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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影 《志愿军》 系列的第二部，
《志愿军：存亡之战》 上映以来备受瞩目，
票房成绩和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均
超过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彰显了
该片的高水准制作和观众的高度认可。《志
愿军：存亡之战》真实还原了抗美援朝战争
第五次战役的铁原阻击战，影片中恢宏的战
争场面和激烈的搏命厮杀增强了可视性，志
愿军战士炽热的爱国情、父亲兄妹血浓于水
的亲情，以及生死与共的战友情提升了影片
的感染力。

笔者以为，该片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把
握并反映出铁原阻击战这一敌我兵力相差悬
殊、阻击任务艰巨的真实境况。此役粉碎了
美军抢占铁原、摧毁志愿军后方基地和交通
枢纽的企图，为稳定朝鲜战场局势作出重大
贡献。影片中作战场面十分震撼，令人目不
暇接，叙事节奏明快紧凑，让观众仿佛置身
于战场之中。

影片较为新颖的地方，在于从归国军事
专家吴本正的人物视角，突出且生动地表现
出敌我武器装备力量的差距，衬托出志愿军
战士顽强抗击美军4个师的轮番进攻，鏖战
12 日、歼敌 1.5 万余人的壮烈之举。影片
中，吴本正在了解战士们在战场上武器使用
的情况时，“抵近进攻”打破了他对常规战
场的认知，也让观众深刻领会到，志愿军战
士是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与钢铁猛兽进行战
斗，他们用火箭筒、爆破筒、炸药包和轻武
器等有限火力同敌正面抗衡，展现了崇高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

有别于《志愿军：雄兵出击》的宏大叙
事，《志愿军：存亡之战》以细腻温情的亲
情线索贯穿全片，让志愿军参谋李默尹和一
双儿女——营指导员李想、对敌英文广播员
李晓融入到具体的战斗故事中。因此，战争
中的人物成为该片的切入点，家庭戏份成为
该片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重要手段。在影
片开头，三人在家中经历短暂的相识重逢
后，分别以不同身份投入战场，他们各自坚
守自己的岗位、完成自己的职责使命，在战
地团圆也在战场上天人永隔。这个小家庭正
是所有志愿军对家与国深切眷恋的缩影，这
样的设计让该片情感底色于波澜壮阔之外更
多了一层细腻温情，让观众在观影中感受到

“大国”与“小家”的双层情感力量。
影片中，道具的隐喻成为亮点，写意化

手法频频出现。例如代表家和亲情的钥匙总
在李默尹手中摩挲，夹在笔记本里的干花不
仅是妹妹李晓给哥哥李想的念想，更是在志
愿军战士手中传递的希望和理想。还有彭德
怀总司令送给李默尹的一颗糖果，在影片中
几个主要人物间几经辗转，片尾处李想牺牲
前细嗅糖纸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这颗糖果
连接起大家与小家，寄托着祖国人民对于志
愿军战士的牵挂和战士们深沉的家国眷念。
这些“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对表现饱满情
绪和深沉情感有极大的助力，从中也能看到
创作团队精雕细琢、耐心打磨的痕迹。

影片的群像塑造有新意。吴本正和张孝
恒的人物关系变化刻画得颇为出彩，两人从
最初的陌生龃龉，到并肩默契作战，最终以
张孝恒的悲壮牺牲为两人的生死情画上了辉
煌句点。战损记录员是国产战争片中鲜见的
角色，影片中杨三弟的任务是把战斗中牺牲
战友的番号和姓名记录下来，在一场场战斗
的磨炼下，他也从一名稚嫩的新兵成长为一
名积极奔赴战场的真正战士。此外，遭受战
争创伤的副连长孙醒、直面内心恐惧的战士
杨传玉等人物的塑造，都表达出创作者对于
人物战时心理的关注，体现出人文主义关怀
的脉脉温情。

《志愿军：存亡之战》 作为 《志愿军》
系列电影的第二部，既在主题思想和剧情铺
陈上延续了第一部作品，也展现出更多维的
叙事空间和更充沛的情感张力，这样的故事
值得当下的人们去了解，去致敬！相信等到
未来第三部收官之作上映时，定会完整地描
绘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脉络，书写好这段
人民军队历史上的辉煌篇章。

