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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归途》是饶晓志独立执导

的第四部长片电影，与以往他所关

注的现实题材不同，此次讲述的是

一个真实的国际救援故事，影片在

海报上也特别标注了“根据真实事

件改编”的字样。根据真实事件改

编的影片有不少，甚至与影片题材

类似的撤侨救援片就有多部，如前

几年的《逃离德黑兰》（2012）、《战

狼 2》（2017）、《孟买酒店》（2018）、

《摩加迪沙》（2021）都有着相似的

撤侨救援情节，这些影片以悬疑片

为主，通过营造紧张气氛推进情节

发展，同时也有不少燃情桥段。在

《万里归途》中多少也能看见一些

相似的设计，不过在导演饶晓志幽

默的个人风格下，影片避免了好莱

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塑造。

情绪化调动：景观蒙太奇与

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结合

《万里归途》是一部具有现实主

义态度，能够激起观众共鸣的现实

题材影片。在影院观看这部影片

时，最令我好奇的是那些大篇幅的

非洲街景是如何拍摄完成的。像

《战狼 2》、《摩加迪沙》等影片有多个

场景都是在海外实景拍摄的，但基

于如今的国际形势和拍摄成本的考

虑，《万里归途》剧组显然只能选择

在国内搭景拍摄。查阅相关报道后

得知，本片剧组在青岛按照 1:1 搭建

了一座拥有七十多栋建筑的非洲小

城，如此规模浩大的场景搭设在现

代题材的国产片中是不太有的。

场景的完美复原在推进导演的

现实主义叙事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

要性。极具地域特色的景观环境增

强了影片叙事的现实感，陌生的异

域风情也触发了观众的猎奇心理，

叙事空间的塑造为后续故事的发展

打下基础。影片中宗大伟和成朗登

上驻外大使馆的天台，导演给了一

个全景镜头，在镜头缓慢的调度下

整个环境空间变得立体而真实，调

动着观众的紧张情绪。另外，景观

的平行蒙太奇也在片中多次出现，

分裂的残肢、吊挂的尸体、破碎的建

筑等努米亚街头景观通过一系列镜

头组接而成的段落与北京街头漫步

的人们、安静的公寓高楼、海滩的青

年等画面形成鲜明对照，强化了观

众对于现有美好生活的认同感，激

发了大家潜藏心中的爱国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媒介在影

片中很好地连接了两个平行时空的

转换，宗大伟在努米亚用手机跟北

京的妻子视频通话、北京家里电视

播放着努米亚边境的状况、彩蛋中

海滩边成朗用电脑播放着之前用摄

影机拍下的画面。像手机、电脑、电

视、数字摄影机这样的新媒介作为

信息载体真实地传递着现代文明的

印迹，不时地提醒着战争和我们之

间的现实距离。

类型化制作：

悬疑片的躯壳与喜剧片的灵魂

饶晓志导演是从戏剧“转战”到

电影来的，受舞台剧思维的影响，他

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荒诞喜剧风格，

电影处女作《你好！疯子》（2016）和

之后的《无名之辈》（2018）都有着古

典三一律的影子，两部影片都是在

相对封闭空间内发生的故事，时间

也限制得相对短暂且连续。在《万

里归途》中，三一律的影子已经不太

看得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好莱

坞时期的类型片叙事模式。

古典好莱坞电影总是表现有明

确心理动机的个人，他们顽强斗争

去解决一个明显的问题或达到特定

的目的。在斗争的过程中，反映人

物之间的冲突或人物与外部环境的

冲突。《万里归途》中的两位主人公

宗大伟、成朗的至高目标就是把中

国人带回祖国去，他们所有的行为

动机都以此为出发点并推动全局故

事的发展。

