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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国内首部孤独症儿童
家庭生活题材院线电影《杨柳依依》在锡
首映。该电影原著小说由无锡籍青年作
家邵洪强和谢方兴依据真实事迹进行创
作，新生代编剧张萍进行了影视化改编。
影片邀请了姜彤、李嘉明、柳珊等一众实
力派演员加盟，并特别邀请到无锡江阴籍
残奥会冠军龚彬本色出演。接下来电影
将排期上映，年底有望和无锡市民见面。

“我国有1000多万自闭症患者，为了
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我们拍摄了这部影
片”，执行制片王悦介绍，从2020年10月
底电影筹备的第一次碰头会开始，他们和
惠山区文化志愿者总队的负责人、无锡市
青年作家邵洪强多次到孤独症的家庭、孤
独症的康复机构，与家长、学生和康复老
师进行交流、采访，并深度体验生活。从
小说第一稿到完成剧本改编，前前后后把
本子打磨了一年多。“电影《杨柳依依》希
望通过讲述孤独症家庭的故事，帮助生活
迷茫的人建立向前走的信心。”王悦透露，
虽然这是一部小成本电影，大家本来的片
酬都不高，但有的演员直接捐出了自己大
部分的片酬，想将这份爱心延续下去。

电影把镜头投向了一个孤独症儿童
的母亲，扮演者柳珊在20多天的拍摄过
程中，逐渐融于角色，体会到一名母亲的
不易。“这也是一个关注女性励志成长的
片子”，柳珊说，拍摄之前看了很多关于孤
独症孩子的纪录片，更多的父母是用责任
和爱把自己包裹住，把阳光积极的一面留
给孩子，“演绎完这个角色，更深刻地体会
到了母亲的伟大，感受到了这个身份的使
命感。”

导演齐麦雄也与这部电影颇有缘
分。他曾在大连一家公益组织做过义工，
服务于很多孤独症儿童家庭，当他看到剧
本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这个团
队，专程从大连赶到了无锡。齐麦雄透
露，这部电影的取景皆在无锡完成，有繁
华都市的旖旎绮丽，也有自然生态的怡然
自得，观众可以跟着电影打卡无锡城市风
光，或许可以找到不一样的视角。影片
中，有一场追逐戏让他印象深刻。这场戏
在胡埭南湾取景，“特别漂亮，绿油油的草
地上矗立着两栋房子，意境特别好”，导演
一连用两个“特别”形容拍摄时的感受。
他说，“除了无锡话不会说，其他都熟悉得
不能再熟悉了”，一连在无锡呆了五个月，
可以说是半个无锡人了。 （陈钰洁）

根据无锡作家小说改编

一部专门为“孤独症”
而拍的电影在锡首映

不久前，方慧和男友正
式领证。谈到彩礼时她大
方表示，“其实彩礼并不能
决定什么，决定幸福与否的
是我们的价值观是否一致，
男生是否有承担家庭责任
的态度。”

伴随着亲朋好友的祝
福，小杨身披婚纱和男友共
同迈入了婚姻殿堂，“我和
男友是异地恋爱，男友是北
方人，南北两地对于一些婚
俗习惯会有不同。在他的
家乡，除了彩礼外，还有见
面钱、上车钱等，娶一个老
婆等同是掏空了一家人所
有的家底，甚至背上了外
债。”在小杨看来，彩礼是新
人以及家庭对美好婚姻生
活的期盼，并不应该被旧习
俗约束。

从彩礼到结婚更注重
自己的想法与感受，这届年
轻人想把幸福掌握在自己
手里。采访中发现，大部分
年轻人对于彩礼的态度是
理性的。有人直言，“彩礼
可以收，但不要给对方家庭
增添负担、带来麻烦”；也有
人表示，“彩礼和嫁妆，表达
的是两个家庭对即将走入
婚姻的新人的祝福，但‘天
价彩礼’就变了味儿。”

让爱情专注于“情”让彩礼重归于“礼”

低彩礼、零彩礼，你咋看？

近年来，无锡市民政部门对
高价彩礼治理多次打出“组合
拳”。此前，市民政局和市文明办
联合印发《深化村（社区）红白理
事会工作指引》，进一步规范村
（社区）红白理事会建设管理，不
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滨湖区在全市率先施行的
《滨湖区婚俗改革实验试点工作
方案》，便是通过为婚姻当事人搭
建婚姻家庭辅导平台、弘扬“和
合”婚姻文化等，引导他们自觉摒
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旧俗陋
习，形成文明健康的婚俗文化。

锡山区东港镇华东村通过修
订新的《村规民约》，引导当地村民
传承好的家风家训，做到彩礼不高
攀、节俭办婚事。在宜兴市太华
镇、新吴区江溪街道、梁溪区上马
墩街道等地，司法人员在社区课
堂上采用以案释法的方法，提升
婚姻当事家庭对《民法典》中“禁
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法规认知。

无锡市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
部部长邓丽洁表示，婚俗改革成
功需要两个要素，一是足够的时
间，二是新风尚的“引领者”。现
在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良好的新
风尚，那么旧的不良风气自然会
被慢慢取代。此外，新风尚的影
响深度和广度也反过来作用于婚
俗改革，人群中接纳和采用“低彩
礼”“零彩礼”的人越多，移风易
俗、破旧立新所需要的时间也就
相应越短。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陈怡迪陈怡迪 孙暐孙暐））

在锡城本土婚介“江南红
娘”创始人、国家二级婚姻咨询
师沈冬玲看来，无锡父母对于子
女婚礼，大多数情况下本着量入
为出、为子女考虑的初衷，因此
单方面的“天价彩礼”在无锡并
不突出。男方的彩礼给到女方
后，女方父母不会“吞掉”彩礼，
而是在新娘出嫁时在彩礼的基
础上翻倍或加一点作为陪嫁放
在“结婚官箱”里，作为小两口新
家庭的“启动资金”。“当然，也并
不是完全不会出现矛盾。”沈冬
玲话锋一转，“我们经常会参与
双方彩礼洽谈，引导双方家长尊
重孩子的选择，孩子感情好才是
幸福的根本保障。根据实际情
况，双方商量着来。彩礼和嫁妆
都不要攀比，不要拿彩礼金额和
亲戚朋友家去比较。”

全国妇联《婚姻与家庭》杂
志首席教育专家、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刘勇鹤表示，传统需要传
承，但更应该移风易俗。与其举
办天价婚礼，不如策划一场有特
色有新意的仪式，与其天价彩
礼，不如传承家庭幸福秘籍。从
某种程度来说，婚事举办并没有
标准规范，但也离不开全社会的
关注与政府引导，“据我了解，无
锡有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推出
了一系列措施，为婚事操办提供
了方向与指南，推动了合理办
婚、和谐办婚与文明办婚，让更
多的青年男女渴望美好姻缘，走
向幸福人生。”

居高不下甚至一路看涨的
结婚彩礼，不仅成为不少家庭
的负担，甚至成为一个社会问
题。维护婚姻的美好、社会的
和谐，必须革除高价彩礼、大操
大办等陈规陋习。如何改变一
些群众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带
着问题，记者日前进行了调查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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