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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师》

新作点评

对中国观众来说，《金刚川》的观影过
程会不可避免地进行两重比较。首先跟

“别人”比：都是战争电影，《金刚川》跟《敦
刻尔克》《血战钢锯岭》《父辈的旗帜》
《1917》等战争片相比，美学上的差异在哪
儿？其次是跟“自己”比：与《英烈千秋》《地
道战》《大决战》等经典创作相比，今天的中
国战争片是否有所超越？无论结论如何，
分歧性的看法基本反映了在新的技术条件
和文化语境下，制约创作者理解、表现战争
的一系列困扰——战争片创作应该走向历
史叙事还是政治抒情？应该诉诸战争再现
还是哲学反思？

三次“战争史”

所有战争片都要完成三个任务：一是
在剧作上交代战争动机，亦是书写战争正
义；二是再现战争过程，将遥远的历史转换
为生动的现场，通过叙事将战争史知识合
法化；三是塑造战争中的个体，以形象为载
体反思战争，进行情感认同和政治动员。
通过对历史的重访再现战争现场，当然也
是《金刚川》创作的首要目标。影片创作者
放弃了全景式的宏大视野，以微观视角介
入历史，选择1953年7月12日、金刚川、
过桥三个元素为叙事核，以期在时间、空间
和事件上精准定位、窥斑见豹。

但具体来说，又该如何组织战争、书写
这段历史呢？通行的处理办法无外乎线性
与非线性两种。线性叙事从战争的起因、
进展、转折到终止，三幕或四幕剧经典结构
意味着虽然战争很复杂、漫长，但讲述形式
使得战争因此变得可理解、也“很好看”。
非线性叙事则如同拼图游戏，通过对过程
的拆解、重组，一方面创造了更强的形式感
和参与性，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价值观。因
为具体的叙事结构蕴藏特定的世界观，变
换了叙事手法就是更换了进入历史的方
式。

四段式的《金刚川》从渡河士兵、美军
飞行员和高炮班战士三个局部对战争进行
叙述，分别以冲锋主体、敌人和掩护者三种
不同的视点，企图建立战争的丰富质感和
立体真实。视点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你所看到的世界，取决于你所置身的
位置。多视点当然是建立真实感的重要技
巧，因为单一视角只能获得一种知识，观察
事物的角度越多，认知事物的客观性就更
完整。合理的视点变化可以为观众寻找理
解故事的不同位置，不但会增加叙述话语
的丰富度，还可以提升角色和主题的品质。
但多视点存在两大难题：一是视点要有差
异，避免重复叙事；二是视点必须缝合，避
免叙事断裂。《金刚川》提供了3个视点，但
他们几乎没有创造足够丰富、不同的信息。
一个士兵“死了三次”，惊吓的战马、炸桥、
命令等关键的细节、动作、台词、镜头，以及
注释军事知识的字幕等，相同素材重复使
用，造成“一个故事讲三遍”的负面观感。

“对手”段落的意义，只是为了以美军为视
点，赞美中国军人“难以置信”的意志品质。
没有改变理解故事的路径，视点变更也就
失去了意义。抛开为数字技术提供施展空
间的视觉需求，这一段几乎就是冗余的。

重复表面上是重现事件，实质上是重
历相同的时间，是对时间的再次强调。跟
复调、排比、慢镜头等抒情手法一样，当创

作者通过重复，将观众的体验从故事线中
抽离出来，观众的体验重心变成了形式结
构所关联的时间体验，事件变成了情感，这
正是抒情的秘诀，也是《金刚川》这种视点
处理的最终效果：导演组通过重复将战争
事件变成了历史情绪。

两个人的“英雄谱”

战争片写人都是惜墨如金。一方面战
争旷日费时，涉及人物不可胜数，这决定了
战争片人物群像式、组态化的特征；另一方
面，战争过程再现作为创作的重点，一定程
度上会挤压塑造人物的时间，造成人物浮
光掠影的缺陷，《决战中途岛》等均是如
此。于是，以焦点人物的行动为线索跟踪
战争进程，将写人和叙事结合起来，便成为
规避上述两个问题的有效做法。但它对人
物创作提出了两个更高的要求：一是需要
建构人物的历史，交代他（她）与战争的关
系，从微观上强化叙事的动力；二是呈现人
物在战争中的成长或转变，以转变的代价
突出主题价值。

