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责任编辑：许 莹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影 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046620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最近热播热议的电视剧《扫黑
风暴》，虽口碑高开低走，但观众观
看的热度不减，高收视率不退。

在我看来，给观众久旱逢甘之
感的《扫黑风暴》是颇为应时应势，
符合受众心理需求的。这部电视剧
有颇为抓人的“噱头”，例如根据中
共中央政法委筛选的现实真实案例
改编入剧，包括昆明孙小果冒名顶
替逃避死刑，还有湖南中学操场埋
尸案等。无疑，真实事件改编入剧，
切近全国人民关注的扫黑反腐主
题以及影像风格上对于纪实美学的
追求等，共同奠定了该剧内在的某
种现实主义精神力量。当然，更重要
的是，因为该剧大胆揭露了现实社会中个别领
导干部与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共同牟利的黑
幕，这种自揭伤疤、刮骨疗毒之举，让痛恨腐败
和黑恶势力的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扫黑风暴》塑造了一众各色大小黑社会
人物，也塑造了亦正亦邪、忍辱负重，最后归队
的“夹心人”——主角李成阳，该片在影像手法
上，借助影调表意，常以不规则画面构图，运动
跟镜头拍摄，形成变形和扭曲的视觉效果，特
别是在李成阳陷入精神刺激时，表现他出现晕
眩的心理化镜头，颇具电影感。这些人物设计
与影像风格的呈现，都有些许“黑色”意味。放

眼世界，《黑道家族》《浴血黑帮》《大西洋帝国》
《教父》《美国往事》等影视作品，表现的几乎都
是集团式、家族式的黑帮犯罪，通过几代经营，
形成了一个政府警察几乎不在场的独立帝国，
奢华排场，惊险刺激。

但在这部剧中，如果你想要完成或满足你
的“黑帮想象”恐怕是会有些许失望的。剧中虚
构的“绿藤市”，显然没有北上广大都市的繁
华，剧中表现的欺凌弱小的菜场菜霸和小混
混，参与埋尸的打石场小头目以及基层派出
所、艳俗的洗浴城等，没有激烈的功夫打斗与
枪战，也自然谈不到暴力美学。加之导演有意

为之的大量跟镜头移动拍摄以及低调
打光、阴影表意等风格化的影像语言，
使得这部剧有了比较粗粝、质朴、生活
化，讲求平实、低调的纪实美学风格。

回顾中国新时期电视剧，《便衣警
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
《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五星大饭店》等所谓“海岩剧”，具有
刑侦类型与偶像剧综合的特点，但青
春、言情和偶像，压倒了紧张、惊悚。
还有黑色三部曲《黑冰》《黑洞》《黑雾》
以及《大雪无痕》《花非花》《罪证》
《121枪杀大案》等刑侦类型电视剧，
这些影视剧已沉寂多年，虽然在近年
来网剧《白夜追凶》《无证之罪》中延续

并热播，但在主流电视剧领域已多年未见。或
许这也是《扫黑风暴》引起许多观众关注的一
个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扫黑风暴》是一种类型剧主流
化和主流电视剧类型化之“双向互动”的结果。
这一融合类型的影视剧在类型情节与国家正
义、法制力量、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之间形成了
张力空间，也找到了平衡点。不妨说，国家主题
与法治公正为此类题材影视作品提供了惊险
曲折、斗智斗勇的故事。笔者相信，这种具有中
国特色的主流表达、现实书写和类型融合应该
有较为开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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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张力空间中的平衡点寻找张力空间中的平衡点
□陈旭光

新作点评

《我和我的父辈》是组合式主题
电影“我和我的X”系列的第三部，
由四位导演分别执导的四个按照时
间顺序连接的独立故事组成。“父
辈”的创作主题是父母与子女，表现
父母与子女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表现中华民族代代相继的接力，象
征中华民族百年来追求自由、解放、
发展、富强的前赴后继的奋斗。在这
一“宏大主题”框架下，电影分别选
择了四个年代的四个故事《乘风》
《诗》《鸭先知》《少年行》，从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抗日战争）、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到从未
来穿越回新时代，百年大背景下，四
个普通人、普通家庭、普通父母子女
的故事串联成线，以小见大、以一斑
窥全豹，完成其主题立意的表述。作
品用父辈与吾辈的相继来表现薪火
相传的百年中国，用中国故事表达
中国精神，显示出其高立意、精构思
的创作初心。

