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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17 日，由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主办的“ 首届泰山医药论坛暨 2020 年度中国医药行业最

具影响力榜单发布会 ”榜单揭晓，海思科医药集团荣获“ 年度医药制造业百强 ”、“ 年度中国医药商业百强 ”、“ 中国医

药行业自主创新先锋（50）民营企业 ”、“ 年度中国医药研发 50 强 ”、“ 年度医药行业守法诚信企业 ”等奖项。

  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学者、医药行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等 600 余人共同见证了年度医药盛典。年度“ 中国医药

行业最具影响力榜单 ”被誉为中国医药发展的风向标，把握着中国医药行业整体发展脉搏。本次榜单是全国工商联医药

业商会在医药行业内向会员及医药企业广泛征集 1000 余份参评企业资料后，总结上一年度的行业发展信息，本着公开、

公正、公平的原则，严格评审确定的。

  2020 年海思科锐意进取，并将这一年作为“ 营销体系转型升级 ”的起跑年，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主旋律，通过

创新管理模式、研发模式、营销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海思科向更高水平发展。

  据了解，本次会议以“ 全产业、大平台、深融合、共发展 ”为主题，来自产业界、学术机构的专家，围绕医药创新

趋势进行了深度探讨，并促成产业界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

药产业的业态发展，创新和商业化转型是企业未来的立

足发展之本。接着侯总从新药研发、营销战略等不同维

度分享了企业创新转型中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最后，

侯总以安全麻醉案例展示了成功上市的 COPE 模型及

创新药上市初探，为企业实现并提升创新药上市后的商

业化成功率提供更多思考。

  本届大会以“ 绿色 · 创新 · 突破 ”为主题，将全

视角聚焦医药行业各领域未来发展和变革中机会，围绕

产业政策解读、行业经济运行、创新发展战略等主题，

多层面搭建交流探讨平台，构建以全民健康和临床需求

导向的创新体系，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2021 年 12 月 24-26 日，由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

心主办，中国农工民主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医药工

业研究总院指导的 2021 年（第

十四届）中国医药战略大会在

山西大同顺利召开。会上，海

思科医药集团获得“2021 年中

国创新力医药企业 ”荣誉称号。 

  在“ 高端对话：自主创新，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 ”圆桌论坛

上，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范秀莲

女士与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陆伟根、山西振东

健康产业集团、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等公司董事长，围

绕原料药制剂一体化布局、集采下运营管理与降本增效、

MAH 制度下机遇与挑战展开了热烈讨论。

  集团营销中心总经理侯希勇先生就“ 价值驱动，独

辟蹊径——创新与商业化转型的探索 ”主题作精彩分享。

他提出，三医联动之下的新医改政策深远影响着我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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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24-26 日，由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主办，中国农工民主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医药工业研究

总院指导的 2021 年（第十四届）中国医药战略大会在山西大同顺利召开。会上，海思科医药集团获得“2021 年中国

创新力医药企业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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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效预防、控制和及时消除意外事故的发生以及

提高事故应急救援处置能力，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

正常开展，2021 年 12 月 15 日 9 点，海思科制药（眉山）

有限公司开展了 2021 年 EHS 事故综合应急演练。

   本次应急演练以科研大楼火灾警报、全体员工疏散

为演练背景，以危化罐区 1# 罐危化品泄漏引发火灾，

现场抢修人员在撤离过程中发生中毒事故为模拟场景，

以人员疏散、人数清点、危化品泄漏抢险、火灾扑灭、

伤员救护和环境监测等为主要演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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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ѽּה 短期拼营销，中期拼模式，长期拼产品。“ 解决问

题 ”是商业的核心，是创新的唯一路径。

政策万变，医生的需求从未改变，不变的策略是“ 以患者为中心 ”。

人力资源部、质量控制部等

├ Δ ѽ 新药上市速度加快，鼓励创新

药；医保目录调整成为常态，DRG 付费等政策，药企积极应对新药

上市准入，医院准入和医保谈判；带量采购的应采尽采，仿制药的利

润压缩，药企必须降本增效；公立医院改革，临床合理用药，临床路

径，分级诊疗及互联网医疗的政策，药企要以治疗性用药的学术推广

为主，加大多渠道布局。

Ẵ //. ж Ẵ 67ж Ẵ 24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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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部、知识产权部、国际合作部、国际注册部、制剂   הּ

