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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物塑造方面，《水饺皇后》虽然力图展

现臧健和坚韧的一面，但整体人物形象不够丰

满，性格刻画较为单一。影片更多地强调了她

作为创业者的奋斗精神，而对于她作为母亲、女

儿、女人等其他身份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挖掘得

不够深入。

从一个被生活压迫的柔弱母亲，到一个在商

场上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这种转变需要有足够的

心理描写和情节支撑，但电影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到位。面对一些重大决策和危机时刻，臧健和的

应对表现趋于程式化、脸谱化，缺乏人物真实的

挣扎痛感与蜕变轨迹。这导致人物的成长显得

有些生硬，让观众难以代入角色命运，无法感受

到她在困境中坚持和奋斗的强大动力。

此外，在面对爱情时，她与警官华哥之间的

感情线也发展得比较仓促，缺乏细腻的铺垫与

自然的升温过程。这不仅让观众无法感受到爱

情的美好与取舍之艰难，反而会觉得是为了增

加剧情看点而强行植入的元素。

《水饺皇后》的遗憾，或许在于它手握“传奇

女性奋斗史”这张好牌，却未能在人物塑造的肌

理中注入真实的血液和温度。臧健和的故事本

可以成为一面映照时代与个体的棱镜——在她

身上，既能看见香港市井的烟火气，也能触摸到

女性在困境中破局的坚韧内核。但影片最终让

人物悬浮于“完美人设”的云端，用套路化的配

角、生硬的情感线和表面化的奋斗叙事，消解了

本该厚重的现实质感。

或许，真正的“皇后”不是被神化的符号，而

是保留着历史褶皱、充满现实痛感的生存样

本。褪去影片中那些刻意的光环滤镜，我们或

许更应该思考：在流量与情怀交织的影视创作

中，如何让真实的人物穿透银幕、深入人心，让

观众在他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照见世界？这

既是《水饺皇后》留给行业的一道思考题，也应

是现实主义创作始终要叩问的初心。（新华网）

《水饺皇后》
悬浮于

完美人设的云端
刚刚落幕的“五一档”，人物传记电影《水饺皇后》成为票房黑马。影片自4月30日

公映便势头强劲，仅用3天就票房破亿，一路领跑“五一档”票房榜，成为今年该档期首

部票房破亿的国产片。

这部电影以湾仔码头创始人、有着“水饺皇后”之称的臧健和的真实经历为蓝本，

讲述了一位漂泊异乡的单亲母亲在香港创业逆袭，成长为商业传奇的故事。

影片导演刘伟强是香港电影的标志性人物，作为从摄影师转型的导演，他的

镜头语言与叙事手法独特，作品风格鲜明且类型多元。执导筒三十多年，刘

伟强以“古惑仔”系列和《无间道》《头文字D》《建军大业》《中国机长》

等口碑之作，在中国影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次在《水

饺皇后》中，刘伟强再次将镜头聚焦自己的生长之地香

港，用他自己的话说，“既见证了片中臧姑娘的

奋斗故事，也是对我们成长过往的一次回望。”

《水饺皇后》最大的魅力在于真实故事的基础和励

志的内核，臧健和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传奇色

彩的奋斗史。20世纪70年代末，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

流落香港，面对丈夫背叛、生活贫困、语言不通等重重困

境，她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独自闯荡，去码头卖水饺谋

生。她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坚韧，从最初经营少人

问津的小摊，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创立了家喻户晓的

水饺品牌。这种一路拼搏逆袭的故事，天然就具备打动

人心的力量。它为影片提供了坚实的故事基础，让观众

看到一位母亲如何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用双手改写命

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真实故事带来的激励作

用是许多虚构故事难以比拟的。

《水饺皇后》不仅是一个人的奋斗传奇，更是对一个

时代的深情回望。影片通过臧健和的视角，展现了20世

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香港的社会风貌和时代变迁。

从潮湿昏暗的出租屋，到热闹繁华的湾仔码头；从街头

巷尾的小摊贩，到高楼林立的商业中心；从人们为了温

饱疲于奔波，到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细节还原

了那个充满烟火气的香港，不仅为故事提供了生动的背

景，也展现了香港在经济腾飞时期的社会变革。

而臧健和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共同构成了一幅

香港民众生活的群像，展现了香港在经济崛起的过程

中，人们的生活变化和思想转变。臧健和的水饺生意从

街边小摊逐渐发展成供应超市，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成

功，也反映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环境的变化。这一

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刘伟强的用心：希望让观众在观看个

体奋斗的同时，也能领略到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体会

到个人命运与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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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几乎是按照时间

顺序，平铺直叙地罗列臧

健和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从

到香港后的打工经历，到开始卖

水饺，再到建立品牌，线性叙事有便

于观众理解的优点，但是每个阶段要强化

各自的功能，做到情节上的起承转合，才能足够

吸睛。从贫民到“皇后”本就是一个充满戏剧化

的过程，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太有“料”，

所以电影创作在取舍之间反而失准。

《水饺皇后》的故事更倾向于突出苦难，而

对难题的攻克过程却做了大幅度的折叠。这就

导致观众一直泡在臧姑娘的眼泪里，而她的眼

泪也似乎具有神奇的魔力，只要哭过，苦难就快

到头了，问题就快迎刃而解了。

比如，在臧健和要轻生的段落，前面虽然有

她受伤失业的情节，但是出租屋上下从包租婆

到租户邻居都在帮她，所以当臧姑娘走上天台

寻死，会让人觉得“何至于此”？而其后女儿的

歌声和糖水伯的出现，迅速就将她的心智唤回，

放弃轻生的念头，又显得过于轻易、缺少分量。

再如，在讲述臧健和改良水饺皮配方的情

节时，画面虽然表现了她不断调整原料比例、和

面、擀皮，反复尝试，但重复的画面缺乏情节的

递进和挫折的渲染，让人无法切实感受到她的

艰辛与不易。片中在表现臧健和创业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挑战时，解决方式也显得过于简单

和仓促，缺乏对商业竞争和单亲妈妈创业艰难

的深度刻画，部分故事段落因为关键环节的缺

失，缺乏合理的动机和过渡，影响了故事的连贯

性和可信度。

这种流水账式的叙事还导致了影片节奏的

失衡。前期在铺垫臧健和的生活困境时，节奏

过于缓慢，还花费了较多笔墨铺展租户邻居的

百态。而到了臧健和中期创业阶段，尤其是商

业扩张部分，许多关键情节却被一笔带过，比如

她如何与超市合作、如何应对市场竞争等，这些

本应是营造紧张感和冲突矛盾的部分却被匆匆

略过。观众既看不到她白手起家的绝境突围，

也感受不到其商海博弈的智性张力，就很难形

成情绪上的共振。

个人与时代同频共振

故事折叠导致节奏失衡

内心世界挖掘不深

梁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