这部影片的四位导演分别是吴
京、章子怡、徐峥和沈腾，四位导演
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同时都是
被大众所熟知的演员。虽然我们不
能否认这种导演的选择可能有商业
因素的考虑，但更确切地说，还是因为他们相
对年轻，而且有丰富的表演经验，对观众、对市
场、对现代电影语言的理解更为准确和接近。
事实上，十多年来，许多由优秀演员转型导演
的影片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吴京的《战
狼2》至今还保持着中国电影市场最高票房的
纪录，徐峥的《人在囧途之泰囧》等也是当时的
票房黑马，此外，像陈思诚的“唐探”系列屡创
票房奇迹，贾玲的《你好，李焕英》成为本年度
春节档的票房冠军，周星驰的《美人鱼》等也是
异军突起，还有黄渤、徐静蕾等等，“演而优则
导”的成绩都相当喜人。四位导演这次联袂出
场，体现了四种完全不同的电影类型和风格，
吴京的战争动作片、章子怡的年代抒情风格、
徐峥的生活囧剧模式、沈腾的喜剧科幻片，共
同构成了一部电影集锦组合，给了观众不同的
惊喜、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满足，相信不同的观
众会对这部影片四个篇章给出不尽相同的喜
好评价，正好体现出人人都有一个自己最喜欢
的“我的父辈”。

以家写国、以家喻国是中国文化、中国电
影的悠久创作传统。本片延续了这一叙事原
型。四个篇章基本以父子关系为核心展开，以
子女一代对父母一代的观察为视点，从而使四
个故事有了一种亲情的带入感，许多场面和段
落也因为这种亲情的带入而让观者为之所动。
《乘风》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一支战功卓著的
铁骑队伍，他们为掩护群众撤离，拼死抵抗日
军，主题是父辈的牺牲，风格悲壮；《诗》则以

1969年我国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发射
首颗人造卫星为大时代背景，以普通
航天家庭的孩子为叙事视点，向中国
航天人致敬，其主题是父辈的奉献，风
格抒情；《鸭先知》取材于改革开放初
期出现在上海的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
背后的故事，致敬改革浪潮中敢为人
先的父母一辈，其主题是父辈的创新、
风格戏谑市井；《少年行》借助机器人
肩负特别使命从2050年穿越到2021
年，偶遇少年小小，组成一对临时父
子，联手追求科学梦想，其主题是父与
子的理解携手，风格奇幻混搭。四部影
片的故事、风格、样态各不相同，但都
试图用父母子女之间的两代人关系，
来传达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的百年奋斗的精神。虽然四个故事由
于篇幅所限，人物和事件展开的丰富
性和饱满性各不相同，但都借助于强
戏剧性的核心事件，完成了对主要人
物的塑造，在视听呈现和节奏把控上
都显示出中国电影的领先水准。骑兵
作战、航天试验场的星空、上海改革开
放初期的民风世俗、人工智能的未来
想象，都成为各个篇章不同的亮点。

这种“组合式主题创作”模式，从
《我和我的祖国》开始，既是一种在主

题框架下提供了多样性和灵活度的创作方
法，也是一种集中一流的创作资源的生产方
式，同时还是一种浓缩了优质商业影响力的
传播手段，这使主题创作的电影具有了成为

“头部电影”的优势，也体现了新主流电影创
作的实绩。这样的模式，使《我和我的父辈》
未成曲调先有情，成为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影
片之一。当然，正如从《建国大业》所开创的