研究一部、制剂研究二部、新药化学一部、新药化学二部等

医生真正需要的患者分诊、沟通、教育和随访，临床数据的登录和检

查，个人品牌的网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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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培 训 现 状 和 需 求 调 研
RESEARCH
TRAIN

2 0 2 1 年 接 近 尾 声

为 提 升 培 训 体 验

让 集 团 培 训 更 加 “ 接 地 气 ”

提 高 培 训 满 意 度

请 让 我 们 听 到 您 的 心 声

Ї

¬ Ằι

年 度 内 训 师 感 谢 信

RM Ю

       2021 年即将结束，怀着感恩的心情，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诚挚的谢意！  

    “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集团的每一场培训与每一位培训讲师的付出和努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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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 

但其有药物依赖性导致人们非医疗目的反复地使用 , 引发一系列

公共卫生问题。为了实现安全有效地用药 , 避免发生药物依赖性

对人们健康造成的危害 , 现在人们非常重视加强对药物依赖性的

试验研究。

   药物依赖性是指由于药物对生理或 精神的药理作用而使机

体产生反复用药的需求，以使其感觉良好或避免感觉不适。停止

用药可导致机体的不适和 / 或心理上的渴求。依赖性可分为躯体

依赖性和精神依赖性，前者主要是指躯体依赖性是指反复用药后

机体产生生理适应的一种状态，表现为突然停药或剂量明显减少

后产生戒断症状。后者是指基于药物的奖赏特性（产生增加药物

使用可能性的正性感觉的能力）或在没有药物时产生的精神痛苦，

机体对药物使用的控制力下降的一种状态。

   非临床药物依赖性研究依赖性研究是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

价的重要内容，可用于 确定是否需要开展临床依赖性潜力评价，

支持临床依赖性潜力评价的试验设计，并用于 指导临床合理用

药，警示滥用倾向。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以下情形的药物应进行药物依赖性试

   药物依赖性试验是评价一个药物可能被滥用潜力的重要手段，是药物安全性评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目的是对药物的依赖性

潜力进行有效评估，并对具有滥用和依赖潜力的药物在临床上的合理应用提供指导，以保障安全用药。本文简要介绍了药物依赖性研

究与评价的适用范围、国内外法规现状和要求、药物依赖性研究与评价的方法，并列举了两个药物依赖性研究和评价的实例。旨在为

指导相关创新药物研发和评价策略，制定合理评价方案提供参考。

新药研究中的非临床药物依赖性研究与评价
- ѳ

Ặ ֒ ί ѳ

/ Ά ֒ Ә ᾍ Ặ 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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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①与已知具有潜在依赖性化合物结构相似的新的化合物；②

具有麻醉、镇痛、镇静催眠、中枢兴奋、致幻等明显的中枢神

经系统作用的药物；③复方中含有已知较强依赖性成分的药物；

④已知代谢物中有依赖性成分；⑤拟用于戒毒的药物；⑥直接或

间接作用于中枢阿片受体、大麻受体、多巴胺受体、去甲肾上

腺素受体、5- 羟色胺受体、N- 胆碱受体、γ- 氨基丁酸受体、

苯二氮卓受体等受体的药物；⑦原认为不具依赖性，而在临床

研究或临床应用中发现有依赖性倾向的药物。

  因此，新受试物是否具有中枢神经系统（CNS）活性是进

行非临床依赖性试验的前提条件，因此在药物开发早期，需综

合相关信息来评估是否具有 CNS 活性，对依赖性潜力进行初

步评估。评估时需考虑以下方面：与已知具有依赖性的药物的

化学结构具有相似性；受体－配体结合试验显示受试物物可能

作用于与依赖性相关的靶点 / 位点；药代动力学提示受试物和

或其主要代谢产物可通过血脑屏障而分布于脑组织；药理学和

毒理学试验中提示 CNS 活性或提示依赖性的指征等。表 1 概

括了与药物依赖作用机制相关的药物类别。

 