《志愿军：存亡之战》
铁血英魂铸就钢铁防线
□晓筠

论近期欢声笑语最多的影厅，必然是
放映合家欢电影《熊猫计划》的影厅。该
片讲述为了保护熊猫幼崽呼呼，国际功夫
巨星携手金牌经纪人和熊猫保育员组成夺

“宝”联盟，与国际犯罪组织展开斗智斗
勇的故事。

自上映以来，《熊猫计划》显示出其
慢热且稳定的走势，随着口碑的持续发
酵，票房及排片曲线双双上扬，证明了熊
猫+功夫的组合，依然能击中不同年龄段
观众的心窝。观众的评价“能让你笑得很
纯粹”，证明了影片“真·合家欢喜剧”的
含金量。

让观众毫无负担大笑一场

曾经，为了应对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
和观众愈加挑剔的口味，电影作品往往更
习惯于大做加法。以喜剧电影为例，仅仅
逗人一笑仿佛太过浅薄，必须要展现更为
深刻的内涵和值得思索的意蕴：要么是小
人物悲欢离合“笑中有泪”，要么是笑容
下另有面具、层层反转之后“别有洞
天”，而甚少有人记得喜剧电影的初衷，
就是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可以放松下来，
毫无负担地大笑一场。

作为成龙经典功夫风格影片，《熊猫
计划》老老实实做喜剧，剧情简洁，没有
过多支线情节的干预，也没有过分的强煽
情桥段，这使得故事节奏推进较为流畅，
喜剧元素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尤其
是片中各方力量与熊猫幼崽呼呼之间的反
差萌，给观众带来了密集笑点，很好地回
归了喜剧电影的娱乐本质。

作为成龙系列功夫 电 影 ， 也 是 继
《A 计划》《飞鹰计划》《宝贝计划》 之
后的又一“新计划”，《熊猫计划》 的内
核是成龙电影中惯用的夺“宝”之战，
热血的主角团搭配蠢萌的笨贼也是成龙
电影中的惯常设置。其中，动物园追

逐、货仓打斗等戏份运用了观众极为熟
悉的“超级市场功夫模式”，引发了观众
们恍回昨日的怀旧之感——主角跳车、跑
酷、武打等动作依旧丝滑，在有限的空间
里上蹿下跳、借物打物的观感令人如此熟
悉，而时光一晃，距离那个年轻的成龙
初登银幕展现他的世界探险之旅，已经
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虽然成龙的身手已
不再如当年那般干脆利落，但仍旧在

《熊猫计划》中竭力奉献出了诚意十足的
打斗，就像他在剧中借主角之口自道：

“我也会怕、会痛、会累，但只要一听到
‘action’，就能变成那个无所不能的‘英
雄’。”此时，片中主角打破了电影的第四
堵墙，向观众展现出一种敬业的纯粹。

这世界上谁能不喜欢“墩墩”

在《熊猫计划》中还可以发现，近年
来，功夫电影的核心属性已经发生了较为
明显的变化，由原先故事内核紧密依托功

夫，着力于塑造主角的侠义形象，转变为
在功夫中注入更多市场化的热点，以此进
一步吸引观众的眼球。这一点在成龙若干
年前的电影《宝贝计划》 中已有了较为
成功的尝试，那时片中的萌娃与今天片
中的熊猫呼呼所展现的“萌”对观众的
吸引如出一辙，区别在于，熊猫这一IP
在当今的公众讨论语境下，拥有更为强烈
的热度。毕竟，这世界上谁不喜欢“墩
墩”呢？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电影界挖掘
“熊猫”这一热门 IP 的力度依然还不
够。提起近年来大银幕上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熊猫电影，观众第一时间想到的，
或许依然是好莱坞动画电影 《功夫熊
猫》 系列，而且该系列也同样是以熊
猫+功夫作为卖点。这不能不引起中国
电影人的思索：“我们有功夫，我们也有
熊猫，为什么我们不能拍一部属于我们
自己的熊猫电影呢？”如今，《熊猫计
划》 登上大银幕，某种程度上来说，我

们完成了属于自己视角的“熊猫文化叙
事”，但对于“熊猫”这一驰名世界的大
IP 而言，仅仅靠这一部影片的展现，依
然远远不够。

《功夫熊猫》 系列共有 4 部，其票
房、热度长盛不衰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片
中种种推陈出新的热闹场面，更有主角熊
猫阿宝在“行侠仗义、保护百姓”的自我
定义中不断成长，一步步实现自我超越，
其形象光谱得以大幅延展。而如何讲好熊
猫故事、进一步以电影为媒介用好“熊
猫”这张世界级文化名片，值得更多的电
影人思索。

无论带谁来看都合适

《熊猫计划》的成功，也促使电影行
业进一步关注合家欢这一细分领域，以及
其在下沉电影市场中所拥有的强大生命
力。相关数据显示，在今年国庆档电影
中，《熊猫计划》家庭观影占比最高，双人
观影和多人观影占比明显，在三、四线城
市中有明显的长尾效应，具有下沉市场优
势。探其背后原因，皆因为《熊猫计划》