“散点式文献历史片”模式一样，经历了《建党
伟业》《建军大业》的延续之后，必然会逐渐面
临创新门槛的挑战。“我和我的X”系列，如今
已经到第三部，可以说同样会面临严峻的创
新考验，面临观众审美需求变化的考验。如
何让思想倾向更天衣无缝地从情节、场面和
人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何塑造更有
电影感、艺术感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如何让组合电影更加具有内在的有机
性和完整性，如何让“我”作为艺术形象的丰
满与“我的时代”的宏大之间形成现实主义
的戏剧性审美张力，都是“组合式主题创作”
正在努力回答的考题。陈凯歌、黄建新导演
在总结《我和我的祖国》创作经验时，提出

“历史瞬间、共同记忆、迎头相撞”十二个字，
对于电影的主题创作依然具有方法论意义：
让个人命运与历史大潮迎头相撞的戏剧性
瞬间，被电影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往往才能
真正唤起观众的共同记忆、创造观众的共同
记忆。而这共同记忆就是电影的魅力，是电
影所创造的“盗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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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与当代战争片思考
□张 东

战争历史题材影片《长津
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战役
中的长津湖之战为中心内容，
延展至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体形
态，从不同层面、不同侧面表现
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上至最高决
策者、高级指挥员下到普通士
兵等众多人物的行为选择，突
出颂扬了志愿军将士为国赴
死、英勇抗敌的英雄主义、爱国
主义精神。

影片引爆了观众的观影热
情，同时也引发了大家对战争
历史电影的争论。实际上争论
早已开始，从十几年前的《集结
号》到近两年的《红海行动》《战
狼2》《金刚川》，不同层面的观
众对影片的评价差异非常大，
甚至出现两极现象。此次对
《长津湖》的评论，从战史、军史
的角度看，影片部分情节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失
真”之处，这也是被诟病最多的地方。而从商业
电影的角度看，《长津湖》的成功也是显而易见
的。值得注意的是，喜欢电影的观众并不是一
味沉迷于影像的炫酷、明星的追捧，而是对英烈
的崇敬。

今后战争片该如何发展？创作者与观众将
如何面对未来的战争电影？《长津湖》给了我们
许多启示，值得探讨和总结。

其一是战争历史与艺术呈现的关系。战争
历史是战争电影的基本依据和创作源泉，但是
如何把革命战争历史变成好看的战争电影却不
是简单的事。当下表现战争历史，特别是表现
重大革命历史的影片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以
八一厂30多年前拍摄的《大决战》为代表，该片
的定位是史诗性、纪实性，还有一条是文献性。
所谓文献性指的是影片反映的史实要真实，经
得起史学家的检验。因而这部影片对于历史真
实的呈现十分考究，大到战争进程、战役部署、
部队任务、战术战斗等都要求尽可能接近真实
的历史，比如打天津共用了29小时，银幕上
就以小时为单位来展现战争过程；小到服装道
具，主创也努力求真，比如毛主席当年用的是
什么烟盒，北平市长何思源戴的什么眼镜，都
力求真实有据。第二种即以小见大，从小人物
入手，反映大的历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
影片《拯救大兵瑞恩》，该片表现了诺曼底登
陆事件，但影片只在前20分钟表现了这一实
况，接下来的主体故事就是寻找大兵瑞恩的过
程。《拯救大兵瑞恩》叙事的大小关系值得思
考。正是因为有了影片开头前20分钟的诺曼
底登陆，历史背景、时代风云、人物命运与家国
关系才得以更好构建。影片成为史诗之作，是
以小见大的典范。

回到《长津湖》，长津湖战役是朝鲜战场上
的一次重要战役，它“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
歼美军一个整团的纪录，这次战役，收复了三八
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成为朝鲜战争的拐
点，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
这是军史方面对长津湖之战地位的评价。表现
这样一个大事件，影片的主体故事聚焦一个连
队、一对兄弟，通过他们进入长津湖战场，继而

以此关照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体。这一叙事角度
非常有意义，无论从故事层面还是历史层面都
可以展开，从而游弋于史与诗的交叉处，这也是
《长津湖》得到不同观众不同角度认可，也被一
些观众质疑的原因。