药物类别 药物作用靶点 相关药物 

单胺类神经递质抑制剂 单胺类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NE）、5-羟

色胺（5-HT）等 

5-HT 再摄取抑制剂（SSRIs） 

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 多巴胺（DA） 注意力缺失过动症（ADHD）药物 

镇静催眠、抗焦虑药 γ-氨基丁酸（GABA） 苯二氮卓类 

谷氨酸受体拮抗剂 NMDA 等 苯环己哌啶，氯胺酮 

大麻素类 内源性大麻素受体 脂肪酸酰胺水解酶（FAAH）抑制剂 

阿片类 阿片类受体 吗啡、芬太尼等 

21/22 学 海 论 见学 海 论 见



  目前，国内外通用的依赖性评价方法主要分两大类 : 躯体依

赖评价和精神依赖评价。其中，条件性位置偏爱试验、药物辨别

试验和自身给药试验主要对精神依赖性进行评价；自然戒断试验、

催促戒断试验、诱导惊厥试验等主要用于评价躯体依赖。

  精神依赖性是指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

的精神效应，表现为对药物的强烈渴求和强迫性觅药行为。精神

依赖性试验是通过观察受试药物能否导致动物行为的改变来反映

动物对药物的渴求程度，从而评价药物的精神依赖性潜力，其实

质为行为药理学试验，分为非操作式和操作式试验。条件位置偏

爱试验为非操作式试验，自身给药和药物辨别试验为操作式试验。

  2,/,/ qcjd+_bkglgqrp_rgml qrsbw* Q?

自身给药试验是基于药物的奖赏效应以及操作式条件反射原理而

建立的模拟人类滥用药物行为的动物模型。自身给药试验原理基

于斯金纳的操作式条件反射，动物通过无意间的行为（如踏板或

压杆）获得药物，药物所带来的欣快感强化了动物继续踏板行为，

最终通过不断的药物强化，动物学会了主动觅药。在建立操作式

条件性反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声音刺激或（和）光刺激，以使

动物获得条件性强化能力。自身给药试验是世界公认的能对药物

滥用倾向上能进行有效预测的试验。试验动物种属有大鼠、猴和

树鼩，NMPA 认可的自身给药动物种属主要是大鼠和猴，灵长

类动物种属特性与人相近，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完善，其自身给药

行为与人相近，因此灵长类动物的自身给药模型在评价药物强化

效应程度更具说服力。自身给药方法与人类的自身给药行为相类

似，在评价兴奋剂、阿片类药物、巴比妥类和苯二氮卓等药物的

精神依赖性潜力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且可进行定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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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P 试验是经典的精神依赖动物模型，反映了药物的条件

性强化和奖赏效应。CPP 根据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的原理建立，

其基本原理是把奖赏刺激与某个特定的非奖赏性条件刺激 ( 如某

特定环境 ) 反复练习后，后者则可获得奖赏特性，如药物具有奖

赏效应，动物在不给药的情况下依然产生与奖赏刺激相联系的特

定环境的偏爱。CPP 动物种属有大鼠、小鼠、斑马鱼和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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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PA 认可的试验动物为大鼠。CPP 试验与自身给药试验的

