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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庆 档 后 影 市 的 短 暂 平

静，被 10 月 23 日登场的抗美援

朝 题 材 电 影《金 刚 川》彻 底 打

破。三位导演如“三驾马车”，

以步兵、飞行员、高炮手三重视

角完成了平行交叉的三段式叙

事，合奏出一曲兼具史诗感与

层次感的“血与火之歌”，成就

了关班长、张飞、刘浩的“金刚

川三结义”，从而完成了该作品

的“英雄主义三部半”。

从隐喻到化身的

三国形象变迁

早在 2013 年的《厨子戏子

痞子》就借戏子之口两度以“三

国戏”进行隐喻。一是初见日

本 人 时 用 京 剧《空 城 计》进 行

“自我介绍”，将被日军封城之

北平比作被曹军包围之西城，

以 诸 葛 亮 之 神 机 妙 算 暗 喻 厨

子、戏子、痞子“三个臭皮匠”天

衣无缝的配合；第二段是戏子

审问日本人时的京剧《击鼓骂

曹》唱词，通过自比三国名士祢

衡不屈威武展现中华儿女抗日

决心。

在《八佰》中，导演先让一

马当先护旗牺牲的端午与单枪

匹马杀进曹军的赵云，在小湖

北的眼中合二为一；再让戏班

班主借“戏中戏”道出赵子龙这

一英雄符号所指代的是全体八

百壮士，借此完成从个体到群

像的英雄塑造；最后让齐家铭

点明“赵子龙护的是国”，并用

皮影戏《长坂坡》来为众将士提

升士气，灯影中单枪匹马的常

胜将军护国救主，烛光下孤军

奋战的八百壮士保家卫国。黄

忠的形象也现身片尾，为掩护

战友撤退，年纪最大的老铁在

飘雪中面对日军总攻，在仓库

楼顶声嘶力竭舞刀高唱京剧选

段《定军山》。这一刻，历史、文

学、戏剧与电影形象达成四位

一体的重叠，抗战老兵化身杀

敌老将，阻击日军的仓库屋顶

则成了冲杀曹军的定军山顶。

至此，赵云与黄忠两组完整的

三国形象成为英雄人物高光时

刻的化身与符号，组成了电影

叙事的重要环节。

如果说《八佰》对三国形象

的借鉴停留在点和线，那《金刚

川》就将三大男主与对应的三

国形象“三点成面”。关班长为

了把生还的机会留给张飞，将

他连哄带骗赶到了隐藏炮位，

最终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打光

炮弹后用信号弹帮张飞定位敌

机时牺牲。关班长这个带有关

云 长 影 子 的 义 士 形 象 跃 然 银

幕，不仅来了段即兴改编的京

剧《甘露寺》选段，就连台词如

“张翼德在国人心中是何等的

高大威猛”都是为了丰满张飞

的形象，以欲扬先抑的方式让

其完成角色成长，从开头谨小

慎微、胆小怕事的“假张飞”在

目睹关班长牺牲后怒发冲冠化

身成为舍命相搏、勇猛莽撞的

“真张飞”。这才有了张飞单挑

敌机时“你莫跑！做个了断吧”

的怒吼和用生命喊出的相声贯

口《八扇屏之莽撞人》，金刚川

才得以化作当阳桥，据水断桥、

瞋目横矛的猛张飞才得以“重

生”，从而达到人物形象与三国

形象的无缝对接与合二为一。

与张飞前后脚牺牲的刘浩

是四川人，对应建立蜀汉政权

的刘备；刘浩牺牲后，其部下旁

白“对岸炮位是护着俺们过桥

的”，对应关羽张飞保驾刘备；

三人牺牲顺序也对应关羽、张

飞（为关羽复仇而死）、刘备（为

关、张复仇而死）的死亡顺序；

同一天牺牲的结局更对应“桃

园三结义”的誓约“不求同年同

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

死”。至此，导演让历史与“历

史的历史”融会贯通，将英雄与

“英雄的英雄”合二为一，书写

了无巧不成书的“金刚川三结

义”。三男主的人物形象、角色

关系与刘关张的历史命运、文

化 典 故 达 到 了 结 合 ，历 史 、文

学、戏曲三重媒介中的三国英

雄形象与电影英雄人物进行了

重叠，跨时空的国族叙事与民

族文化完成了传承。

神话与现实桥梁的

英雄主义“三部半”

