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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年，
由陈凯歌执导，唐国强、王砚辉、刘劲、
辛柏青、张颂文、黄晓明、章子怡等主演
的电影 《志愿军：雄兵出击》 在国庆档上
映。此次创作有 《金刚川》 及 《长津湖》
系列珠玉在前，其难度和空间是不言而
喻的。对于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叙述要
做到既尊重历史无愧于先烈，又足够精
彩无愧于观众，这其中，对于创作尺度
的掌握与历史背景的融合成为了该部影
片创作中不得不面对的考验。毕竟，严
肃多一分或许更像纪录片，虚构多一点
则脱离了现实。

作为《志愿军》三部曲的首部，唯有能
够抓住观众才能保障续集的票房，上述所提
及的考验恰恰成为了这部电影较大的看点与
卖点。本片的军事顾问是《朝鲜战争》的作
者王树增，可谓保障历史细节准确的压舱
石，他的参与确保了该片的史实细节准确；
本片的编剧是创作了以《士兵突击》 为代
表的一系列妇孺皆知的军事小说的兰晓
龙，他的操刀确保了影片在艺术创作方
面的精彩纷呈。有了历史和故事的双重
保障，该片在上映之前就赢得了广大观
众的高期待值。

题材上，《志愿军：雄兵出击》可谓是
一部纯正的战争片。标准的战争片不仅要聚
焦于战斗场面，还要探究战争的历史背景和
战争发生时的政治环境；战争场面不仅要关
注动作上的肢体语言，还要符合军事历史。
可以说，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对导演的调度
能力，对演员的表现能力，对场景的搭建能
力等都有着非同一般的要求，就影片所呈现
的效果而言，是十分不错的。

依笔者所见，这部电影的成功之处在于
很好地叙述了抗美援朝因何而战的来龙去
脉，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游刃有余地通过历
史事件缓缓推动情节。片中每一次战役、每
一个历史节点都有地图辅助观众更立体地理
解战场的局势，地图的运用使观众有更强的
代入感，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参与感，这在近
年来的院线电影中并不多见。

故事创作上，创作者创作了吴本正、李
默尹等虚构人物，具象化地将历史中无数普
通而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用艺术创作的形式
予以再现和重生。报国心切但心怀畏惧的
归国知识分子、老骥伏枥但仍金戈铁马的
一线指战员、初出茅庐但思想成熟的年轻
战士……导演别具一格地将历史人物与虚构
人物融洽地放置在同一个时空，这不仅做到
了让历史人物更加生动活泼，而且也使虚构
人物的出现更具有说服力，更有助于情节的
推进。观众从高级参谋李默尹的视角带入，
深入其境地体会到了战场上的热血沸腾与出
生入死。由此不难看出，虚构人物对于真实
历史的叙述之帮助在这部电影中是成功的。
本片结尾部分，松骨峰阻击战和联合国会议
的双线并序直接将全片的氛围推向高潮，新
中国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气概和新中国外交官
的不卑不亢相得益彰，立体呈现了一代中国
人的民族气节。

别具匠心的细节、身临其境的特效、微
言大义的叙事角度均奠定了 《志愿军：雄
兵出击》 战争大片的基调，这种生动的作
品正是当今年青一代所需要的。正所谓，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时代虽变但
赤心不改，电影中年轻的战士和影院里年
轻的观众形成了跨时代的互动，由此也激
励着新一代年轻人昂首向前谱写属于他们
的新华章。

《志愿军：雄兵出击》

献给英雄的史诗
□邢路易

作为今年国庆档唯一一部喜剧片，
《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一经上映便引
发了关于残障人士社会问题的思考。整部
电影在包袱密集、笑点丝滑的同时，也展
现了“心青年”群体 （有心智障碍的群
体）的生存、就业境遇，传达社会现实意
义，引发观众深思。

影片改编自西班牙电影 《篮球冠
军》，由邢文雄编剧并担任监制，高虎执
导，魏翔、王智、岳亮领衔主演。电影讲
述了一位对胜利渴望到有些偏执的篮球教
练，带领一群由“心青年”组成、名为