不同之处在于 CPP 试验不检测药物的奖赏效果是否产生强化

作用，也被认为不如自身给药试验敏感或可靠。但 CPP 试验

不受给药途径的限制只要在 Tmax 上进行试验，给药途径则不

是关键因素。

 2,/,1 ᾂ bpse bgqapgkgl_rgml qrsbw* BB

  依赖性药物使人产生的情绪效应如欣快、满足感等，属于

主观性效应。具有主观性效应的药物可以控制动物的行为反应，

使之产生辨别行为效应。药物辨别试验属操作式行为试验。药

物辨别试验也可适用于不同的给药途径。常用大鼠作动物模型。

药物辨别试验需要先训练动物正确压杆，再经过辨别训练使动

物能产生稳定准确地辨别训练药物和生理盐水的能力，然后以

不同剂量训练药物和受试药进行替代试验，观察压杆正确率与

剂量之间的关系。若替代药物不产生训练药物的反应，则说明

该药不属于训练药物作用类型。

  躯体依赖是指机体对长期使用依赖性药物所产生的一种适

应状态，包括药物耐受性和停药后的戒断症状。躯体依赖与精

神依赖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可产生明显的戒断症状。躯体

依赖性试验可以采用体重、体温、呼吸、摄食量等生理指标来

评价，或是通过反映运动功能、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动机行

为改变等行为指标来综合评价躯体依赖症状的试验。躯体依赖

试验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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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戒断为躯体依赖试验的首选，试验方法为连续给予受

试药至少 4 周，停药后观察动物的体重或攻击性变化，该试验

为慢性试验，持续时间约 1 个月。如果药物具有依赖性潜力，

停药后机体则产生戒断症状而被观察到，戒断症状包括跳跃、

湿狗样摇体、激惹、体重下降等。常用动物种属有小鼠、大鼠

和猴。自然戒断试验在不受其他因素（如拮抗剂、给药环境）

的影响下，能直观地反映药物因代谢而可能导致的戒断症状的

产生和消退过程。但因自然戒断试验周期较长（约 1 个月），症

状发作时间较催促戒断慢（约为最后一次给药的 24 小时后），

因此对定量戒断症状具有一定难度。

  依赖性评价起源 19 世纪，当时作为安眠药和一般止痛药来

使用的鸦片类药物，在临床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精神错乱及死亡报

告，药物控制和依赖性评价开始受到关注。随着药物开发的迅速

发展以及处方药滥用的不良反应的案例的增加，药物依赖的安全

性评价上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早在 1993 年，我国卫生部药政局就颁发了《新药 ( 西药 ) 

临床前研究指导原则汇编 ( 药学、药理学、毒理学 ) 》内已有药

物依赖性试验规范的相关内容。

  在 2006 年，欧洲医药管理局（EMA）颁布了《药物依赖

性评价指导原则》。

  在 2007 年，我国 NMPA（原 CFDA）发布了《药物非临

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对药物潜在依赖性研究进行规范，

并结合国情把含有已知较强依赖性中药成分的复方或天然药物纳

入研究范围，指出体内依赖性试验应作为中药有效部位或中药复

方制剂依赖性考察的主要方法。

  在 2009 年，ICH 修订了《药物进行人体临床试验和上市许

可申请的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指导原则》(ICH M3[R2])，对临床

前药物依赖性评价指南进行了修订。

  在 2010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颁布了《潜

在滥用药物评价指导原则》，并在 2017 年又再一次修订了其指南。

  在 2022 年 1 月，我国 NMPA 发布了新版《药物非临床依

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在原指导原则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程度

的修改，使指导原则要求与国际要求接轨。

  美国 FDA 和我国 NMPA 均认为药物的依赖性评价是基于

已知的药物化学性质、药动学、药理、临床研究资料以及和流行

病学数据的综合评价，仅一项研究不能充分评估药物滥用潜力，

如有可能应结合人体的临床研究数据。在具滥用潜力的药物进行

新药申请时，两国要求药物需进行的依赖性试验的滥用特征是相

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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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新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在确定受试物或其主要代