从《厨子戏子痞子》开始，到

《老炮儿》再到《八佰》和《金刚

川》，导演主创“自觉地探索某

种具有统一性的美学风格，在

近似的题材中表达一以贯之又

逐步深入的思想主题”，并将这

种精神上的内在联系归结为一

种大时代的小人物身上深明大

义、践行道义、舍生取义的英雄

主义，由此真正进入主流电影

视野。

在民族/人性寓言《斗牛》和

《杀生》后，将目光转向响应大时

代召唤并投身大时代洪流的小

人物。《厨子戏子痞子》中的“燕

京四侠”超级英雄般的能力和以

假乱真的伪装颇具魔幻现实主

义色彩，该片在“虚构意味的英

雄神话”这一电影类型基础上

“借鉴了‘特战英雄电影’的‘孤

胆英雄’策略”，展现了兼具商业

性和作者性的个人英雄主义，使

得“英雄性审美”开始成为中国

电影市场的主导力量。

《老炮儿》对腐败官员、黑恶

势力和社会问题的揭露无疑具

有批判现实色彩，讲规矩、重义

气的主角六爷虽然只是普通老

百姓，但这个小人物所坚持和

抗争的已然超越了好莱坞和香

港电影中的江湖道义层次，成

为 了 大 时 代 社 会 公 理 的 守 护

者，并在主流价值语境下获得

了 江 湖 决 斗 的 正 义 性 和 合 理

性，其单人单刀冲向敌阵的迟

暮英雄形象甚至有了未来《八

佰》中单枪匹马杀进曹营的赵

云影子，带有新现实主义色彩

的抗争命运与生活的个人英雄

主义由此显现。

《八佰》则将舍身为国的民

族主义、三国形象的理想主义与

龙马精神的浪漫主义三位一体

有机结合，让灯红酒绿的苏州河

南岸看客视角如“中国民族性的

一面镜子”般映照出北岸浴血奋

战的英雄群像之高大伟岸。在

“回归‘十七年’英雄电影‘英雄

性审美’的历史经验支点”这一

基础上，导演将近年来中国电影

工业的最高制作水准“硬件”与

近年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的民族主义思潮“软件”合二为

一，凭借化身为闪耀着理想主义

光辉的三国形象的英雄群像塑

造，和对于马、狼、狗、猫、鼠等动

物的浪漫主义隐喻，完成了具有

商业、工业和作者三重属性的集

体英雄主义创作。

从个人英雄主义到集体英

雄主义的《厨子戏子痞子》、《老

炮儿》和《八佰》三部作品已然

构成了从类型风格到思想主题

都具有一致性的“英雄主义三

部曲”。正在热映的《金刚川》

则全面继承了《八佰》从相辅相

成的多线视角到民族主义的英

雄叙事，再到三国形象的人物

塑 造 以 及 龙 马 精 神 的 动 物 隐

喻，加上中国新主流电影主力

军郭帆在特效技术和吴京在人

物塑造上的助阵，传统英雄主

义电影的“2.0 版”——新英雄主

义电影就此诞生，英雄的雕像

也如《八佰》仓库楼顶的“八百

壮士”护旗群像和《金刚川》的

“血肉长城”人桥群像般得以重

塑，英雄自身则成为神话传说

和平凡现实之间的桥梁，承担

了 国 家 价 值 和 大 众 想 象 的 相

遇，连接了神（成为民间信仰的

三国形象）的曙光与人（对英雄

进行想象与崇拜的众生）的希

望，正如恩斯特·卡西尔在《神

话思维》中所云，“神、人之间的

最后一道屏障消失了；英雄在

两 者 之 间 扮 演 了 中 介 角 色 ”。

片尾美国老兵的话也印证这一

点，“我知道你们不信神，但你

们却创造了神迹，那不是人类

能完成的事，但是你们却做到

了”。至此，参考电影大师费里

尼把合拍片算作半部的设定，

加上《金刚川》这“半部电影”，

构成了“英雄主义”三部半。

（作者为CCTV-6《中国电影

报道》主编）

回眸历史，那些在时间的忘川河

里久经磨洗的砂砾偶露峥嵘；缅怀英

雄，那些在岁月的褪色布上重笔勾勒

的背影分外清晰。

硝烟散尽人未去，金戈跃马残阳

中。70年前，那场中华英雄儿女视死

如归抵御强暴、同仇敌忾反抗侵略伟