“仁爱之家”的篮球队，共同完成一场冒
险式的篮球比赛和人生体验。

平视代替怜悯

影片中，魏国铮（魏翔饰）是一个奉
行“打球就是为了赢”的自负教练，因违
规受罚被迫进入一个特殊组织支教，遇上
一群热爱篮球但“能力值为负”的球员
后，他们开始了鸡同鸭讲式的日常相处和
不停中断的篮球训练中。尽管《好像也没
那么热血沸腾》主题是篮球，但并没有过
于强调体育竞技本身，而是用温暖治愈的
情感表达方式展现了失意教练和“心青
年”训练背后的故事。

用治愈和真诚的镜头打动观众，没有
刻意夸张、过度煽情，却传递了什么是掷
地有声。邢文雄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观众在电
影院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
那是因为观众和片中人物建立起了情感联
系。就好比电影结尾处魏教练站在颁奖台
上哭，他一辈子都深陷输赢执念之中，终
于有人开始关心他说‘我们不在乎你是否
获得胜利，我们只关心你是不是真正的快
乐’，那一刻他也是被这些有爱的孩子们
治愈了。”

用喜剧的元素消解伤痛，用治愈的表
达替代怜悯。一直在追求被认可的魏教练
和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一样，有过怀才不遇
的失意和无奈，也有过苦尽甘来后的涅槃
重生，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难免会带入自身
经历。“只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没有
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我想大部分观众产

生共情就是来源于这治愈的部分。”魏翔
在采访中感叹道，电影从创作到上映可以
说每一天、每一刻都举步维艰，但所有人
在整个过程中都无怨无悔，希望这部电影
可以带给身处逆境的人一丝力量。

在面对“心青年”这样一群特殊群体
时，旁观者都难免会有自发的同情和怜悯
等复杂情绪，但邢文雄表示，在电影的拍
摄过程中，主创团队一直将“心青年”当
作普通人看待，从来没有降低过对演员的
标准。当这群孩子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份真
正意义上的工作，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
资后，大家的获得感和满足感都是巨大
的。“正是因为他们真实细腻的演绎，能
够让全国观众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一群体，
从而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宽容和支持，或许
这也是这部影片的意义所在。”

重新定义“成功”

这部影片的难得之处在于，虽然题材
涉及智力障碍人士，但其实是一部看完后
不会令人产生心理负担的影片。同时，电
影也给“赢”这个概念赋予了不一样的定
义：篮球对于人生开局本来就不公平的

“心青年”而言，只是一种获得快乐的方
式，先天条件的缺失注定了这是一场不会

“赢”的比赛，但“心青年”告诉更多
人，只要快乐就足够了，好像也并不需要
那么热血沸腾。

影片中那句“我不需要成为最强大的
人，我只需要成为对我来说最适合的那个
人”，相信打动了很多正在努力拼搏的年
轻人。固执又善良的魏教练带领的“仁爱
之家”球队最终也没有赢得比赛，但输赢
比分已经不重要了。他首次被别人承认了
自己的价值，获得了对手的尊敬，这就是
成功。采访中，魏翔表示，这不仅仅是一
部喜剧片，更是一部让人思考并且重新认
识自我和他人的作品。“有时换个视角看
世界会带来更多的快乐，对于身处逆境并
不断奋斗的年轻人来说，追求梦想的过程
也是值得珍惜和欣赏的。”

正如邢文雄所言，作品主线是竞技比
赛，但在改编中调整了价值观输出，目的
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关注到成功之外的美
好。目前大众对成功的定义太过于单一，
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收获快
乐，我们学会治愈自己，这不也是一种成
功吗？

“只有接受成功多元化的定义，才能
提高对幸福和快乐的感知能力。”邢文雄
补充道，特奥会（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
会）存在的意义正是让人们看到这个特殊
群体的存在，也看到他们的勇敢和坚定。
他们可以重新站在起跑线上就是一件值得
高兴的事情，竞技体育的目的远不止输
赢，而是享受和快乐。

努力实现价值

《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邀请了真
正的智力障碍人士岳亮、刘沐琪和刘斯博
作为主角参演了影片，如何让更多人了解
到“心青年”的真实生活状态，以及用何
种态度对待“心青年”也由此引发了广泛
的社会探讨。

