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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人物
《出走的决心》背后的苏敏：

我终于实现“辣椒自由”
昏暗的影厅里，片尾曲《心要野》的歌声响起，灯光重新亮起，苏敏从自己的故事中回过神来。 她一改往日旅途中的倦容，

化着淡淡的妆，一袭绿色水墨真丝连衣裙将她包裹得丰满而可爱。 在观众的欢呼声中，她接过话筒大步走向台前，眼带笑意，
门牙缝又不禁从唇间露了出来。

站在台前，她自信而笃定。 电影《出走的决心》又再一次让她回忆起了过去，她说：“我看这部电影，感觉像是在照镜子，看
了很多片段，仿佛回到了从前，看到流泪时，我不知道那段时间自己是怎么度过的。 ”

4年前，苏敏开着那辆大众白色 Polo，从河南家里出发，驶向四川。后来，又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如今，她已走遍全国四百多
个城市。那辆白色 Polo 早已换成了拖挂房车，她的故事也被搬上了大银幕，9 月 15 日这天全国上映。苏敏在成为自己的路上，
还会发生什么？ 无人知晓。

| “最大感受就是时间不够用”

在别人都想实现财务自由的情况下，苏敏却想实现属于
她的“辣椒自由”。
在家时，丈夫常常对她挑三拣四，常常觉得她这一句话说

得不对，那一件事又办得不妥。苏敏从小在西藏昌都长大，非
常喜欢吃辣椒。丈夫却希望苏敏能够迁就自己家里的习惯，对
她说：“你有孩子，你天天吃辣影响孩子，我们都不吃辣，你都
不能隐忍一点。”
生活中这些琐碎的小事，让苏敏忍到后来，发现自己精神

出了问题———她会无缘无故地哭，感觉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价值，“我们家住在三十多层，我从家里往楼下看，心里想
着大不了就这样一了百了了吧。”她还记得，有一次跟丈夫吵
架，她随手抄起桌上的一把剪刀刺向自己的胸口，霎时，鲜血
浸满裙子前胸部分，“现在我的胸口上都还有刀印。后来，我去
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我得了重度抑郁。”
在家时，苏敏丈夫原来有一辆面包车，有时，她的妈妈弟

弟有事要回老家办事，会委托苏敏问一下她的丈夫能否开车
载她们回去。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苏敏一气之下去驾校报
了名，那一年，她 49岁。
对于车，苏敏还有更遥远的记忆。因为父母参加援藏工作，

她从小在西藏长大。家中除了她，还有两个弟弟。她放学回家，
需要立马去干活，家里有什么也都会先紧着两个弟弟用。有一
次她跟着朋友去小水塘玩水，弄湿了裤脚，刚回到家，父亲拿着
粗壮的棍子抡向她的胳膊和腿，她在床上一躺就是三个月，她
后来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初中时，她放学回家会经过一片墓

地，有时一辆卡车从她的身旁擦过，她加快脚步跟着车灯一直
跑。她觉得车可以带她去更遥远的地方，逃离当下的生活。
于是，苏敏在学车时非常用功。常常她到驾校了，教练还

没来。教练看她到得早，会让她多练几把。所以，她学车过程很
顺利，考试都是一次性过的。
后来，女儿不希望她再因为车的事情跟她丈夫吵架，就劝

她买辆车。于是，苏敏拿出自己一万多块的积蓄，女儿又添了
三万，贷款买了一辆大众白色 Polo。两个外孙一天天长大，到
了可以上幼儿园的年纪，有一天她刷视频时，看到一个离婚女
人用自驾游的方式赚取收入，她动了心，人生因此打开了一个
新的时空。
离开家，出来自驾游以后，苏敏的身体和思想渐渐发生了

转变，“刚开始，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未知。但是当我踏上旅程
的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回头路了，因为当我出走的那一天，
我就没有想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那段时光就像度过了一个
长长的黑暗的隧道一样。”
在苏敏的前半生里，她运转于各种角色之间。作为妈妈，

