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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拍摄22年，上映22天”。近日，电影《风流一

代》公映结束，最终收获1031.2万票房。电影《风

流一代》讲述了巧巧和郭斌这一对恋人二十年分

分合合的故事，勾连起中国社会新世纪的社会嬗

变。影片以散文诗式的流动影像重回过去的电影

场景，纪实素材与剧情素材再一次混合交织，经典

文本再次搬演与延续，重新激活了观众最鲜活的

观影经验和最原初的观影感动。摄影机久久凝视

人们的面容，还原并拼贴着人们的文艺生活日常，

从而展开对一个时代的影像的怀旧与迷恋。该片

不仅是对导演贾樟柯个人电影创作生涯的一次温

情回望，也是对新世纪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光影

拾穗，于记忆深处打捞一个时代的流年碎影。

时代面容的深沉凝视

影片凝缩了贾樟柯二十年来电影拍摄的大量

纪实素材。摄影机深沉地凝视着公众面容的同时，

面容也将目光投向摄影机。这与导演贾樟柯一贯

的纪实美学风格相呼应。诸多面容的展示与显现

传递出一个时代不可名状但又震撼人心的深沉力

量，而对于观众而言，这份力量独属于纪实影像对

于面容的聚焦。

在镜头前，这些面容或唱或笑，或是眺望远方

或是直面镜头。从大同下岗女工群体的面容，到三

峡移民群体的面容，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公众的

面容，以及女主巧巧和男主郭斌的面容，一张张鲜

活的面容显现着人所经历的岁月沧桑和人生无常，

又与深沉的时代相勾连，直击观众内心。

在导演贾樟柯惯常的影像表达方式中，公众的

面容与其所身处的环境形成了一种隐秘的对话关

系。面容同环境中的事物进行平等对话，不需要发

出声音，只需要静静地呈现，就能建构起微妙而深

刻的影像内涵。当代电影越来越依赖动作，但导演

贾樟柯延续着让电影回到面容的策略。作为“讲

述”的面容又作为一种动作而被摄影机捕捉，让面

容用无声的语言去直接呈现复杂的内心经验，例如

巧巧与斌哥时隔多年后的相遇，两人以沉默互相致

意。镜头前的每个面孔获得了一个封闭、但是属于

自身的时间，从而拒绝着时代超速发展带来的均质

化。充满生活气息的面容被捕捉，加入生活流的影

像叙事，使得面容作为公众最真实记忆的外延，诗

意地栖居于影像的大地之上。

在导演贾樟柯的镜头中，角色的面容似乎并非

简单的叙事工具，而是时代变动的“定格”。个体的

喜怒哀乐与社会的巨大变革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

幅独特的时代肖像画。一方面，这种面容的群像指

代在时代巨浪中的普通人，指向他们的挣扎、妥协

与奋斗；另一方面，也暗示这些普通人如何以自己

的方式成为时代的一部分。贾樟柯在片中没有直

接地批判或歌颂，而是如实地展现出这一代人的真

实面貌，使得面容在其存在中彰显意义。

时代文艺的混杂串联

影片中穿插各个时期各个年代的流行音乐、

舞蹈、体育，唤醒观众的集体记忆，也由此串联起

故事的时空变迁。流行文艺是对一个时代最直

接、最感性的呈现，承载着一代人对于一个时代的

记忆与情感。正如贾樟柯感慨电影学院边的小酒

馆的消逝：“于是不得不抓紧电影，不为不朽，只为

此中可以落泪。”《风流一代》将镜头对准一系列文

化符号与文艺元素，混剪并拼凑出时代的剪影。

这种流行文艺的介入并非故作彰显，而是深刻地

嵌入到人物的生命与历史叙事之中，成为理解一

个时代的另一种视角。

这些文艺活动犹如魔法师的手指，将原本凝

固的公共空间转化为流动的时代记忆的锚点，使

之变得灵动而富有可塑性。在这一重塑的进程

中，过往的记忆痕迹被细心探寻与唤醒，再次散发