“无论带谁来看都合适”，满足了多人群观
影需求，因此，有着持续的票房号召力。

不只是国庆档，在春节档和暑期档，
合家欢电影同样有着独特的优势。回想去
年暑期档的票房黑马《长安三万里》和今
年暑期档爆款《抓娃娃》，无不是踩中了
合家欢电影的风口，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
在其中得到了各自想要的情感寄托，而

《熊猫计划》中孩童视角的熊猫之萌与成
年人视角中的功夫怀旧再一次实现了这种
微妙的平衡，这也让很多电影从业者不
由心生慨叹：“观众的审美喜好是多么的
难以捉摸，又是多么的简单纯粹。”可观
众的热爱本身就是检验电影是否成功最
为客观的标尺，这也是任何电影人都不
应遗忘的初衷。

当熊猫IP遇上功夫喜剧——

讲好我们自己的熊猫故事
□李咏瑾

10 月 3 日晚，一则由电影 《出入平
安》片方发布的“致每一位和我们一起努
力守护小平安的朋友”引发关注，因其自
9月30日上映以来，排片率始终不高，故
宣布退出国庆档，择期再见。但该片的创
作突破、艺术塑造、人文内涵等依然值得
业界探讨。

日前，在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
国电影基金会钟惦棐电影评论发展专项
基金等联合主办的 《出入平安》 专家座
谈会上，来自业界、学界、评论界等的
专家代表与影片主创一道，围绕该片的
类型探索、群像塑造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和交流。同时，针对影片后续的宣传发
行工作，专家代表也从多角度给予了建
议和支持。

《出入平安》由肖央、阿云嘎、古力
娜扎、黄小蕾等主演，根据真实故事改
编，讲述了死刑犯郑立棍在押运途中突遇
地震，在天灾面前经历艰难抉择，以郑立
棍为代表的囚犯和以尉迟晓为代表的警察
合力解救灾民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极端背
景下复杂的人性冲突。

用“公路片”“反差式”破题

“我们是国庆档第一个定档的，也是
第一个撤档的。”导演刘江江如此开场，
并表示“感谢大家给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也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建议”。谈及创作历
程，刘江江表示，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
破题，最终决定用“公路片的类型结构”
和“反差式的戏剧前提”，来创作“一个
有突破性的灾难电影”，警察和一群囚犯
组成的救援队，出入一个个灾难现场，在
新中国历史上的灾难时刻，这些人反而展
现了他们人性中的高光。同时，影片还移
植了众多民间文化元素，以展现“中国人
面临困境和死亡时的消解方式和价值观
念”。“影片肯定是有遗憾的，不是完美的
作品，作为一名导演，最重要的是在逆境
中寻找希望，把阻力转化为动力，我觉得
我们在爬坡中，在成长中。”刘江江说道。

在片中饰演女主角木春桃的演员古力
娜扎看来，影片讲述的不仅是自然灾害带
来的冲击，更是人性在极端情况下的一个
真实反映。“遇上这样的故事，成为木春
桃是我的幸运”，古力娜扎动情地说道。

同样被角色所打动的还有饰演医护工
作者白素娥的黄小蕾，“白素娥是一个逆
商很高的人，在逆境中的抗压能力恰好
是人性中最冷静、独立、温暖的部分，
她是千万医护人员缩影中的冰山一角”，
谈及该片时黄小蕾表示，影片塑造了一

系列勇敢、坚强、有责任心的女性角
色，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观众感受到
女性的力量。

对灾难场景的建造，视效指导宋鹏和
美术指导王阔现场讲述了更多的幕后故
事。影片90%以上的场景都是各种各样的
废墟，既要符合当时历史的环境，又要符
合演员表演的环境，在技术上可谓是较大
的挑战。为了还原历史真实感和临场感，
整个团队付出了很多努力，“视觉上虽然
是地震的背景，但并未追求轰轰烈烈的大
场面，或者是炫技，而是要呈现地震带给
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感受——千千万万家庭
的破碎和无力。”

湖北长江集团创投中心总经理胡博作
为出品方代表直言，影片最打动自己的是
那段真实的时代背景，“这是一段鲜有人
知道的历史，将其搬上大银幕，是电影人
非常纯粹而伟大的情怀。”她表示，影片
没有侧重于描写悲壮的灾难场景，也不只
是琢磨于救援团身上的英雄主义，更没有
流俗于消费苦难、贩卖苦难，而是始终运
用较克制的镜头呈现人物身上最鲜活的一
面，“希望这部影片被更多人看到”。