张译和吴京分饰的张排长和关班长无

疑是《金刚川》中最有显示度的“高光人
物”。导演通过方言、造型、动作和台词，特
意强化了他们之间的个性反差：张排长谨
慎理性、惜弹如命，又善良仗义。他警惕战
场上的细微变化，计算每一颗炮弹的用处，
不折不扣执行上级命令，对关磊抽烟、浪费
炮弹等不理性的行为善意劝阻，把热乎乎
的玉米送到战友手上。吴京饰演的关班
长，则是个粗放随性的典型军人，他目光
如豆、无惧无畏，情绪宣泄酣畅淋漓，言谈
举止自带锋芒，崇高和嬉皮融于一身，形
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矛盾体。影片通过
AB炮位将他们区隔在两个不同的空间，
在比较和互动中强化志愿军战士群体的鲜
明个性。

人物最大的变化出现在张排长身上，
这给张译的表演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在目
睹了美军的残酷轰炸、关班长的壮烈牺牲
后，张排长决定点火引敌、与敌对决，最终
以血肉之躯击碎美军战机，谱写了一曲悲
壮的英雄史诗。可以说，张排长变成了关
班长，成为悬浮在银幕上的精神符号，情绪
超越了理智、勇气战胜了常识，人物成了精
神的赞歌。

一面“浮雕墙”

第四部分“桥”开场，当小战士挺立桥
头，身边的士兵奔涌向前，创作者已经放弃
了叙事，电影变成了油画，叙述体转为抒情
体，写实语言变为写意语言，人物形象被定
格、表情被雕刻、意义被凝固成永恒。

最终，中国军人用身体搭建的“桥”，解
决了战争的困局，克服了叙事的障碍。缓
缓横移的镜头捕捉到每一个士兵的表情，
驾驶美军战机的希尔凝视着这人间“神
迹”，创作者开始为历史塑像、向英雄致
敬。老年史密斯和小胡的旁述最终汇合，
他们的声音穿越时间，企图在当代对历史
的回访和缅怀中，获得富有张力的叙事时
间框架。这种结尾既是一个注解，也是一
次合唱，更是片尾曲《英雄赞歌》的前奏，导
演组显然无意为故事画上终止符，而是将
前三段的讲述升华到民族精神的高度。

影音关系的复杂性体现为互动、反身
和分立三种情况，这注定了声音一方面会
辅助叙事、丰富现实的质感，又会主导叙
事，提供政治或情感上的另一层“真实”。
对声音的这种主导性运用，正是《金刚川》
造成抒情体效果的关键。最外层是解说声
和非常饱满密集的配乐、音效，前者介绍战
争背景、解释战争意义、评价战争精神，后
者推动观影情绪的生成；中间层是视点声
音，以旁述回溯历史，创造战争亲历感；最
内层是台词，对人物的精神境界进行开拓
和提炼。

作为一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影片，《金刚川》延续
了此前一大批国庆献礼片的美学模式，将
创作由重返历史、再现现场，转为解释历
史、礼赞英雄。但是，商业诉求和思想性的
粗线条混合，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少许偏
离逻辑常识的硬伤与不够节制的煽情催泪
现象，这对于正在大步走向世界的中国电
影而言是应当注意的。

礼赞英雄的礼赞英雄的《《金刚川金刚川》》
□□谢建华谢建华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
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
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总攻号令。

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如何通过电视剧这种
艺术形式呈现扶贫路上的真实故事，深刻反映精准扶贫战略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成为新时代赋予电视剧人的重任与使命。

早在今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即发布《关于做好脱贫攻坚题
材电视剧创作播出工作的通知》，强调了各级电视台特别是卫视
上星综合频道要加大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购买、排播力度，同时
公布了确定的22部脱贫攻坚题材重点电视剧名单。

今年4月拉开帷幕的第26届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2020·
春季），也在位于交易会官网首页的醒目位置，设置了“脱贫攻坚
主题重点电视剧片单”展区，集中展示了35部农村题材剧，以

“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成为此次春交会展览的重
点剧目。

更为令人欣喜的是，今年以来播出的一大批回应时代重大
主题、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扶贫题材电视剧，不仅将视角对准了

“年轻人”，同时通过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
接纳和喜爱，“正剧”与年轻观众的疏离感正在消失。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更多有能力的、有思想的年轻
人。梳理今年以来已播出的扶贫题材剧集，“年轻人”的身影占据
了半壁江山，荧屏上一大批在决战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攻坚克难，
有信仰、有担当、有情怀的青年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温暖的味道》中，商务局团委书记孙光明赴大槐树村任
“第一书记”，面对种种困难波折，利用网络打开生态蔬菜、特色
旅游市场，成为带领全村村民走向幸福小康生活的功臣。