谢产物具有 CNS 活性后，应进行与依赖性相关的动物行为学

试验。一般情况下，评价药物依赖性需完成三类特异性的依赖

性试验：药物辨别试验、自身给药试验和戒断评价试验。当进

行试验时，自身给药试验和药物辨别试验通常为单独进行。戒

断评价试验可单独进行，在可行时也可整合到重复给药毒性试

验恢复期亚组的设计中。我国针对国情对有滥用潜力的中药复

方或天然药物也纳入了研究范围。

  在动物试验要求方面，依赖性试验通常采用大鼠，使用两

种性别动物。给药剂量应基于人拟用最高治疗剂量产生的最大



  目前，国内外通用的依赖性评价方法主要分两大类 : 躯体依

赖评价和精神依赖评价。其中，条件性位置偏爱试验、药物辨别

试验和自身给药试验主要对精神依赖性进行评价；自然戒断试验、

催促戒断试验、诱导惊厥试验等主要用于评价躯体依赖。

  精神依赖性是指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

的精神效应，表现为对药物的强烈渴求和强迫性觅药行为。精神

依赖性试验是通过观察受试药物能否导致动物行为的改变来反映

动物对药物的渴求程度，从而评价药物的精神依赖性潜力，其实

质为行为药理学试验，分为非操作式和操作式试验。条件位置偏

爱试验为非操作式试验，自身给药和药物辨别试验为操作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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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给药试验是基于药物的奖赏效应以及操作式条件反射原理而

建立的模拟人类滥用药物行为的动物模型。自身给药试验原理基

于斯金纳的操作式条件反射，动物通过无意间的行为（如踏板或

压杆）获得药物，药物所带来的欣快感强化了动物继续踏板行为，

最终通过不断的药物强化，动物学会了主动觅药。在建立操作式

条件性反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声音刺激或（和）光刺激，以使

动物获得条件性强化能力。自身给药试验是世界公认的能对药物

滥用倾向上能进行有效预测的试验。试验动物种属有大鼠、猴和

树鼩，NMPA 认可的自身给药动物种属主要是大鼠和猴，灵长

类动物种属特性与人相近，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完善，其自身给药

行为与人相近，因此灵长类动物的自身给药模型在评价药物强化

效应程度更具说服力。自身给药方法与人类的自身给药行为相类

似，在评价兴奋剂、阿片类药物、巴比妥类和苯二氮卓等药物的

精神依赖性潜力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且可进行定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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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P 试验是经典的精神依赖动物模型，反映了药物的条件

性强化和奖赏效应。CPP 根据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的原理建立，

其基本原理是把奖赏刺激与某个特定的非奖赏性条件刺激 ( 如某

特定环境 ) 反复练习后，后者则可获得奖赏特性，如药物具有奖

赏效应，动物在不给药的情况下依然产生与奖赏刺激相联系的特

定环境的偏爱。CPP 动物种属有大鼠、小鼠、斑马鱼和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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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PA 认可的试验动物为大鼠。CPP 试验与自身给药试验的

不同之处在于 CPP 试验不检测药物的奖赏效果是否产生强化

作用，也被认为不如自身给药试验敏感或可靠。但 CPP 试验

不受给药途径的限制只要在 Tmax 上进行试验，给药途径则不

是关键因素。

 2,/,1 ᾂ bpse bgqapgkgl_rgml qrsbw* BB

  依赖性药物使人产生的情绪效应如欣快、满足感等，属于

主观性效应。具有主观性效应的药物可以控制动物的行为反应，

使之产生辨别行为效应。药物辨别试验属操作式行为试验。药

物辨别试验也可适用于不同的给药途径。常用大鼠作动物模型。

药物辨别试验需要先训练动物正确压杆，再经过辨别训练使动

物能产生稳定准确地辨别训练药物和生理盐水的能力，然后以

不同剂量训练药物和受试药进行替代试验，观察压杆正确率与

剂量之间的关系。若替代药物不产生训练药物的反应，则说明

该药不属于训练药物作用类型。

  躯体依赖是指机体对长期使用依赖性药物所产生的一种适

应状态，包括药物耐受性和停药后的戒断症状。躯体依赖与精

神依赖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可产生明显的戒断症状。躯体

依赖性试验可以采用体重、体温、呼吸、摄食量等生理指标来

评价，或是通过反映运动功能、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动机行

为改变等行为指标来综合评价躯体依赖症状的试验。躯体依赖

试验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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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戒断为躯体依赖试验的首选，试验方法为连续给予受