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并没有随着时间

流逝而黯淡褪色。近日，纪念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70周年系列活动先后举

办，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弘

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雄赳赳、气昂

昂，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人们抚

今追昔、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情怀

燃烧，特别是回顾当年战事的《金刚

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

实》、《最可爱的人》等影片先后走上

银幕，唤醒了一个特殊年代的集体记

忆，形成“万人空巷、尽说朝战”的盛

况。

金刚川，对于中国人来讲有些遥

远和陌生，在河流纵横的朝鲜半岛也

只是一条普通河流，远不如清川江、

长津湖、上甘岭等蜚声驰名，假如没

有70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战争，它依

然只是金刚山下一条时而湍急时而

平静的平常的河，然而造物主却无意

让它置身事外，它在不自觉中成为一

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

营。”让我们循着电影《金刚川》的足

迹，穿越历史幽眇的隧道，再次回到

硝烟滚滚、枪炮轰鸣、人嘶马叫的战

争现场。金城战役前夜，我志愿军战

士集结于金刚川河岸，借着夜色的掩

护，在波涛汹涌的河面，在敌机的疯

狂轰炸下，争分夺秒抢修一座通向对

岸的桥，以确保我方人员辎重迅速开

赴金城战场。接到任务后，志愿军工

兵连全体官兵不惧困难、不畏牺牲，

立即投入工程中，与多番前来扰袭的

美国侦察机和战斗机斗智斗勇，在火

光冲天、桥面数次被炸毁的险恶环境

中拼死竭力，付出极为惨烈的伤亡代

价后终于保障了桥的畅通。“人在桥

在，人亡桥亡。寸土不让，血染碧

江。”——这是一个关于“大桥保卫

战”的悲壮故事，更是一场气壮山河

的“家国保卫战”。

影片制作者在短短几个月内去

构思和呈现“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

故事，显然时间紧张，因此只能避开

恢宏场面、史诗对决的寻常套路，也

没有在长津湖、上甘岭等经典战役上

过多停留，而是从“金刚川上架重桥”

这一战争“序曲”“前奏”中找到灵感，

小切口、深挖掘，却收到出奇制胜的

效果。人们观罢影片不由得联想：一

个偏离主战场的局部战斗尚且如此，

则最后的战役——金城战役之酷烈

可想而知，借用文学中“暗示”、“含

蓄”手法，留给观众不尽的余响和慨

叹。可以说，用“主题突出、选材精

巧、人物鲜明、节奏紧张”评价这部战

争片并非溢美、不失公允，这也是该

片独具一格、特色鲜明之处。

不追求传统战争片浓墨重彩和

宏观叙事，而以小角度、微透视进行

深入细腻的刻画，凸显人物形象的生

动饱满。影片不是对英雄个人形象

的工笔细描，而是对群英谱的简笔勾

画，着眼于“集体”而非“个人”。抗美

援朝战争是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极大爆发的时期，无数志愿军战士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慷慨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涌现出杨根思、黄继