喜剧式处理化解灾难沉重

“影片在制作层面和剧作层面的完成
度很高，写出了灾难下人性的闪光和人间
的大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认为，美术、视效团队把地震后的灾难场
景高度还原到大银幕上，体现了中国电影
制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一部灾难片，
影片体现了较强的戏剧张力，主角之间的
猫鼠关系富有新意，喜剧式的处理化解了

灾难的沉重，尤其是生死离别的隐喻表
达，也让影片内涵更为丰富。“希望好的
电影不被市场埋没，要千方百计实现电影
与观众的双向奔赴。”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荣誉会长章柏青则谈到了导演
和摄制组的严谨与用心，“这是非常有勇
气的影片，既是一部灾难片，也是一部
艺术片，不同于以往对灾难本身的描
述，更多关注了历史，将人性放置在更
为广泛的讨论范畴中去塑造，在平静之
中催人泪下”，“没有回避地震的惨烈，
却并不让人恐慌，这也是现实主义影片
的一种魅力”。

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喇培康
表示，影片将“在押犯人完成救赎”“人
民警察在极端情况的温度执法”两个故事
糅杂在一起，使得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高度统一，灾难片的背后闪耀着人性
的光辉和对大爱的崇高礼赞。片中 4 个
强烈的对比——警察犯人正反人物的设
计、震前震后的两个婚礼、两个死刑犯的
善恶对撞、生与死之间的新生延续，是具
有文学性的画龙点睛的一笔。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著名导演、
中国夏衍电影学会会长江平直言自己多
次被影片情节所感动。他表示，影片最
打动他的地方在于三方面：其一是创意
好，能够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写老百姓，
提升了可看性，“只有心系人民、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之后，才能创作出这样体
现基层的作品”；其二是演员表演好，肖
央、阿云嘎两个角色的设计和把握十分到
位，古力娜扎、黄小蕾、丁嘉丽等人的表
演也让人印象深刻；其三是摄录到位服化

道精准，既尊重了地域文化差异，也精准
还原了历史。

“影片表现出的灾难不只是画面本身
的坍塌，也表现出了人们心理的坍塌。”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赵卫防认为，
影片对人本性的呈现十分充沛，郑立棍对
拯救孩子老婆的执着与尉迟晓对警察职业
的坚守，两个人本性之间相互交融和影
响，由此串联起了各个角色，最终形成冲
击观众的磅礴感染力。同时，他还认为，
一般情况下，喜剧和灾难两种类型很难关
联，但该片融合得很巧妙，具有一定的创
新性。

《中国电影报》 副总编辑张晋锋表
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相
结合的影片，放飞笼鸟、两场婚礼、集体
读情书等桥段皆是对人性光辉的歌颂，体
现了中国人的家庭观、生死观、世界观、
价值观。影片丰富了灾难片这一中国电影
的弱项和短板，能看到导演有意追求通俗
化、大众化的努力，以及对个人作品风格
化、个性化的坚持。

用影片的传奇性吸引观众

谈及影片撤档的话题时，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认为，影片因多重
原因而“生不逢时”。一方面是在有限档期
内，观众的购买力也是有限的，他们会优先
选择投资大、有流量、高口碑的影片，由此
也就构成了同档期影片之间几十倍、上百
倍的票房差别；另一方面是与上映档期的
情绪差有关，国庆档需要欢庆的影片，影片
沉重苦难的气质明显不占优势。

法治网研究院院长余瀛波则从新媒体
传播的角度提出，在如今新媒体的传播新
思路下，面面俱到反而会顾此失彼。因
此，影片宣传要契合当今的传播视域，反
而更需要一些特写式的宣传思路。

面对影片目前的难题，著名影评人、
策划、监制谭飞强调，当前的环境下，一
部电影的类型化标签尤为重要，一定要尽
快找到影片与观众之间能够对应的情绪
点，才能迅速打进市场、打开市场。此外，
他还建议，目前观众更容易被个性化、人性
化的人设所吸引，尤其是主创的真实故事，
可以通过宣传影片的传奇性来让更多的观
众注意到这部影片的不同之处。

其他与会专家也纷纷表示，对于《出
入平安》这样有深度、有质感、有力度的
影片来说，后面的路还很长，要重新确定
目标受众，精准寻找观众的共情点。毕
竟，每部影片都有自己的受众群体，关键
是要找到他们，并实现精准传播。

《出入平安》引关注，期待重回大银幕——

真实历史背后闪耀人性光辉
□本报记者 李雪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