试药至少 4 周，停药后观察动物的体重或攻击性变化，该试验

为慢性试验，持续时间约 1 个月。如果药物具有依赖性潜力，

停药后机体则产生戒断症状而被观察到，戒断症状包括跳跃、

湿狗样摇体、激惹、体重下降等。常用动物种属有小鼠、大鼠

和猴。自然戒断试验在不受其他因素（如拮抗剂、给药环境）

的影响下，能直观地反映药物因代谢而可能导致的戒断症状的

产生和消退过程。但因自然戒断试验周期较长（约 1 个月），症

状发作时间较催促戒断慢（约为最后一次给药的 24 小时后），

因此对定量戒断症状具有一定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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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促戒断试验适用于竞争性受体对拮抗剂的阿片类药物评

价。其原理是在动物对药物形成依赖后，用拮抗剂加快戒断症状

的发生，观察动物的跳跃反应、体重或攻击性行为的变化及持续

时间，对戒断症状进行综合评分。常用动物种属为小鼠、大鼠和

猴，其中阿片类药物在猴上的戒断症状表现与人相近，易于观察。

催促戒断动物模型在通常在一周内建立，一般观察给予拮抗剂后

15 分钟内的戒断症状。催促戒断试验与自然戒断试验相比，戒

 盐酸替利定是一种阿片类镇痛药，按照相关指导原则，需要

进行药物依赖性评价。

 选择小鼠 / 大鼠催促戒断、大鼠自然戒断来评估其躯体依赖

潜能；选择大鼠条件位置偏爱、大鼠药物辨别试验来评估其精神

依赖潜能。并与吗啡进行比较。可满足国内和国外双报的要求。

 试验结果显示，在小鼠和大鼠催促戒断试验中，口服给予盐

酸替利定后动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催促戒断反应；在大鼠自然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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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症状发生快、持续时间短。但非通过阿片受体产生作用的药

物则不适用此方法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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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多次给予镇静催眠类药物后，动物会对之产生躯体依

赖，在断药期间出现反跳性兴奋，此时腹腔注射阈下剂量的中

枢兴奋药戊四唑后，动物会在短时间内出现惊厥等戒断症状。

诱导惊厥试验适用于镇静催眠类药物，可作为非阿片类药物除

自然戒断外第二种躯体依赖试验方案。

断试验中，给予 30 天的盐酸替利定，大鼠体重明显下降；在大

鼠条件位置偏爱试验中，替利定表现出明显的位置强化效应；

在大鼠药物辨别试验中，吗啡和替利定可分别替代 2.5mg/kg

吗啡的辨别效应，其完全替代的 ED50 值为 8.4mg/kg 和

5.6mg/kg。

 因此，盐酸替利定具有产生身体依赖性和精神依赖性的潜

力，但其产生身体依赖性的潜力比等计量的吗啡小。

 目前药物滥用、依赖和成瘾在全球范围长时间持续蔓延，国

内外均在健全法律法规、建立药物滥用监测机构和完善药物滥用

报告系统上做了大量工作。如联合国成立了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联合国禁毒计划署、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等机构，美国成立了

国立药物滥用研究所，颁布系列禁毒与滥用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等。

在中国，可能具滥用潜力的药物上市前需要严格按照 NMPA 颁

布的《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进行相关依赖性评

价。非临床药物依赖性研究能提供药物依赖性倾向的信息，并能

指导其临床研究和合理用药，因此建立可靠的动物模型，对评

价药物是否具有躯体或精神依赖及预测其严重程度十分重要。

精神依赖和躯体依赖在药物特性上也并非完全分开，也可能伴

随发生。单一应用某种依赖性评价方法不能对药物的依赖性潜

力或产生机制进行准确评价，要结合多种依赖性评价方法和动

物模型综合分析，才能准确地预测药物对人类的滥用潜力，指

导其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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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电影由剧情片《吉祥》和拍摄《吉祥》