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

6000个功臣集体。

习近平总书记说：“世上没有从

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

人。”这在影片中张飞、关磊、刘浩、闫

瑞、高福来等普通士兵身上都表现得

有声有色，特别是张飞和关磊的兄弟

情、战友情、生死情，那种把生的希望

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以

家国为重仁义为重、把个人生死置之

度外的高贵品质和凛凛风骨，让人不

禁肃然起敬！

张飞拖着残肢断腿艰难而坚毅

地坐上炮台，拼尽全力与敌机同归于

尽，被烧成焦炭还保持向敌机开炮姿

势的特写镜头，真是令人惨然泪目！

影片坚持“写实主义”，通过对普

通士兵、对“小人物”的观照更好地表

现“真实感”。除了主角特写镜头外，

对白的精心设计、方言的糅杂运用，

对“敌人”形象去脸谱化、去程式化，

也可谓匠心独运、煞费苦思，更从侧

面映衬我志愿军战士血肉丰满、形象

突出。

除了题材内容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人物形象塑造有力外，这部

影片在艺术技巧上也可圈可点。从

开机到杀青，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

这样一部战争大片，在世界电影史上

也是较为罕见的。

三位导演通力合作，博采众长而

又力求风格统一，毫无拼凑嫁接之

嫌，这种合作拍摄模式也是业界一种

新的探索尝试。四个片段三个视角

表现同一主题，在国产电影中这一手

法新颖前卫，颇像传统诗歌“赋”的铺

陈，重章迭唱反复渲染主题，让人耳

目一新、印象深刻。

当然，最大的创新点乃是以我方

工程兵、敌方飞行员、我方高炮班三

个不同视角来展现金刚川上架桥这

同一主题，如何衔接过渡而不显重复

拖沓，的确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这是

最考验导演功力之处。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一道菜难以调和众味，一部片更

难众口一词。《金刚川》上映以后，引

起了广泛关注和争鸣，这是好事，一

部作品既能收获鲜花和掌声，也就要

有直面质疑和批评的气度。

有的观众对非线性多角度的表

现手法尚能接受，在《敦刻尔克》

《1917》等战争大片中也似曾相识，但

认为在角度切换处可以更加流畅，在

场景再现时要留意去重复。有的观

众指出金刚川战斗与史实有较大出

入，认为影片对这次战斗的地位作用

有夸大之处，而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

也没有影片中形容的那么大。有的

观众对“关磊”这一角色设定表示不

解，认为过于表现他的英勇和情义，

“过犹不及”，反倒成为逞强好胜的

“兄弟义气和匹夫之勇”，有损我志愿

军组织性强、纪律如钢的形象。有的

观众认为最后的“人桥”片段有打“悲

情牌”之嫌，让人产生志愿军不是“真

正打败打服敌人”而是“靠牺牲感动

折服敌人”的不好联想。

可见，改变大众习惯的叙事方

式，培养观众对新手法的接受度；历

史题材创作尤其是严肃题材的改编，

尊重史实而又不是单纯对历史的摹

写复印；对英雄人物恰如其分的表

现，对英雄人物的精神内涵的深度挖

掘；平衡影片创新与观众接受，使票

房和口碑双丰收……这都是今后影

视界不得不认真思考和必须面对的

问题。

但，总得需要时间去摸索和积

淀，总得有人“敢吃螃蟹”、“导夫先

路”。当前中国电影正步入工业化

“蓝海”，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太

需要尝试和探索，太需要创新和突

破，而《金刚川》这么一部大题材电

影，敢于向要害处发力，敢于在阵痛

期“破茧”，不能不说是承载了巨大的

勇气和责任。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其价值意

义远不止于本身，它的衍生价值和溢

出效应更应该被重视。这就要求影

片既要“入得其中”又要“出得其外”：

不仅有好的题材、故事、情节、构思、

场景和对白，使人观影时酽然沉醉，

产生身临其境的“即视感”甚至庄周

梦蝶式的“物化”，而且更要追求以作

品的思想艺术感染人打动人，令人回

味无穷，深受感触启发。

《金刚川》这部电影，让我们领略

了什么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精神”，什么叫“敢于斗争、敢于胜

利的血性胆魄”，这既是影片带给我

们的精神震撼和情感共鸣，更是中国

军人历久弥新、永不磨灭的巍巍军

魂，是留给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财

富。从内容性、思想性、艺术性和票

房表现兼顾的角度来讲，《金刚川》是

一部值得推荐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影

片。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

鬼雄。”金刚川，国士殇；身为尘，气犹

长！70年前，他们的躯干倒在旷野沙

