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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为著名编剧李樯的最新作品，以民国时期女作家萧红为主线，讲述了那群自由追求梦想与爱
情的青年，那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黄金时代》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
国，一群年轻人经历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由地追求梦想与爱情，有人在流离中刻骨求爱，有人
在抗争中企盼家国未来。萧红，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一路流亡，从北方到南方，从哈尔滨到香港，
一边躲避战乱，一边经历着令人唏嘘又痛彻心扉的爱情与人生。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在她笔下穿透
纸背，她的人生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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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樯，中国著名编剧，1987年北京军区入伍，1989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学习，1992年毕业
分配进入战友话剧团担任编剧，1995年起开始做职业编剧。编剧作品有《孔雀》、《立春》、《姨妈
的后现代生活》、《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黄金时代》、《放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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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到三十块买了两张电影票又送一本电子书，文艺不值钱。只是读完更觉得他不可原谅，传记就
该是复制粘贴的流水账么？
2、再翻过头来看李樯的剧本，就明白了许鞍华的完成度有多高，他们四个人的气质是这样的融合，
这四个人我指：萧红、李樯、许鞍华、汤唯。看完电影我去读了生死场，看完剧本的感受要比电影更
深一些，尤其两萧的分别与萧红的离世处
3、非常喜欢这个电影，看完剧本更觉看过的电影情节历历在目，萧红一生情路坎坷，命运颠沛，却
依然能写出这般伟大而不是喊口号的作品，关键是文学的纯粹性，真是太了不起了，汤唯最好的人物
角色也就是萧红了，以后不会有再好的了。剧本写得很细腻，画面感跃然纸上，而且电影具有实验性
质，人物跳脱剧情外给观众口述历史，真是太有意思了。就光秃秃的剧本，也不带点主创的采访啥的
，更或者是幕后一路走来的记录，感觉不过瘾。
4、还没看电影，真的有点感觉会像话剧，也不懒。
5、早两个月在JD下单了买了黄金时代⋯⋯今天早上起床早顺手抽了这本书⋯⋯发现这尼玛不是王小
波的⋯⋯我就艹了⋯⋯看完觉得⋯⋯垃圾。
6、第一次读本子，原来会有不由自主演起来的感觉
7、没有看电影，先看的剧本。写的是萧红的一生，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剧情只能流于图片化，像是
生平简历。
8、感觉书比电影好看，忽然觉得这个片子让顾长卫来拍，说不定更好看呢。当然最好也把FSF那个分
分钟让人出戏的哥们儿换掉...
9、李樯笔下的萧红，许鞍华是没拍出来的。
10、“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
11、3星半。很多地方和电影还是有出入，而且更喜欢这个剧本一点。许鞍华把很多地方拍得更接地气
了点，否则按这个拍出来就真的是4小时+，打破第四墙不说，比原来的几个维度还要复杂很多。整个
剧作的特点极其鲜明而且换场的速度快，场与场之间看似没联系实际上是藕断丝连。
12、比电影动情多了。哼
13、这更像是剧本，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终于知道“场记”和“剪辑”有什么用⋯⋯
14、好端端一个故事，偏偏被撕成了支离破碎的一段段烂旁白，人物的一生什么是重点什么是可截取
的画面编剧完全没有把握，就像流水账一样鸡毛蒜皮地记啊记啊，不停地让那些配角出来讲啊讲啊，
老奶奶的裹脚布啊，又臭又长⋯⋯
15、边读边回忆起电影的场景，电影虽然不怎么像电影，总归是一部很好的纪录的片子。
16、人的一生应该有很多面，看了纪录片、电影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剧本，觉着写得细腻，但并不好。