出时代特有的璀璨“光晕”。它们让当下的鲜活经

验跃然眼前，仿佛重燃了那些瞬间的光芒，进而孕

育出全新的、生动的当下体验。导演通过歌曲与

年代的错置，将冷静的纪实与对于时代历史的艺

术修辞巧妙结合起来，如将2001年的大同街道景

观同万青乐队歌曲《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剪辑在一

起，以及结尾处将崔健的歌曲《继续》同2022年的

当下剪辑在一起，充分将声音的年代同影像的年

代混杂起来、将文艺的时代和时代的文艺串联起

来，传递出独特的时代历史感悟和总结式的深情

历史回眸。通过摄录歌厅、工人文化宫等象征着

大众文艺的公共空间的变迁，导演试图挽留那些

正在被遗忘的历史触动。影片通过冷静的镜头语

言与细腻的情感刻画，让观众感受到时代流行文

艺那不为人知的脆弱与珍贵。这种对历史记忆的

挖掘，使得《风流一代》在贾樟柯的创作谱系中，成

为一部节点性的作品。

时代影像的怀旧打捞

影片《风流一代》与贾樟柯导演过去的一系列

作品《任逍遥》《三峡好人》《江湖儿女》存在着互文

关系，体现在影片的情节设置上，从2001年的大同

到2006年的重庆，再到2022年的珠海，最后又回

到大同。故事的发生地点完成了闭合回环，但时代

的变迁传达出物是人非之感。

“同时用纪录和虚构两种方式去面对新世纪

20年的中国历史，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策略。”对贾

樟柯导演来说，历史就是由事实和想象同时构筑

的。通过对场景、道具与氛围的细致描绘，影片重

建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时代。例如，破旧的大同街

道、工人文化宫中老旧的设施、甚至是三峡移民废

墟中的某些不起眼的物品，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印

记。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不仅让电影具有强烈的真

实性，也使观众在观看时获得一种“考古”般的体

验，仿佛要从影像中打捞出关于过去的蛛丝马迹，

使得怀旧成为一种诗意。

怀旧所带来的诗意不是拔高的结果，而是一

个压缩、削减的过程。浓缩到最后，这就是一个时

代的历史文本，人民大众的历史记忆。在现代化

浪潮中，地方性叙事与全球化语境相互交织，人们

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遗失。然而，这些“失去”

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消逝或仅仅存留于记忆

之中。它们承载着我们过去的印记，同时也为我

们未来的道路提供了警示。通过对这些遗失元素

的打捞与挖掘，观众得以对那个时代进行想象性

的还原与重温。

贾樟柯通过对时代面容的凝视，捕捉了那个特

定历史阶段的独特气质；通过时代文艺的串联，展

现了个人与集体记忆的交织；通过时代影像的怀旧

打捞，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记录与反思。导演用

《风流一代》回答了一个关于时代与个体的永恒命

题：如何在历史的巨变中，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在

面对现代化与全球化浪潮的同时，找到属于自己的

独特位置，同时不忘记那些曾经塑造公众文化记忆

的物象。

（作者张经武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程熠卓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科研