她把女儿养活大了；作为女儿，她给妈妈养老；作为妻子，她伺
候丈夫三十多年，经济上实行AA制，可以说做了三十多年的
免费保姆，“当我踏上旅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才是苏敏的生
活。”
离开家之后，苏敏陆续前往了很多地方，也体验了各种从

未体验过的生活。这 4年的经历，对于她来说，丰富到无法用
言语简单地概括。
对于过去的人生，她早已经释怀，如今她终于可以笑着跟

别人讲起那些曾经让她感到痛苦的事情。她跟记者谈到：“如

果说，这次出走最直接的改变，那就是治愈了我的抑郁症。如
今的我，可以做直播带货、可以参加各种活动、可以坚持拍摄
短视频，不再像从前一样，觉得度日如年，如今，总觉得时间不
够用。”
很多网友关心苏敏什么时候才能收获真正的自由？苏敏

回应道：“目前，我们在走民事诉讼程序，我只要给他 16万，他
就答应跟我离婚。这个事情我不想再拖了。”
苏敏表示，根据她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或

许就像是一面镜子，大家都能从中或多或少地看到一些自己
的影子，只有双向奔赴的爱才是一个和谐的家庭。
方向盘在自己手里，是一件快乐的事。至于未来，她说，只

要身体允许，就会继续旅行下去。

| 更多的“苏敏”需要被看见

接受《新闻晨报》采访时，《出走的决心》的编剧阿美正
在创作一部关于三毛的剧本，此前同样由她编剧的电影《地久
天长》曾给众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忆起《出走的决心》的创作过程，阿美直言，这是一个

“一拍即合”的故事，“早在 2020 年 11 月，我就注意到苏敏
的故事，当时咏梅也给我发来关于她的文章，她也和好朋友、
导演尹丽川讨论过苏敏的故事。”与此同时，制片人伊莎也发
现了苏敏的故事，并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苏敏，拿到了苏敏本
人的授权。第二年5月，伊莎找到阿美，邀请她来做编剧。就这
样，阿美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剧本创作。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定要在电影里呈现出来，一个是苏

敏的人生境遇其实就是我们国家非常典型的传统女性的境
遇，这让我有很深的共情感；另外就是她出走的行动，打破了
常规意义上大家对这个年纪女性的认识，在我看来是一种反
抗和追求自我的行动。”为了更好地了解苏敏的故事，阿美曾
和制片人及导演一起前往苏敏的家乡河南郑州，见到了苏敏
的女儿、女婿，还有她的老公，详细了解了苏敏的生活环境。
一部电影最先被观众所熟知的，往往都是片名。这部电影

之所以定名为《出走的决心》，阿美解释道，这是因为团队觉
得“出走”很有行动感，而“决心”两字则能很好地体现出主
人公内心力量的积蓄过程。
电影的叙事篇幅毕竟有限。阿美坦言，苏敏的人生故事有

很多值得书写的部分，但在创作的过程中需要做取舍，比如主
人公的学生时代，最终只保留了一个情节：李红想考大学时，
被父亲以需要照顾家庭的理由强行退学，剥夺了她读大学的
机会，这个情节很典型地表现了父权对主人公的压制和剥夺。
此前，电影曾发起过小规模的点映，阿美也关注着来自于

首批观众的真实评价。很多观众看完电影不禁感叹“李红太像
我妈了，太像我外婆了”。让阿美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很多观众
留言“姜武演得还不够好，应该让我爸（我老公）来演”，“虽
然这只是个玩笑梗，但其实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们塑造的人物
很具有典型性。”
阿美和团队其他成员一致觉得，这部电影并非是苏敏的

个人传记，而是属于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女性的共同故事，她们
需要被看见，重新开始属于自己的人生。一百多年前，鲁迅说：
“娜拉出走以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如今，阿美觉得，“社
会已经为出走的女性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苏敏，她通过自媒体寻找到了人生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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