《我们在梦开始的地方》则讲述了“90后”第一书记窦豆的
奋斗和拼搏。她在好友赵晓玮和技术员周莫的助力下，帮助村民
改变了贫穷的命运，走上致富的道路。

在《绿水青山带笑颜》中，许晗、杜笑语等都市优秀青年积极
返乡创业，在大学生村官郑菲及当地村民的协助和支持下，带领
贫困农民步入小康，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之路。

不仅仅是塑造了众多青年形象，与此同时，创作者们也在极
力摆脱陈旧的思维定势，力争以全新的创作理念呈现全新的脱
贫攻坚故事。这样的变化，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也得到了年轻
人的鼓掌叫好。

首先，一些剧集体现出新颖形式。《最美的乡村》用3个单元
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农村脱贫工作的鲜活现场，每个单元
之间有机联系，展现了“扶贫接力”的内涵。该剧导演郭靖宇表
示：3个单元包含的故事容量，随便单拎出来都可以做成一个30
集长度的电视剧。我们也曾经试图用一个贯穿的故事，把所有扶
贫中精彩的事都放在一起。几经权衡，最终采取了单元剧的形
态，通过巧妙的串联将3个故事相连接，同时在3个故事里，把
农村扶贫的不同样子，各种各样的类型都写满写全。

其次，今年播出的扶贫剧区别于以往“卖惨哭穷”的风格和
叙事套路，大多呈现轻喜剧的风格，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
式诠释了脱贫攻坚的宏大命题。

《我的金山银山》注重在笑声之中传递精准扶贫的精神，剧
中的村委会主任范星火穿西装、打领带，搭配旅游鞋，再配上标
志性的大笑，细节之处自带喜剧气质。此外，剧中很多喜剧梗都
是为当下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该剧导演贲放表示，“喜剧元素的
增加就是让扶贫剧年轻化的一种方式”。

《花繁叶茂》中，村支书唐万财能说会道，有满脑子的主意，
对扶贫事业有着满腔热忱，不过也常常闹笑话。这样的故事讲
述，让“有意义”的故事变得“有意思”，更靠近年轻观众，也更吸
引年轻观众。

再次，紧贴时代引发共鸣。例如主创在电视剧《绿水青山带
笑颜》中围绕创业、实现自身价值等话题进行深入思考，该剧总
导演刘流说：“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逆流下乡、
回报故土、自主创业。”

扶贫题材电视剧是对时代热潮的回应。在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之年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一系列热播的扶贫剧不再生硬、刻
板，而是向更年轻、更时尚、更有趣转变，且剧作、人物扎实，不仅
实现了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也俘获了年轻观众的心。

这些剧集的成功再次验证了一个道理：只要避免假大空、喊
口号，只要走心、接地气、找到好的切入点，主题创作影视剧同样
可以叫好又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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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节奏、高密度、悬念强的“悬疑＋”题材网剧，在近年
迎来其高光时刻，已播出的剧集数量和质量在近年颇为突
出，叫好又叫座的悬疑网剧在叙事文本、创作理念、审美取
向等维度达到电视剧制作的水准与电影的质感，国产悬疑
网剧正逐步实现精品化的生产方式。《沉默的真相》《隐秘的
角落》《重生》《摩天大楼》《白色月光》《唐人街探案》《十日游
戏》等近30部悬疑剧，势头迅猛，在爱优腾三大平台播放完
毕，特别是精彩纷呈现实向的悬疑剧使得受众破层扩圈，男
性受众比例由2019年的3%上升到20%。

创作理念：“短而快”“专而精”

疫情时期，网络剧热度的飙升原因无需赘述。后疫情之
下的新常态，使得今年的网络剧获得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
机遇。谈及网络剧的发展，首先提及的重要时间节点是2011
年。这一年，网络文学《甄嬛传》《步步惊心》等成功改编为影
视剧。网络剧题材走向多元的节点是在2014年。2014年平
台播出网络剧数量和点击率分别是前一年的4倍和2倍。
《匆匆那年》已成为当年现象级网剧的标杆。至此，网络剧发
展模式逐渐成熟，受众不断扩圈，开启海外传播之旅。