助理）

关 注

打捞时代的流年碎影打捞时代的流年碎影
——评电影《风流一代》兼论贾樟柯导演艺术

□张经武 程熠卓

12月 14日上映的动画电影《雄狮少

年2》，讲述了少年阿娟从广东奔赴上海的

历程。这位舞狮少年因生活所迫登上拳战

擂台，在困境中坚守，直面现代格斗的强劲

挑战。他凭借传统功夫对抗资本黑幕，借由

传统文化突破生命的重重关隘，塑造出坚

毅自强的形象，生动演绎了一段饱含热血

与拼搏的中国故事。影片深刻而清晰地展

现了中国人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让观

众深切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

会的蓬勃生机与无限魅力。

在《雄狮少年2》中，通过主人公阿娟

的命运变迁，观众得以看到一个生动的当

代青年形象。阿娟从广东来到上海，为了挣

钱给父亲治病。这一地理上的跨越，不仅象

征着他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化，也隐喻着中

国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快速发展和变

迁，以及当下青年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

中最迫切的希望——安身立命。在乡土中，

舞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父老乡亲的希望和梦想。然而，当舞

狮少年来到国际化都市上海，他不得不面

对现实的残酷和生活的重压，舞狮的梦想

似乎变得遥不可及。这时，为了给父亲治

病，现代格斗比赛的奖金成为阿娟最大的

目标。从舞狮到现代格斗，这种转变也隐喻

着乡野的、朴素的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中

的新发展和新挑战。

而现代格斗规则在影片中不仅是比赛

的一部分，更代表着现代社会的丛林法则

甚至潜规则。阿娟在格斗比赛中不仅要面

对作弊的强大对手，还要面对由资本吞并

带来的不法不公。这些规则为阿娟制造的

挑战和困境，正是普通人在当代生活中也

会面临的问题。影片通过阿娟的奋斗和抗

争，传递出一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

神。到最后，回归“求真”，并且指明在现代

化规则下要不忘人的本色。这种指向真理

与公正，而不是单纯追逐胜利与名利的精

神正是中国故事的核心所在。同时，阿娟在

格斗比赛中的成长和蜕变，也隐喻着青年

在当代生活中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雄狮少年2》不仅延续了前作“舞狮”

的精神意象，通过动画艺术独特的视听语

言让观众领略中国传统舞狮艺术的魅力，

更是通过写实与写意的方法，创造了精彩

的现代格斗场面。

究其动作段落之所以成功的深层原

因，是在动作段落的叙事逻辑中安插了中

国式的“精气神”，加入了“野草丛”这一新

意象，用来指向舞狮的来处——民间、传统

与江湖。如片中女主角所言，“我看到了野

草中的雄狮”。中华民族的瑰宝“武术”及

其身后的人民性成为承载舞狮精神更为浑

厚与广袤的文化基础。片中那些来自平凡

生活的高手和绝技，不仅为影片增加了神

秘感和趣味性，更承载着中国精神，这些无

名高手与神秘武功背后，折射出团结、勇

敢、力量、智慧等品质，这些品质正是中国

文化所强调的核心价值，动作段落至此有

了“魂”。

《雄狮少年2》在讲述中国故事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展现了现实

主义的磅礴力量。除了阿娟的个人困境

外，影片通过大资本吞并小拳馆等情节揭

示了商业社会的残酷和不公。这些情节不

仅增加了影片的紧张感和冲突性，更让观

众深刻感受到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

影片并没有止步于此，阿娟始终没有放弃

内心的希望与温暖。在面对这些现实磨难

时，雄狮少年没有逃避或屈服，而是选择了

勇敢抗争和不懈奋斗，体现了当代年轻人

的真实面貌。这种对现实的观照和对人道

的彰显，正是现实主义电影所要传递的核

心价值。

现实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电影创新具有

重要意义。它不仅要求影片关注现实社会

问题、反映人民心声，还要求影片通过真

实、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挖掘人的

价值和意义，使得电影获得更深远的美学

价值和更宽阔的受众群体。

近些年来，《哪吒之魔童降世》《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白蛇》系列等国潮动画在叙

事方面有着一个鲜明的特点，即面对当代

电影丰富的类型叙事技巧，采用了跨类型

的手法，创造性地将中国神话与民间文学

故事新编，以此让古典传奇焕发当代风采。

而《雄狮少年2》则更进一步，通过跨类型

叙事处理当代题材——功夫片、励志片、青

春片、喜剧片等多种类型元素在这部现实

主义电影中融会贯通。

跨类型叙事不仅是国潮动画电影的重

要叙事方法，也是中国电影未来创新发展

的重要方向之一。《雄狮少年2》作为一部优

秀国产动画电影，为中国电影创新发展提

供了新思路，相信它将给予更多人追寻梦

想、传承文化、关注现实、勇于创新的勇气。

（作者系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电影

策划人、编剧）

本报讯 12月10日，理论文献纪录片《民族的号角——唱

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由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云