在我看来，战争历史电影其实要做的是平
衡关系。史与诗、实与虚、文与武、动与静，对残
忍的暴露、对勇敢的赞美，都需要拿捏好度，好
的构架能撑起影片，比例失调则影响效果。

《长津湖》中表现最完整的人物是胡军扮演
的“雷爹”。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严寒中
的一丝暖意。这在一部冰雪加钢铁的影片中尤
为可贵。他出场不多的几场戏完美体现出一名
老兵的全部特质：技艺高，一发炮弹致敌；为人
忠厚，对伍家兄弟亦兄亦父；性格刚强又不失幽
默；关键时刻对战场变化的判断准确。雷爹最
后的牺牲，英勇却又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他的
眼神中，绝望和渴望之余还有一丝别的意思。
结合影片中另外两个情节，一个是伍百里的死，
几次提到百里是怎么死的，却一直没有正面回
答，可以想象他的死一定非常痛苦，而眼下这种
痛苦又在雷爹身上重现，他的战友该做何选
择？还有一个是美军指挥官中枪后，万里想去
补一枪，被千里制止。这不仅折射出人性之光，
其实也给出一道战争哲学的选题。即我们应该
如何对待生死，如何思考生命。这道战争哲学
的考题也在考验影片的创作者，答案关乎作品
的思想价值。《长津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
题，但确实给我们留下思考的空间。当战争离
我们越远，对于战争的思考应该更趋理性。更
多发掘战场外的内容。我认为这是当代战争片
应该达到的高度。

战争始于和平，终于和平，很多战争电影都
是从一片祥和安宁中开始的。《长津湖》的开篇
给了我们一幅江南水乡渔舟唱晚的画面，宁静
划动的小船使观众感受到一场战争结束后士兵
回乡的甜美。这里有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憧憬。
新中国成立了，战士的希望是为父母建一所房
子。对于一生都生活在船上的渔民来说，在陆
地上有自己的房子是了不起的理想。时代背景
与人物前史都有了交代，但这一切随着那个传
达命令的声音被终结了。此时，我们想起了千

里带回家的大哥百里。战争
的延续打破这个普通人家的
美好生活。为了下一代不再
打仗，我们必须去打这一
仗——这是战争与和平的哲
学思考，影片从一开始就在
回答着。而三兄弟的传承关
系又在表达着“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这一中国传统
理念。一个小家与一个大
家，承载的是家国情怀。

这里还想说说武器。我
们都知道抗美援朝战争是我
们经历的第一场现代战争。
我们直接面对世界上第一军
事强国的现代化装备，而我
们落后的武器装备在当时不
可同日而语，战争的惨烈是
可想而知的。战后有美军士
兵回忆当年的对战状态说，

面对志愿军战士的武器装备，自己的攻击不像
是战斗，而像是屠杀。这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志愿军却坚持下来，并且
取得了胜利。这种义无反顾，让美军士兵难以
理解。我想说的是武器的展示，应该还有另一
层意思。影片中无时不在的飞机、炸弹炸起的
烟火，还有志愿军战士仰望天上飞机时那种无
奈与不甘的目光，让我们思考武器在战争中的
重要性。多年来我们强调的是小米加步枪，以
劣势的武器战胜装备精良的敌人，可是我们更
应该看到，武器装备的落后让我们付出了惨痛
代价，那么多年轻生命溘然逝去。所以影片中
对武器的表现，不仅仅意在突出战争的惨烈、战
士们意志的顽强，这场战争对于我们加强国防
现代化建设是有启迪意义的。

与之相关的还有后勤保障。我们的对手不
仅有强大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有最完善的后勤
保障体系。《长津湖》中有一个感恩节美军吃火
鸡的场面，这在以往的抗美援朝影片中没有出
现过。对于美军的后勤算是正面表现一下，而
非常少有地用平行蒙太奇表现志愿军雪地啃冻
土豆的场景。两组画面对比让人们看到了科技
的差距。所以现阶段强调对工业科技发展的重
视尤为需要。