整个过程的纪录片《如意》组成。 

 本片导演大鹏（对，就是那个拍了煎饼侠的

喜剧片导演）回到东北农村老家，希望将一家人

如何过年拍成一部文艺电影，结果遭遇一系列意

外。因拍电影而聚齐的家庭成员们，完成了最后

的聚会。

 《吉祥》记录了导演大鹏三舅的生活，这个

年轻时“ 脑子烧坏了没有记忆力 ”却仍然念叨着

“ 文武香贵 ”—兄弟姐妹名字的三舅，他智力低

下，但内心却盼望团圆。

 导演既是创作者，又是亲历者，在真实跟创

作之间，他说拍的是一种天意。

 吉祥如意证明了大鹏。

 《吉祥》部分，我开始怀疑这部片子到底是

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龙标出来时它的审批号我瞥

了一眼，但是看着看着又开始怀疑，这是个纪录

片吧？因为它有着纪录片的很多特质，沉闷、真

实，而且人物的表演太过于真实。如果说是故事

片，那这些演员就实在是太厉害了，并且是能够

让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所共鸣的家庭生活：

老人去世，家人争吵，唢呐齐鸣，那些披麻戴孝

- ẫ ך

《吉祥如意》“ 文武香贵 ”

Good luck and
happiness 
to you

的习俗。我小时候经历过这些。但是那个时候我

觉得很遥远，和我没什么关系，直到《吉祥如意》

突然将这些事又放出来，才让人深切地意识到这

片深沉的土地上，其实大家都是平凡而被生活填

满的人。

 但是《吉祥如意》没有给我那么揪心的感觉，

片中的三舅虽然痴傻，但是可爱，有一种他这个

人蒙上了一种悲剧的色彩，但是他在努力揭开的

感觉。但是稍微设身处地一些，还是会不禁黯然

神伤。我们很难想象忘记一些人一些事，丧失某

些能力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知道这是很残忍的。

 一大家子在老母亲过世后的那段争吵，很真

实，很真实。就是真实的老百姓的生活的写照，

看了之后可以想起自己身边的亲戚，真的就是这

样子相处的。但是他们又在讨论的是一个悲剧性

的话题，这就更让人感同身受了。“ 丽丽 ”跪下

来向大叔道歉时，我反倒有一种她有些格格不入

脱离生活的感觉。

 《吉祥》部分很好，很感人，很令人唏嘘。

 然后《如意》来了。

 突然之间，大鹏这个人物由导演变成了片中

的人，与每一位演员都息息相关。他是这个家庭

的一员，后面也说到，他为了拍一下姥姥过年的场景，

才有了这部片子。

 突然之间，《吉祥》被敲上了故事片的印章，观众

明白了，前面一段是演的，后面开始是真的。开始有一

些更为真实的场景出现：拍摄电影的工作人员、导演大

鹏、演员试镜、丽丽的原型人物过来看一下片场……大

家明白了，《吉祥》是故事片，《如意》是纪录片，《如意》

拍的是怎么拍《吉祥》。

 但是我看着看着又傻了，《如意》也绝对不是一个

纪录片，真正的纪录片不会有这样子的运镜，人物不会

如此自然地忽视镜头，大鹏给观众出了一个谜题，让观

众边看边解谜，在《如意》里不断回答《吉祥》，又不

断抛出新的问题，让观众去思索。让人越看越想拍手叫

好。

 家人争吵那场戏，导演让大家伙儿就这事儿开始演

戏，没想到真的开始吵了起来，愈吵愈烈，假“ 丽丽 ”

跪下来给大叔磕头，然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跑出片场，

而真“ 丽丽 ”在一旁刷着手机，仿佛这些事情与她没有

什么关系。

 影片最后，镜头里出现 2008 年年轻的三舅和慈祥

的姥姥，门后面贴着“ 吉祥如意 ”的春联时，整部电影

浑然天成，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如大鹏所说，这是一种

宿命，一份天意，是再也无法复制的影像记录。

这是一部会引发每个人思考亲情的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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