“对残障人士的关怀问题，我们应该
持有包容和理解之心，给予他们更多的机
会和可能性，让他们也能感受到与健全人
平等的对待。”魏翔说道，与其被保护起
来等待别人的施舍和怜悯，不如去尝试一
下正常的工作，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电
影所传递出来的在承认残障人士身体特殊
的同时，也鼓励残障人士努力去争取机会
的观念是切合实际的，也是需要被社会理
解和接纳的。

邢文雄也认为，残障群体要的不是家
庭无微不至的“超级保护”，而是需要走
进社会并适应社会，他们其实和普通人一
样，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长处和兴趣所在，
从而快乐地享受生活。参演的三个“心青
年”的家长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完成
这么高难度、高压力的工作，但他们不仅
完成了还完成得很好。这三位“心青年”
鼓起勇气迈入社会的这一步，也给其他

“心青年”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人生规划
提供了新的参考。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彩，只要
有机会，就会被大家看见，这是我们作为
创作者最大的幸福。”邢文雄说，《好像也
没那么热血沸腾》还同步推出了针对视障
人群特别制作的无障碍版本，这也充分体
现了“平等、参与、共享”的理念，让更
多残障人士体会到社会各界给予的关爱，
更加自信地融入社会生活。

《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

“心青年”的真诚演绎令人“热血沸腾”
□本报记者 李雪昆 实习生 陈周行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祖国是
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
坐标。近日，以“起航光影新征程 塑造
银幕新形象”为主题的新时代英雄模范人
物电影创作研讨会在甘肃省嘉峪关市举行
时引发行业关注，《守岛人》《老阿姨》

《守边人》《李保国》《那时风华》《天渠》
《兰辉》《我的父亲焦裕禄》《八步沙》《柳
青》等电影的主创团队就英模人物电影创
作分享心得体会，交流创作经验。

此次研讨会作为第九届中国·嘉峪关
国际短片电影展的主要活动之一，与会
嘉宾围绕如何通过电影的语言、艺术手
法，礼赞英雄故事、塑造英雄形象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与会嘉宾在思想
碰撞和交流对话中，也积极探索英雄模范
人物电影创作的新路径，进而为推动新时
代主旋律影片创作建言献策。

深入体验生活

电影《守岛人》讲述了王继才（刘烨
饰） 在驻守祖国海疆开山岛32年的时光
中，所经历过的许多难熬时刻，以及面临
过的无数次困难与抉择。为此，时任江苏
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人武部部长的王长杰
（侯勇饰） 在能力范围内，用不同方式默
默支持王继才的守岛任务，而王继才也几
十年如一日地履行着“兄弟之间，承诺了
就做得到”的誓言。

“从青年到暮年，一个人30多年坚持
做一件事，看似平凡却很伟大。”演员侯
勇表达了对电影主人公王继才的敬佩之
情。他说，演员要演好、塑造好英雄人
物，除了深入他们的生活之外，还要体验
他们的工作、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这样
才能感同身受。“我和王继才生前有交
流，从他身上能感受到平凡人所散发出的
令人心动的气质。”

电影《那时风华》讲述了20世纪60年
代，以唐学燕、苏铁为代表的一群青年，为
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和人民的需要，毅然在
荒无人烟的塞罕坝落脚扎根。电影展现了
当年塞罕坝上老一辈造林人在艰难岁月
中，传递出的光荣与梦想、希望与使命。

演员程琤在《那时风华》中饰演唐学
燕，也非常认同“演员要深入到生活中”
的观点。“体验生活是演员宝贵的财富，
这样才能积累更丰富的创作素材。”程琤
说，“了解了人物的艰难后，我对这个角

色肃然起敬。”
为了演好唐学燕，程琤和其他演员们

每天扛着铁锨，拎着水桶，上山种树。
“起初我想，种树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
我在家也经常种花种草，但没想到种树还
真不简单。”程琤回忆，第一天结束后，
她满手起泡起茧。几周后，她种树已经是
轻车熟路，每天盼望着自己的小树苗快快
长大。“那一刻，我也就能够体会到主人
公盼望树苗早点长大的心情。”