经典好莱坞悬疑片十分强调叙

事逻辑的严谨性，依靠悬念推动情

节的发展，引发观众对主要人物命

运的关切。《万里归途》主要借助着

悬疑片的结构，通过设计一轮又一

轮的困境和冲突来不断叠加悬念。

另外，由于悬念所带来的某些“错

位 ”也 能 够 带 来 意 外 的 喜 剧 幽 默

感，例如影片中宗大伟在驻努米亚

大使馆跟妻子视频通话时假装自

己在迪拜，甚至将窗外的爆炸声描

述为放鞭炮，在紧张的气氛中为观

众增添了一些欢乐。影片在类型

化的制作中非常重视人物的幽默特

质，也可以看作是导演对个人风格

的一种延续。

多元化书写：

去英雄主义、去二元对立

观众期待带有反抗性的个人英

雄，这种期待在好莱坞电影中是最为

常见的。例如《逃离德黑兰》，在公式

化的架构下，以封闭式的三幕剧诉说

了一个人质事件，实现美国式的英雄

主义，拯救人质性命、守护美国名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伊朗人质事件本

身有更多复杂的政治因素，中东一些

国家多年以来受到英美强权的操控，

若要检讨，美国绝对需要兼负部分责

任。然而，影片完全裁切了沉重的历

史背景、以西方思维塑造个人英雄、通

过制造二元对立来完成美国神话般的

“正义”叙事。

二元对立模式在此类电影中十

分常见，对于恐怖分子的刻画总是突

出他们的无情与冷酷，对于受难者的

刻画总是极尽无辜与勇敢。《万里归

途》的独特性在于对人物的刻画作了

多元处理并去除了过去《战狼》式的

个人英雄般的形象塑造，摆脱了好莱

坞式的叙事思维。像宗大伟、成朗、

章宁等几位外交官角色，按照之前的

主旋律电影标准来看谁都不是高大

全的人物，甚至还有许多缺点。特别

是电影里宗大伟这个角色，当妻子即

将临盆时，他一开始并没有完全舍小

家顾大家的决心，这是人之常情。但

同样也是出于人之常情，在后续挺身

而出为意外牺牲的同事完成任务。

电影中，宗大伟与反叛军头目有两次

俄罗斯轮盘赌的情节，其实两次拿枪

对着头时宗大伟都是犹豫而恐惧的，

电影在刻画宗大伟这个人物时并没

有像好莱坞那样赋予主角以超级英

雄般的主角光环，而是在细节处展现

他平凡、善良和机智的个性。

影片中也涉及到了对于极端民

族主义的思考。极端民族主义，或

称民族分离主义，是以极端的恐怖

主义为手段, 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它

忽视国际现实、不顾本民族实际情

况和其他民族的利益, 追求的是极

端利己的本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影

片中的努米亚反叛军在片中想强制

将一位中国母亲和她领养的努米亚

女孩留下，因为他们认为努米亚人

出国即叛国，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

观念也使得他们对于本族人民有着

严 格 管 控 ，稍 有 反 抗 就 要 处 以 极

刑。民族融和是人类发展趋势，中

国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也

一直秉持团结各民族实现、共同繁

荣的基本理念，少数民族也在管理

地区事务上具有自主权。《万里归

途》中，宗大伟希望反叛军放下民族

仇恨，但这种呼吁并不能与“互不干

涉内政”的原则相悖，最终只能眼看

着努米亚人自相残杀。这个情节提

醒了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坚持内部团

结，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性，

同时加强多元文化的融合，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2021级研究生）

《万里归途》根据真实的外交

官撤侨事件改编，尽管故事发生在

一个时常发生暴乱的国家，但是影

片突破了以往战争片中堆砌大量

视效奇观的呈现模式，将“不动武”

