一切可能的机会中寻求
生命冲动的实现，但是混入军舰后紧接着军舰被
炸、游艇沉覆、水中挣扎，汤米被混入一个“他人就
是地狱”的荒诞困境之中。因此，在阿伦特眼里，自
然是一个无意义的循环，人被自然的必然性导入野
蛮境地。

海洋的一天被诺兰构建为一个前意识的意志表
象领域，老船长道森作为道德律令与被救上船的上
尉因遭受精神创伤而拒绝去敦刻尔克产生了激烈
的冲突，生存冲动与道德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
了人的此在世界——依托一艘船的人造物——产生
了与现代性他者的冲突与和解。然而诺兰建立的
此在世界，并无意朝向海德格尔所述的要求人的此
在退出世界，他没有让老船长有丝毫的动摇和逃
避，相反，这艘仿佛是诺亚方舟的小游艇，摆脱着自
然的必然性而驶向此在的意义尽头，朝向阿伦特心
目中热切期盼的退出乌托邦的此在世界。

空战的一小时是被高度凝缩的意识层面，激
烈、生动而充满勇气与智慧，显示出诺兰仍然对现
代人性的信心与趣味——英雄主义的最后防线。飞
行员法瑞尔在不计返航油量的死亡冲动中，最后在
滑向的状态下终于击落了德军战机，他盘旋在敦刻
尔克的海滩，带给沉闷的服从自然境况的无限循环
之中的人们以潮涌般的欢呼，从一个工业化的飞机
上俯瞰着茫茫人海，这个复数的世界里人们相互之
间终于建立了意义的体系，虽然未必是一个“公共
幸福”，但是至少那个浅灰色的自然世界重建了回
家的信念。

三个时间轴平行前进，交汇在道森老船长的游
艇空间。游艇前方遥远的天际是漫长的海岸线，黑
烟滚滚，那既是末日审判的救赎之地，也是此在世
界的意义尽头；头顶上呼啸而来的喷火战斗机，那
是意识层面的自我实现，道森由衷地赞叹：“超级马
林制造，劳斯莱斯梅林发动机，这是这里唯一最美
妙的声音！”理性发展出的工业化既推动了极端异
化的现代战争，以精密的机器对人的生命实行最高
效的绞杀，然而作为反抗这种大屠杀的工具，它又
反而承载着正义的美妙，构成了现代性图景中的荒
诞悖论。三个时间轴在此汇集，在三个意志的表象
空间构成了一个整体，而不是三个平行时空。但是
也必然造成了《敦刻尔克》呈现出影像观影的棱镜
效果，即在不同位置折射出独立的时空，以至于在
这个柔和为一的现代性危机之梦中如同被分裂的精
神结构那样，在最后的收尾中显得匆忙而零散，如
同被突然打断的白日梦，惊险刺激但结尾却又不了
了之。这大概是该片将被责难的最大之处，与诺兰
惯常于多线索交汇最终揭露出人意外的结局的
手段相比，今天这个作品的收尾太显简
化，有些令人寄望太高而突然落
空于手足无措之中。

全片几乎以默片的形式承载着
诺兰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策略，对话几乎
只是零星地点缀在个别重要的人物关系之
上，尤其是汤米与法国士兵吉普森与一队高
地士兵躲进一个搁浅的渔船，在德军的枪
弹中随着涨潮而即将沉没，众人一致主张
要求吉普森出去以减轻重量，理由是他很
可能是德军间谍。在这里诺兰几乎复现
了一种公意的暴力场景，即大多数人在以
生存意识为主导的善恶判断标准下集合
的公共意见，往往对个人而言是恐怖暴
力的来源，正如著名的社群主义者迈克
尔·桑德尔在中国极为有名的哈弗公开
课中举例 1884 年木樨草号吃人案件，
当 众 人 与 一 人 的 生 命 价 值 发 生 矛 盾
时 ，正 义 的 标 准 就 构 成 了 公 意 的 悖
论，而这个悖论被诺兰移植到了影片
之中，士兵要求吉普森出去，则在德
军枪火中必死，但吉普森不出去，船
身被枪弹打穿又过于沉重只能全部
淹死。在这场正义的悖论之中形
成了诺兰的悬念和紧张情景。

