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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依然还是那个把生活当做眼珠子的王小帅，5月上映的《我11》是他自传三

部曲的第二部，《青红》之后，《我11》其实是前传，用孩童的眼光，王小帅的视线也有所

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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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 I 生活就像一只蜗牛

电影更像是那代人的集体纪念

生活周刊：《我11》听上去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电影名

称，是不是多少代表了这个电影的风格？

王小帅：这部影片力图用一个11岁孩子的眼光来窥视当时社会的

成人世界，但要整部影片保持孩子的天真顽皮和天生的对成人世界的

好奇，《我11》中的温暖在于少年同伴的嬉戏和父母的亲情。我认为拍

一部电影，无论叫什么名字，一定要有自我的风格。一部严肃的电影需

要先考虑导演编剧究竟表达什么,原创点在哪里，再去做宣传包装。很

多导演在拍电影之前,就拿商品的概念限制自己,丧失了导演自身的表

达和对电影的思考。完全以市场决定内容,对电影的长远发展是有伤

害的。

生活周刊：《我11》是您自传三部曲的第二部，是不是有点儿

像《青红》前传，他们之间最大的联系是什么？

王小帅：《我11》里的少年多年之后将会成为《青红》里的青

年，两部电影都是三线背景，时代接近。《我11》应该是和《青红》在

观影感受上截然不同的电影，孩子的世界充满了轻松、快乐，而同时也

对那个成人世界充满了好奇，具有很强的惊悚成分，但《我11》和《青

红》确实同为一个时代背景。

生活周刊：不知道这一部童年自传电影，是不是百分百真

实？不单是指性启蒙这块儿，还有那个看上去比较有爆炸性的杀

人事件，是真亲历呢，还是一个指代式的意向？

王小帅：首先它不能完全是一个我个人的自传，而是为经历过那

个时代的人的集体纪念，其次这是一部电影，电影是无法完完全全照

搬生活，真实生活里和我们的记忆里，远比电影里所能呈现的要丰富

多彩，我希望这部电影仅仅是一个影子来勾起几代人对自己生活的回

望。但这部电影多少带有我自己的色彩，你看，跟我差不多60年代出

生的人，都经历了那个时代。在我的观念里，1976年是一个很大的拐

点，正好我们是11岁左右，这个年龄，恰恰又是对认知事情从没有到有

的界限。我想表达我们经历过的，但又是以少年的眼光。

懵懂是每个人成长的共鸣

生活周刊：影片的主角，很有意思的名字，叫王憨，“憨”是不

是您对自己小时候的某种认识？选的小演员，有没有跟您自己年

少的时候特别接近？

王小帅：有一些接近，不过王憨是男主角的名字。选演员的过程

复杂而有趣，各大经纪公司都储备了大量小演员资料，同时从我们所

看的上百个小演员中不乏有很多具备了丰富的演戏经验，我们只需在

里面挑选性格、特点、长相极具特色的孩子，刘文卿具备了在孩子中脱

颖而出的特质。有些戏不一定非得要和孩子解释清晰，就如同这部电

影当中11岁的孩子面对很多事情始终也是懵懵懂懂。

生活周刊：在《我11》里，有那么一些童年的元素特别容易引

起共鸣，比如王憨的调皮捣蛋，这样的模式，这样的符号，对您童

年的影响，以及选这些素材时的想法吗？

王小帅：确实，对任何人来说，童年的天真快乐阳光蓝天都是我

们共同的记忆，无论是以前的弹弓，弹珠，白衬衫，红领巾和现在孩子的

mp3,iPad,电脑等等，乃至妈妈的训斥都是组成我们生命成长的部分。

生活周刊：看到有一些先期的评论说，这部电影是可以模糊

时代的，但是一定能激起每个人成长阵痛的共鸣，这种阵痛，在您

看来究竟是什么？

王小帅：少年首次模模糊糊领略到，窥视到成人世界中他所不能

理解的东西，有些东西甚至引起他的惊恐，共鸣在于有些事情都会不

知不觉地在我们少年成长的过程中给我们刻下深刻的印迹，回头看这

些东西促成了我们的成长。“懵懂”是每个人在青春期都是特别困惑

的一个状态，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成人不断去压抑、阻断孩子接

触成人世界，同时却不经意带给他们很多大人的东西，这些都是特别

矛盾和纠结的东西。将这些表现在电影中，则会比现实更生动一些，中

国文化中讲究含蓄、内敛的一面，能赋予这个主题完全不同于欧洲电

影的另一种形态，这也是一次颇为有意义的选题尝试。

生活周刊：白衬衫似乎是电影里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能谈

一谈吗？

王小帅：白衬衫似乎是最能引起几代人共

鸣的物件，遥想当年穿上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蓝

裤子，系上红领巾是一套标准的礼服。而这样的

待遇，一件新衣服往往是旧的一年结束，新的一

年开始的第一天才能拥有的。本片的男主人公幸

运地提前拥有了妈妈亲手做的白衬衫，但他却弄

丢了,至此，他的青葱少年似乎要结束了。

让观众换个角度看世界

生活周刊：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会

有那么点别扭的时候，有的时候，观众会觉

得，都已经忘记的那些别扭，干嘛还非得把

他揪出来，那您当初究竟是为什么非把童年

那些有点隐晦、有点儿琐碎的事儿拍成《我

11》？

王小帅：生命的过程就像一只蜗牛，行径总

会留下一道长长的印迹，不会因为你不愿回想就

否认它曾存在过。有时，梳理一下过去是为了更

好地前行。

生活周刊：《青红》和《我11》之间，似乎

还隔了《左右》《日照重庆》，为什么不一气

把所谓的自传三部曲一块儿拍完了？

王小帅：对生命的回忆和表达需要一个酝

酿，体验，思考的过程。《青红》对我而言是有遗

憾的，但如果你再不完成它，你就没法完成了，老

楼说拆就拆，环境说变就变。但《我11》不想这么

仓促。

生活周刊：这一两年，一些比较有品质

的电影，渐渐地，也能受到观众的极大认同

了，不再是急速消费的电影才能霸占市场

了，对于这个说法，您认同吗？

王小帅：似乎有这个迹象，要想让不同的电

影让观众看到，接受，需要从业者和观众的共同

努力。总是走商业路线毕竟是单调的，丰富性始

终不够，不能把另外犀利、真实又跟老百姓相关

的东西完全隔开，电影本身作为综合性记录手

段，是应该多表达一些被忽略的声音，这是非常

重要的。电影除了满足和服务于观众，同时也可

以像镜子一样倒一下，让观众换个角度看这个世

界，让他们去领会不一样角度看世界是什么样

子，给观众最大的主动。多增加点电影类型，这

样观众在看完之后慢慢会有更多主动选择权。

红领巾+白衬衫+性懵懂+纸飞机+荷尔蒙+械斗

十一岁时，总有些事是难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