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戏剧性，萧红颠沛流离的一生是出来了，但她的个性没有经历什么大的变化。其它
的人也是，都能说出好的对白，但故事没有钩子，没有情绪，对镜陈述是个亮点，但用的太多了。
17、蛮喜欢这种闪回的结构，想着电影人物的面孔，很有画面感。
18、困于爱
19、“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爱和温暖。所以我就向着这温
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她是时代的异类，可却活得如此真实动人。
20、多么想，大家可以去掉标签，去听，去看，去谈论。“喜欢”和“不喜欢”之间，应该还有很大
的空间，去表达，去查看，去体味
21、人物扁平而又蜻蜓点水
22、萧红的悲剧有着很大的时代悲剧。作为女性，她不想被父亲这种人豢养，却在处处依靠其他男性
。她有着无法磨灭的才华，却没有主动的去掌握和改善自己的命运。很可惜。
23、第一次看剧本，就像重看了一遍电影
24、读了剧本，补充了电影中的一些空白
25、李樯的剧本写得着实精彩，一口气读下来根本不觉得费劲；虽然许鞍华尽量想把剧本完整的呈现
出来，但由于篇幅等问题，最终的成片，一些人物的情绪有明显的断裂，缺少铺垫，剧本相当于对电
影的补充吧！包括萧红为何最终会选择跟端木在一起等等问题，剧本都做了充分的解释！
26、旁白⋯⋯吃⋯⋯聊⋯⋯旁白⋯⋯吃⋯⋯聊⋯⋯旁白⋯⋯吃⋯⋯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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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单从剧本看，李樯对萧红传奇生平的转述倾注了相当充沛的感情，和成片几无评判的先锋式表述
仿似两种风格。当然许鞍华有对作品的风格考量，剔除一定细节情感处理的成片还原出时年哀婉却自
由的迷人气息，虽然经常无法体现剧本文字的真实用意（比如冯绍峰英武的正派气质完全对不上剧本
对萧军的轻蔑），但也有相当契合的部分，甚至在萧红与丁玲会面一场无论在影像化还是文学性上都
实现了更高的艺术表达。
28、第一次看自己看过电影的剧本，感觉很奇妙，会出现不同于电影的新画面。
29、剧本写得太棒了，比成片要连贯很多，这可能是篇幅的问题也可能是呈现的问题。电影最大的问
题在于没有考虑到观众的观感吧，就算完全一样的内容，看剧本和看电影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了
。
30、电影里的萧红不是爱哭鬼。
31、文字上的东西，文字表达起来，还是动人一些。但是读的时候，不时浮现汤唯那张脸。汤唯脸上
的确是有文艺气的，那种软弱痴迷又有点倔的。可惜萧红长相气质和汤唯差的太多，完全两挂，才有
那种悲剧。汤唯的脸，悲剧毫无说服力。文字和影响，文学和电影，这个迷思我还是没想明白。
32、先看的电影纪录片再看的剧本，就没有思考的空间了。浓缩与拼贴吧，但一定是怀着感情与认同
来取舍情节的。
33、第一次看电影剧本，感受到了画面背后文字的力量，值得多次品味。
34、读了，然后自己写的话也有民国味儿了
35、电影与书籍的美妙邂逅
36、剧本是五星的！真要命，读完之后心都要没了...明天在漫阅读微信平台上发年表
37、记忆碎片里的黄金时代
38、终于读了剧本 各有魅力吧 
39、电影几乎严格按照剧本执行，剧本对萧红的刻画反而更明确了，对于一些段落的删减多是让步于
时常，电影中的个体弱了，更多体现了时代氛围。
40、电影本质是媒介，观众对故事，人物没有认同感，电影也就不成立了。民国作家群像的话，作家
要靠作品获得关注，而不是传记，否则他们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而已。
41、其实剧本算是好看的了。但是这么繁复到了电影里根本不好看。我脑子里只记得轰隆两声炮响把
我吵醒了⋯顺便删减的内容很可惜啊。
42、黄金时代罗生门 萧红萧军致青春
43、这种纪录片不是纪录片，艺术片不是艺术片的作品最讨厌了，应该起名叫《萧红散文提到的事情
的影像化》。把萧红散文里写的事攥巴攥巴，连起来，这就是萧红啦？她的灵魂呢？她的艺术呢？光
记录她的皮囊吃了哪些苦，去了哪些地方，这就是萧红传啦？萧红独特的个性（她骨子里一直是大小
姐，并且有“爱与温暖”的记忆为后盾，所以才会有悲悯众生的姿态和洒脱清丽的文字），她的聪敏
（游行时很多女生被挤落臭水沟，她却化险为夷）、叛逆（仇视父亲、讨厌大伯）、善良的心地、诚
挚的文笔、纯洁的灵魂，这些都从这本书里体现不出！！！了解一个人必须从她的文字、她的作品，
更何况她的盛名主要来源于她的文学成就（她不是革命家、不是社会活动家），安排那些七嘴八舌的
罗生门有意思么？选择这种伪纪录片叙事，本身就是失败的。
44、每一个人都在像你诉说，对着你诉说。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那些只言片语和留在那个时
空的动作与心绪全部都飘散在时间里。回溯历史，就如罗生门，我们善意的猜测人物的心理，然后给