炫酷的场面可能是影片花钱最多的部分，
其实这部分让人惊喜的地方反而不多。过多的
音效稍显堆砌之感。值得一提的是，肉搏战一
场戏非常精彩。我们印象中的美国兵要么是骄
横、只会啃鸡腿的少爷兵，要么是不堪一击的乌
合之众，完全没有战斗力，被志愿军一冲即垮。
《长津湖》设计的这场两军近身肉搏的戏，让我
们捕捉到了很多信息，我们的敌人不是草包，敌
人并非不堪一击。没有那些装备的情况下，他
们也是一伙强敌，要战胜他们，只能比他们更
强，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场戏看得人揪心，那种
你死我活的较量比漫天的烟火大炮更震撼。

《长津湖》上映数日，票房一路飙升，正向着
国产片第一的前景挺进，同时引发了人们对战
争电影的大讨论。除去极少数攻击性的言辞
外，大多数评论对战争片的进一步发展都提出
了有价值的观点。这些对于当下战争电影的创
作应该是有宝贵意义的。

关 注

9月27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
《对你的爱很美》研讨会在京举办。该剧围绕两个
风格迥异的父亲展开，讲述了一段令人啼笑皆非
的家庭生活故事，通过一女两爸的创新叙事努力
开掘关于父爱的主题。与会专家认为，《对你的爱
很美》获得观众的关注和喜爱，不仅为“中国式家
庭”的故事找到了一种新讲法，更让人们看到了
现实题材影视剧所蕴含的无穷可能性，为业内创
作者和观察者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启发，也向社会
传递了温暖、和谐的正能量。会议由中国电视艺
委会秘书长易凯主持。

该剧一经播出，张嘉益饰演的王大山和沙溢
饰演的柯雷这两个既新奇同时又不乏代表性的
父亲形象就成为热议焦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第
一印象。有别于所谓“男主外”的传统教条，王大
山踏实、顾家，不仅凭借一己之力为妻子罗晴和
女儿王小咪撑起一片温暖的天地，更用小人物独
有的智慧，在平凡烟火中点燃浪漫的火花，让自
己的家人在安宁无忧之外，更享受到生活本身的

美好。相比之下，柯雷的故事则体现出
一个父亲的成长之路，从个人中心、无
拘无束，到学会承担责任，为他人的幸
福而付出，他完成了自己在功成名就
之后的第二次成长。《对你的爱很美》
总制片人高因在发言中谈到，在该剧
创作中，主创希望探索“父亲”这一经
典文艺形象在当下的全新面貌，进而
呈现“中国式家庭”的更多侧面，最终
希望探讨的则是在血缘和利益之外，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能否建立在全
新基础上的问题。剧中王大山、柯雷、
罗晴和王小咪之间从误会、迷茫，到凭

借真挚情感结成
一个有爱的共同
体的过程，突出体

现了主创在这方面的思考。专家认为，王大山虽
然只是一个普通的面馆老板，但他能够在专注于
工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快乐。更重要的
是，王大山对妻子和孩子的情感，尤其是对王小
咪“没有血缘，超乎血缘”的关爱，使得该剧的审
美趣味超脱了寻常格调，具有了包容、和解、和谐
的特征，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的审美理想遥相呼应，成为一种高品位生
活美学的具象化体现。

专家谈到，《对你的爱很美》中包含的情感逻
辑真实可信，这也正是该剧能够打动观众的关键
所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王大山、王小
咪、罗晴和姥姥等人的情感反应各不相同，但都
契合了人性深处的本真一面。在现实题材创作的
众多考量维度当中，如何用真情实感打动受众更
加值得关注。《对你的爱很美》虽然表达方式轻松
诙谐，但背后蕴含了“怎样的生活理想才值得追
求”等严肃议题的深沉哲思。

（许 莹）

电视剧《对你的爱很美》用善意同生活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