走进内心世界

电影《老阿姨》根据开国将军甘祖昌
妻子龚全珍的事迹改编，讲述了她跟随丈
夫扎根山村，从事教学、扶贫助学、社区
服务等工作，把大半生无私奉献给人民的
故事。

演员要用心揣摩英雄人物故事的细
节，一文一物生风骨，一言一行见精神。

“龚老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信仰。她的故
事润物细无声却蕴含着无穷力量，给了我
强大的支撑。”龚全珍的扮演者陶慧敏谈
及拍摄体会时说，演员要细致地去剖析英
模人物的喜怒哀乐，告诉观众他们所经历
的磨难、面对生活的选择和不可避免的内
心矛盾，将他们拉近到观众身边，让大家
看到，原来他们也是普通人，却能为了人
民、为了信仰做出不平凡的事。如此创作
出来的影片，才能摆脱囿于介绍人物生平

的创作困境，从而更深刻地传递出英雄模
范人物崇高的品德。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
优秀教师李保国 35 年如一日扎根太行
山，用尽一生把科技和富裕带给农民的事
迹众所周知。电影 《李保国》 出品方代
表、河北电影制片厂党总支书记信文静对
李保国的种种事迹更是熟稔于心：“剧本
是一剧之本，为了将电影《李保国》打造
成精品，主创团队广泛听取业界专家意
见，不断打磨剧本，精益求精。同时，剧
组主创坚持体验生活，花大量时间深入了
解并融入李保国的内心世界。”

据电影 《李保国》 导演赵琦回忆，
2016 年制片人找到他拍李保国的故事
时，他拒绝了，“因为一个英雄人物的度
太难把握”，但一个月后，制片人又来
了，“他让我先研究一下李保国是一个什
么样的人”。3 天后，赵琦给出的答案
是：李保国是一个较劲的人，也是一个具
有独特精神内核的人。

正是这份独特的精神内核打动了赵
琦，他决定接下拍摄任务，并“把故事讲
到人民心坎上去”。最终，一部“有温
度、有情怀、有细节、有共鸣”的英模电
影搬上了银幕，好评如潮。

挖掘更多素材

英模人物的重要特质，是他们身上有

一种能打动人心的东西，能与时代同频共
振。演员丁柳元在影片 《我的父亲焦裕
禄》中饰演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她说：

“拍摄前期，我们在山东、河南等地采风
时，听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和兰考百姓回
忆往事，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他身上亲民
爱民、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
精神。”

时代楷模、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
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的传奇故
事早已家喻户晓。电影 《八步沙》 为这
一先进群体立传，使榜样的力量得以彰
显。《八步沙》 制片人潘红阳说：“为了
讲好八步沙‘六老汉’的故事，同时破
解因生活原型的高知名度给创作带来的
某些局限，主创人员着力对生活素材进
行深入挖掘，通过大量采访、认真思考
和亲身体验，寻求到了许多更新更广泛
的素材。”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百废待
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农村
合作化运动。作家柳青辞掉北京优渥的工
作，决心亲身参与实践，创作一部反映社
会主义人民集体创业的史诗巨著。2021
年，由田波执导的人物传记电影《柳青》
通过艺术的表达，讲述了柳青放弃城市的
生活条件，在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扎根
14 年，并创作出经典长篇小说 《创业
史》的故事。

“我们经常被问到为什么要拍摄柳青
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影片的创作过
程也检验着我们的初心。时至今日，我的
答案竟然和最初的创作想法完美重合，那
就是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经历，深
深影响着我们，我们就是崇尚这样的人生
和人格。”影片《柳青》出品人、西安多
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苗霞感慨
道：“令我们感到更加荣耀的是，柳青生
活过的乡镇，因为这部电影的拍摄变得更
好了。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正在书写着新时
代的创业史，这不就是柳青当年的愿望
吗？我们有幸参与并见证了他的梦想成为
现实。”

英雄模范人物形象就是一个国家的形
象，一个民族的面孔。拍好新时代英模题
材电影，是当代电影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和
历史责任。与会者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坚
定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想，共同努力把
更加优秀、更加丰富多彩的英雄模范人物
题材电影奉献给广大观众。

把英模故事讲到人民心坎里
□本报记者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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