他们按上一个我们希望的故事。
45、并不算很好。却勾起了关于那个十月的记忆。
46、先看的电影，看剧本的时候，脑子里全是那些演员，总是不记得真实的萧红长什么样，去百度了
照片，也还是不记得。
47、剧本不错，语言简练，但是场景变化太快，每个片段短小，不太适合电影的铺陈。
48、作为文本来对比电影也蛮好玩
49、许鞍华能把这个剧本拍成这样的电影，也是不容易啊。剧本写得很棒。
50、丁玲（画外音）：⋯⋯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率真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
样少于事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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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书店花了两个小时，迅速看完。没有去看许鞍华的电影，但是知道里面每个角色的演员，看过
预告片和海报。于是，我就在这两个小时内，自己在大脑里编排了一部黄金时代。每个画面之间的切
换还不时的黑一下，都快被自己的专业精神感动了。怎么说，这种读书的体验，因为文字简洁而更有
画面感，因此很容易在脑海里形成电影的效果，两个小时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两个小时的观影体验，
但是很多流于了画面，当你看到编剧把每个角色的心情全部直白的写出来之后，可能就感受不到，那
些感情被激发出来的深层原因，来不及思考，来不及酝酿，就直白的脑补一个画面，整个剧本里，都
透着萧红命运的一种悲凉，但是如果我之前没有看过其他的资料，光凭这部剧本是远远感受不到的。
希望我能找到一本，将这悲凉力透纸背表现出来的萧红传吧。
2、电影《黄金时代》在今年的十一档上映，虽然票房不好、口碑上也有争议，但是个人认为，这是
一部力图真实、真正拥有民国气质的电影。史航说：“能看到的电影很多，但能看到的电影剧本却很
少。”确实如此，更何况是这样一部好的电影剧本。在李樯的剧本中，能看到很多电影中没有的东西
，也能寻觅到一种趣味。《黄金时代》的电影有三个小时，如果把剧本里的东西都拍出来的话，时间
又会加长不少。比如在萧红从小旅馆里逃出来，和萧军一起搬到新住处的那一段中，剧本中出现了一
个来找萧军学武术的穷人。他说吃药太贵了，但医生说要坚持锻炼，于是他就来学武了。这种看似碎
片的小细节，其实也是反映了一种民国的真实状况，那就是生活困苦。还有一个印象较深的片段，是
萧军和端木蕻良争论到底谁写的东西好，萧军说他喜欢托尔斯泰，端木说他的作品一点托尔斯泰的味
道也没有，萧红也参与在其中，互相抬杠，有一种可爱的味道，让看到的人觉得很舒服。剧本有一个
很独特的地方，在电影中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演员对着镜头说话，这个很有意思。可能是李樯是中戏
毕业的原因，在剧本中可以看到这种舞台感，很多人觉得不好，说这不就是纪录片的拍法吗？没什么
新奇的，还让人很出戏。个人认为这是这部电影锦上添花的地方，演员对着观众说话，说自己的宿命
，说“我是萧红，生于1911年，死于1942年”。这给人一种惊悚的感觉，一下子就把人抓进了这部戏
，因为角色们把自己的命都告诉观众了，这是多么悲凉、哀伤的事，更能把《黄金时代》的味道勾出
来了。除去这种悲怆的气质，在《黄金时代》中，更有一种真实感，一种生活的味道。在剧本中，萧
军给鲁迅敬酒，鲁迅让许广平代酒。这种非常平常和普通的细节，可能是入不了很多创作者的眼的，
当然要去描写那些伟大的事，但是在这部戏中，更多的却是这些生活中的事，在你眼前的，是努力接
近真实的他们。史航说：“这是一部二十年前就该有的戏，但可能二十年后都不会有人拍。”这样一
部真实而又有味道民国戏，不仅应该去看它的电影版，在剧本中更能找到完整的民国气味。
3、在书店花了两个小时，迅速看完。没有去看许鞍华的电影，但是知道里面每个角色的演员，看过
预告片和海报。于是，我就在这两个小时内，自己在大脑里编排了一部黄金时代。每个画面之间的切
换还不时的黑一下，都快被自己的专业精神感动了。怎么说，这种读书的体验，因为文字简洁而更有
画面感，因此很容易在脑海里形成电影的效果，两个小时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两个小时的观影体验，
但是很多流于了画面，当你看到编剧把每个角色的心情全部直白的写出来之后，可能就感受不到，那
些感情被激发出来的深层原因，来不及思考，来不及酝酿，就直白的脑补一个画面，整个剧本里，都
透着萧红命运的一种悲凉，但是如果我之前没有看过其他的资料，光凭这部剧本是远远感受不到的。
希望我能找到一本，将这悲凉力透纸背表现出来的萧红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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