南出版集团、云南教育出版社负责具体实施。该片共4集，以国

歌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先驱的经历为主线，

全景式记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义勇军进行曲》得以问世并成

为国歌的历史过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侵略、

革命斗争和建设国家的伟大历程。

与会专家认为，该片题材大、站位高、视野广、纵深长、内容

新，秉持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从国歌代表国家意志、民族精神

的高度，突出展示国歌作为中华民族奋进号角的内涵与价值，将

国歌的创作与时代的变迁、人物的成长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构

成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全片主题鲜明、史料翔实、催人奋进，

是一部兼具思想性、教育性和艺术性的精品，更是一部优秀的爱

国主义、民族精神教材。专家期望这部纪录片能够通过多样化途

径走进院线、步入课堂，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 （许 莹）

《民族的号角——唱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12月10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了第三届学术

提名活动。本届学术提名活动共发布张庚戏曲学术提名、杨荫

浏音乐学术提名、王朝闻美术学术提名、冯其庸红学学术提名4

个子项共计30项学术提名。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周庆富在致辞中阐明了提

名活动的重要意义，介绍了本届提名的整体情况。他表示，学术

提名活动以4位先贤命名，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他们心系民族文

化的情怀，弘扬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用优秀的理论和

实践成果来引导学术风向、加强交流互鉴、汇聚学术力量。

发布仪式后，本届提名的4个子项还分别召开了交流座谈

会。与会嘉宾围绕先贤学术传统与治学精神、研究心得与创作

感悟、学术焦点与前沿、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等议题展开探讨。

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三届学术提名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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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5日，贺岁档动作电影《误判》在京举

办“‘拳’力出击”首映礼。该片由甄子丹导演，甄子丹、张智

霖、许冠文、吴镇宇、张天赋领衔主演。电影《误判》根据真

实案件改编，检控官霍子豪为翻案求真，法庭上据理力争，

力求公正；法庭外勇斗恶徒，维护法律与社会秩序。霍子豪

这一“文武双全”的角色设定，成为影片一大看点。

甄子丹谈到，希望通过“律政+动作”的创新形式，为

大家带来全新观影体验的同时，也能够让观众心目中的

动作演员形象更加生动立体。该片由广州猫眼影业有限

公司、上海华策电影有限公司、东方影业出品有限公司、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出品，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超级子弹影业有限公司、上海猫眼影业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影片于12月 16日—12月 22日超前点映，12月

27日全国上映。

电影《误判》在京举行首映礼

贾樟柯通过对

时代面容的凝视，

捕捉了那个特定历

史 阶 段 的 独 特 气

质；通过时代文艺

的串联，展现了个

人与集体记忆的交

织；通过时代影像

的怀旧打捞，完成

了一次对历史的记

录与反思。

电影《风流一代》剧照

本报讯 12月12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

剧《小巷人家》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4年度电视剧引导扶持专项资金扶持项目，讲述了20

世纪70年代末，居住在苏州棉纺厂家属区同一小巷里的

庄、林两家，两代人相互扶持、共同成长，面对机遇与挑战，

不断开拓奋斗的故事。

导演张开宙谈到，《小巷人家》存在很多创作的可能性，

但最终坚定选择了向美向善、传递温暖的创作方向——要有

人情味、烟火气，讲好百姓的大事小情。

与会专家认为，《小巷人家》触及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国企改

革、浦东开发等重大事件，时代变迁与几代人的个体际遇与成长轨

迹密切相连。该剧靠温暖的细节、艺术的褶皱、生活的涟漪取胜，以

美好的人性人情见长。这部剧启示我们，现实题材电视剧应该是

生活的“万花筒”、人间真味的“显微镜”、时代精神的“瞭望塔”。

专家研讨电视剧《小巷人家》

电影电影《《雄狮少年雄狮少年22》》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