的中国外交官摆在大银幕之上。

影片中的文戏和武戏配合得当，类

型化叙事的文戏由小至大层层串

联、积蓄力量，武戏既是最后的情

绪爆发点，同时起到了自然转场的

效果。另外《万里归途》作为一部

主旋律电影，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具

有诸多可进行探讨的空间。

类型化叙事与中式价值观建构

俄罗斯轮盘赌经常与亡命之

徒、极端刺激挂钩，也常出现在

警 匪 片 、黑 帮 片 等 商 业 类 型 片

中，我们很难将外交官和亡命赌

局联系在一起。但在影片《万里

归途》中，由张译饰演的外交官

宗大伟却不得不两次直面左轮手

枪下的命运之轮。

宗大伟为了追回掉队的侨

胞 ，一 行 人 被 囚 禁 在 叛 军 的 营

地，叛军首领用一位努米亚老人

的性命逼迫他加入俄罗斯轮盘

赌。在宗大伟犹豫退却时，努米

亚老人先他一步拿起左轮手枪扣

动了扳机，老人中枪倒地。值得

注意的是，努米亚老人也是由殷

桃饰演的白婳的在努中企的员

工，老人之所以成为赌注，是因

为他在白婳遭到叛军欺负时挺身

而出。在第一次轮盘赌的游戏

中，对手双方是宗大伟和叛军首

领，赌注是努米亚老人、宗大伟

的同胞女性白婳，地点是叛军营

地。在这一次赌局中，宗大伟一

行人被叛军层层包围，他没有发

挥“英雄”的作用——挺身而出，

第一次的俄罗斯轮盘赌以老人的

死 亡 和 宗 大 伟 的 胆 怯 而 失 败

告终。

远方的妻儿是宗大伟退缩的

原因，是他拯救众人、成为英雄

的“阻碍”。第一次的轮盘赌对

他来说，是一次预演，是“成长”

的起点，也是成为英雄的必经之

路。于观众而言，影片和观众达

成了一个“类型约定”，第一次的

失败使得观众进入角色内心，观

众的观影视点与主角的成长路径

重合，建立了再次面对“俄罗斯

轮盘赌”的期待。

在第二次的轮盘赌的场景

中，对手双方不变，产生变化的

是赌注和事发地点。赌注变为白

婳和她收养的努米亚孤女，白婳

的身份从女性“升级”为母亲，因

此宗大伟的拯救目标是一对母

女；事发地点则从叛军营地变为

边境海关。这个情境是对第一次

的修正，拯救目标和先前的“阻

碍”合二为一，白婳和孤女的母

女组合对应宗大伟的妻子与刚出

生的女儿，远方的妻儿成为英雄

的激励，小家的愿望与国家的意

志达成统一。事发地点的变化，

则表明宗大伟此时不再是孤立无

援 ，祖 国 的 力 量 成 为 英 雄 的

后盾。

重复出现的“俄罗斯轮盘赌”

情境，成为英雄试炼的场域，再

次面对并战胜它是英雄的宿命，

也是大众的期待。当英雄勇敢地

完成了拯救任务，并机智地戳穿

叛军首领虚伪的面貌后，戏内和

戏 外 都 完 成 了 中 式 价 值 观 的

建构。

在两次的俄罗斯轮盘赌中，

生活在努米亚的中国企业家白婳

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外交官的遗

孀，她毫无自保能力，甚至是导

致宗大伟陷入两难困境的导火

索。第一次，手持枪械的叛军意

图欺辱白婳，是男性角色出面阻

止；第二次，白婳作为母亲选择

保护孤女，使得宗大伟不得不再

次面对性命赌局。英雄救美是以

往英雄硬汉类电影中的经典桥

段，这类桥段深入人心、合情合

理。的确，当道德丧失的男人遇

到女人，在男性体格压制下，女

性只得成为被欺辱者和被拯救

者，这种被动状态是女性长久以

来社会地位低的呈现，这是一个

真实的社会情况。另外，作为一

个平民，在政治情境中确实不如

外交官的身份有优势，于是白婳

的陷入困境、等待拯救似乎是一

个必然。

但既然电影是艺术创作，我

们是否能赋予女性角色一些“阳

刚力量”？再者，作为一名独自

在战乱国家办公司的女人、一个

与外交官丈夫聚少离多的女人，

她在日常生活中是否遇到过类似

的窘境？她是如何克服的？她的

能力和力量是否有可能使她在这

两次“俄罗斯轮盘赌”中起到正

面的作用？“英雄救美”虽然好

用，但是打破陈规旧例也是时代

的声音。

“连通的世界”与

“关上门的幸福”