12集的迷你型短剧证明了零碎时间
的价值和碎片化审美的意义。体量小、快节
奏的“短而快”网络平台自制剧作品纷纷涌
现。平台自制剧摆脱了对明星、IP的依赖，
既方便把控作品的质量，也能实践全新的
理念。大制作、高投入“专而精”的悬疑类网
剧，寻求大众爆款的野心一再得到观众的
认可。爆款《长安十二时辰》引发了全民热
议。在唐旋风的加持下，盛唐气象、文言台
词、唐装、唐城一百零八坊等元素得到了较
好呈现，对“唐”元素的喜爱程度，标志着观
众对网剧在接受美学层面的认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再次得到实证，其
表现手法和输出理念的模式被不断创新。
网络影视制作属于工业化产业的范畴。专

业化、规模化程度高的“专而精”工业流程，不光是技术和制
作水平的提升，关键在于技术、艺术和真实感的融合。悬疑类
网剧要求主创团队必须深入IP的价值内核，考究其是否有丰
富的文化内涵和核心价值观，足够支撑起IP内涵和外延的活
化，足够产生不竭的影响力。剧集内容的文化内涵越丰富，人物
性格越鲜活，核心价值共情度越高，成为爆款的机率也越高。

文本质量：艺术质感真实深耕品质剧集

近年悬疑类网剧的文本叙事实现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突
破。早期的网剧叙事模式主要是模仿情景喜剧，情节以喜剧
段落串联，走搞笑、“无厘头”为主的人物设定路线，将故事
以线性的方式呈现给受众。今年前三季度已播出的网剧，探
索出适合网络媒介的叙事方式，即向单元剧、短剧的方向创
新发展，剧情推进节奏快，情节反转次数多。“悬疑+”的网
剧，题材内容不再是单一性的刑侦探案，融入了诸如科幻、
古装、爱情、友情等多种元素。

冯友兰“心赏”观点中认为：“哲学讲理而使人知，艺术
不讲理而使人觉。”悬疑剧便有着“不讲理”而“使人觉”的魅
力。今年9月16日新上线的网剧《沉默的真相》，正义和公平

化身的检察官江阳，坚持十多年不计成本地付出，只为查清
案件的真相，即便舍身求“仁”亦在所不辞。刑警朱伟、严良，
律师张超，记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张晓倩等，都助推真相
重见天日。缜密刺激烧脑的剧情，深入浅出地表达了“邪不
压正”的理念。

审美取向：融入对现实的思考

接受美学中认为，创作者和受众共同参与创作了艺术
文本。网剧的思想艺术性和口碑被诟病，非一朝一夕。部分
网剧过度娱乐化定位使其停留在浅层的表达上，弱化了对
于剧集价值内核的深入挖掘。近年来倡导媒介融合，网剧在
不同的媒介平台上呈现出融合对话、共通共生的创作取向。
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促进了网剧质量的全面提
升，从而带动了文化市场构成的变化。网剧与传统电视剧的
边界逐渐消弭，创作差距在缩小。当现实主义成为接受美学
的主潮流时，网络剧即时遵从了观众和市场的呼唤，在悬疑
剧这一类型中融入自身对现实主义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人物论认为，“在悲剧中遭受灾难的
既不是完全的好人亦非坏人，而大多是因为某种错误而败亡
的好人。”《破冰行动》中禁毒英雄马云波这一角色的人物塑
造的立体性，揭示了反面人物内心的私欲和犯罪动机背后的
真相。剧中的马云波妻子为了保护丈夫而中枪，后遗症致使
其不得不借助毒品减轻痛楚。马云波面对家庭和正义，无论
选择哪一方都是输家，都会使英雄堕落。《沉默的真相》中，昔
日阳光帅气的检察官江阳，为了查案，丢工作进牢房，为保护
妻儿选择离婚。身患肺癌晚期的他，决定以结束生命换取真
相大白。江阳的朋友，曾经的教授、律师、刑警、记者，这些不
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无奈选择剑走偏锋的方式帮助江阳完
成遗愿，告慰亡灵。真相被揭开之际，剧中无一人是赢家，令
观众不禁唏嘘反思。

后疫情时代，影视行业重新洗牌，6000多家影视企业面
临各种挑战，“危”与“机”相伴相生，势必呼唤新产能的横空
出世，未来的网络剧生产主体将会更加专业化、集约化。新生
代影视剧人粉墨登场，或将给剧集制作带来新活力和惊喜。

国产悬疑网剧向精品化迈进国产悬疑网剧向精品化迈进
□□刘刘 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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