除此之外，配乐几乎应该是诺
兰这部作品的第二叙事系统，当
然 这 是 由 于 他 采 取 了 默 片 的 形
态，配乐自电影默片时代开始就
是最重要的叙事工具，它一方面
帮助阐释影片的基本内涵，提
示情节的情感属性；另一方面
它揭示了导演对待正在进行中
的事物的基本态度。譬如哀
怨之曲表达同情，欢快的曲调
表现喜悦与赞同，恐怖而急
促的音乐表达导演的关切与
担忧。《敦刻尔克》的剧本仅
仅只有 76 页，诺兰深入研究

了《贪婪》（1924 年）、《党同伐异》（1916 年）和
《日 出 ：两 个 人 的 爱 情 之 歌》（1927 年）等 默
片。诺兰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看这些无
声电影中的群戏表演，包括临时演员们的行
动和进展方式，空间是如何被呈现的，以及怎
么用摄影界来捕捉这些画面，还有拍摄视角
的 运 用 。”诺 兰 同 时 也 研 究 了《死 囚 越 狱》
（1956 年）、《扒手》（1959 年）、《拯救大兵瑞恩》
（1998 年）和《恐惧的代价》（1953 年）等影片来
试图弄明白怎么通过细节来制造悬念。而汉
斯·吉摩的配乐在影片中担负了极大分量的
叙事任务，当然从观影效果看，汉斯的配乐是
极其成功的，在巨幕的洞穴效果中，空旷的街
区、一望无际的大海、危机重重的渡海以及
Ju87 轰炸机的尖锐啸叫和炮弹爆破，都形成
了一个立体的听觉空间，将诺兰要构成的人
的三种境况从历史的沉积中还原出来，使得
观众可以亲历那场人类的总体危机的浩劫。

通过三个时间轴的凝聚，诺兰结构了一
个叔本华式的作为意志的表象棱镜，从现代
社会三种境况还原了工业化带来的极端异化
的人的处境，从而折射出令人颇有意味的精
神光谱。但是影片终究只能停止于人的境况
的 还 原 ，而 观 众 也 只 能 进 入 境 况 的 历 史 体
验。诺兰最后将影片淡出于飞行员法瑞尔被
影像模糊的德军逮捕之时。法瑞尔望着被自
己销毁的飞机燃起的全片唯一的暖色调的熊
熊大火时，面沉似水，仿佛沉思于中，那个短
暂的复数世界的欢呼很快被身后身影绰绰
的、面庞不清的德军遮蔽、填充，人类如何能
够逃出这个现代性堆积起来的总体性梦境？
焚烧的工业化飞机的火焰是否能让人们又试
图想像着“重回诗意的大地”呢？诺兰终于只
能在后工业时代的政治审美化趋势中了却一
场思考的危险，留下的思考空白只能回响着
娱乐工业的杜比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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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迷鉴赏

最后不得不说，《敦刻尔克》很
可能是迄今为止诺兰全部作品中
争议较大的影片，由于他在这部
作品中完全形式化的反叙事的大
胆实验，使得他最擅长的多线索
复杂叙事丧失了用武之地，当然
他也同时赢得了新的成功，就
是对人的境况的凸显与强调，
从而让观众完全沉浸于个人
化的体验之中，这完全符合当
代 IMAX 巨幅银幕对观众的
心灵形式的要求。叙事的精

巧在于人的理解和移情，而体验完
全是心灵的把握，对人的精神的最
深层的震动和启发。但是对于惯常
于品味诺兰式的叙事技术的那些观
众而言，可能会有深深的遗憾和失
望，因为在这里，他们显然找不到曾
经的那个诺兰的影子，有的只是一
个如同诺兰自己创造的“小丑”蕴含
的那个精神——对影像狂热、投入
而反抗一切束缚的自由精神。这也
许是这部影片带给我最大的感受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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