《万里归途》中有一个颇为“壮

观”的场面出现在第二次轮盘赌

的场景中，当宗大伟与叛军首领

陷入僵持，由王俊凯饰演的外交

官成朗手持摄像机并说出叛军的

软肋后，被困在海关的民众们纷

纷拿出手机进行拍摄/直播。人

类学教授奈杰尔·波拉特曾指出，

“这不再是分化成几个文化—领

土的世界，而是被人、物品、金钱

和信息连接了起来，即使是最偏

僻的地区也处在互动的世界框架

中”。这一场面中的摄像机、手机

成为性命攸关的现场接通世界的

窗口，互联网则成为连接的关键

性媒介。叛军手中的武器也曾在

前几个世纪叩开各个大洲之门，

使世界各地达成连通；如今却受

制于新媒介的威力。新旧两物被

并置在同一个场景中，这一幕显

得尤为震撼和荒诞。

影片除了在影像中制造蒙太

奇的效果，还通过简洁有效的声

音迸射出多层的情绪。当宗大伟

圆满完成撤侨任务，从战乱中回

国，夜晚他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往家走时，一声爆炸般的巨响突

然出现。原来是烟花在夜空中绽

放，人们在欢度春节。可是当巨

响的声音先于影像出现时，宗大

伟的神色微微一紧，抬头看见烟

花后，他才恢复了之前的笑容。

心有余悸的恐怕还有观众，前几

分钟，观众们还和宗大伟一同处

于那个炮火横行的战乱地区，当

听见突如其来的巨响，第一反应

是紧张与害怕。这样的妙用与

1933 年的影片《小玩意》如出一

辙，半疯的叶大嫂在街头听见礼

炮的巨响时，大声疾呼“又打仗

了！敌人杀来了”，引得街上的人

群乱作一团。

影片还有一处很耐琢磨的拍

摄手法，且这一手法令笔者联想

到了西部片中维护了社区的秩序

后、依旧被拒之门的牛仔。在《万

里归途》结尾处，宗大伟回到家里

与妻儿、家人团聚后，镜头由屋内

向大门处缓缓后推，直至退到大

门口。画面中是一个敞开的大

门，这时大门缓缓被关上，观众看

见的是一个紧闭的、有着喜庆装

饰的大门，门框后是观众看不见

的宗大伟一家人和热的景象。这

显然与西部片中牛仔的结局不

同，中式英雄在完成了拯救大众

的 任 务 后 ，回 归 家 庭 ，被 家 人

接纳。

另外，“关上门的幸福”与前

文所提到的拯救了侨胞的关键性

概念——“连通的世界”，这一关

一通看似矛盾，却共存于影片《万

里归途》中，这暗合了中国在全球

化时代的处世之道。这种多元性

还体现在外交老手宗大伟和年轻

的外交官成朗身上，两人因为“信

息是否应该完全公开”起了冲突，

之后是掉队侨胞引发的危机和大

使馆的成功接洽。可以说，《万里

归途》作为国庆档的“种子选手”

是实至名归的。导演饶晓志等主

创在主旋律家国叙事的框架下努

力进行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对影片

创作的“讲究”跃然银幕。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2021级研究生）

《万里归途》：
现实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再思考

■文/项 涵

本报讯 当地时间 9 月 30 日，庆

祝中国和卢森堡建交 50 周年“中国

电影节”正式开幕，电影节为期 4
天，共放映了《奇迹·笨小孩》、《悬

崖之上》、《你好，李焕英》、《白蛇：

缘起》、《中国机长》、《流浪地球》等

多部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提供的中

国优秀电影。

开幕式现场，中国驻卢森堡大

使华宁、卢森堡市副市长莫里斯、

中卢各界友好人士以及中资机构、

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共 200 余

人亮相。

华宁在致辞中表示，中卢建交

50 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合作共赢，双边关系克服两

国幅员、人口、制度、文化等差异，

取得长足发展。中国文化中心、孔

子学院、中国乒乓球学院欧洲分院

等在卢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和

体育活动，人文交流成为中卢关系

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电影领

域，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影生产大国

和主要电影市场，一批中国优秀导

演将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融

入电影艺术中，不仅帮助各国人民

通过大荧幕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

也为促进世界电影艺术进步作出

积极贡献。

莫里斯对中国电影节开幕表示

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卢建交 50 年

来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的丰硕成

果。莫里斯表示，卢森堡市是一个

高度开放、多元、包容的城市，约

71%的人口为外来人口，华人群体

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建

设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

卢中两国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为增

进两国人民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

很高兴此次电影节在卢市举办，相

信卢各界民众将通过观影，更加深

入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更多参与

支持卢中友好合作。

此次电影节由中国驻卢森堡使

馆主办，卢森堡中国文化中心和中

卢商会协办，系首次在卢举办中国

电影节，旨在通过电影盛宴加深两

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本次影展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在多个国家举办“中国电影节”的

第六站。展映影片充分展现中国

电影发展成就，讲好中国故事。片

目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映的优秀

影片为主，向世界展现着多彩、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驻卢森堡使馆举办
中卢建交50周年“中国电影节”

莫里斯 华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