场上，倒在晶莹白雪中，倒在静默青

山里，倒在追求光明和自由、反对黑

暗和奴役的漫漫长途；70年来，他们

的精神活在历史教科书里，活在时代

光影画卷上，活在人民风骨血性中。

英雄往矣，流芳万世，他们叫中国人

民志愿军，是新中国“最可爱的人”；

烈士殁矣，浩气长存，他们是人民子

弟兵，是天地间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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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24日，由长三角

电影发展联盟与上海戏剧学院电

影电视学院、研究生部共同主办

的首届长三角电影编剧高级研修

班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开班仪

式。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张宏，上海市文联

副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

仲伦,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唐立兔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上

海电影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赵芸主持。

开班仪式上，导师代表黄丹、

学生代表徐亦嘏分别发言，表达

了对此次研修班活动的充分肯定

和真诚期待。与会嘉宾向参与本

次研修班的评委、主讲嘉宾和授

课导师颁发荣誉证书，感谢他们

为发掘和培养电影创作人才作出

的积极努力。

为推动原创电影剧本创作，

发现和培养长三角地区电影编剧

人才，孵化优秀原创电影作品，促

进长三角电影文化繁荣，今年上

半年，沪苏浙皖长三角四地影协

与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

研究生部联合发布了“2020 首届

长三角电影编剧高级研修班暨优

秀电影剧本大纲征集”活动通知

和具体方案。截止到6月底，共收

到剧本大纲 160余本。来稿作品

类型丰富，涵盖科幻、战争、家庭、

喜剧、神话、悬疑等众多类型。经

过专家评委评选，共有 46位编剧

入选为首届长三角电影编剧高级

研修班学员。

在为期一周的本届研修班

上，美国电影学院前任院长扬

舒特、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

仲伦、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

任黄丹等作为大师讲坛主讲嘉

宾为学员授课，从多元角度剖

析当今电影市场的生存状态、

成功经验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
全面提升编剧对电影市场的理

解和电影剧本创作的技巧。在

“小班制”的导师工作坊中，导

演梁山、李睿珺与编剧张琪、冯

华、袁媛、潘雨等导师就剧本大

纲和学员进行深入指导，交流

和解答在剧本创作中遇到的个

性难题和具体挑战。主办方还

将为学员们安排研学参访、佳

片观摩等活动。

（支乡）

本报讯 由河北省文联资助、

省影视家协会主办的“河北省影

视主创人才培训班”，10 月 26 日

至 29日在北戴河艺术部落举办。

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解

晓勇致辞，提出四点要求；省文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省美协主席祁

海峰；省影视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中国影协理事、中国视协电视行

委会副主任汪帆；省影视家协会

秘书长康建平；省文联北戴河艺

术部落主任、著名画家李春光出

席开班仪式。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作

《文化、影视纵横谈》专题讲座。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著名

纪录片编导张军锋作《关于纪录片

创作若干问题》的专题讲座。原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电视艺术

中心主任马继红以《我想表达这个

时代》为总题作专题讲座。祁海峰

结合自己学习、创作体会、人生、艺

术经历，古今中外经典画家、画作，

为学员上了一堂生动形象的特殊

党课。汪帆以《讲好中国故事，首

先要讲好自己的故事》为题，对培

训做了小结。

学员们一致认为，本次培训

班讲政治、有高度，讲哲学、有深

度，讲历史、有广度，讲影视艺术、

有温度，讲为时代画像、有硬度。

弘扬正气，彰显中国精神、中国力

量，对完成献礼建党百年重点影

视创作，更有了创作的精神高度

和发力的精准度。 （支乡）

首届长三角电影编剧高级研修班举行

河北举办影视主创人才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