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栏10 中国电影报 2024.12.11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广告广告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现
实
主
义
美
学
视
域
下
的

青
春
励
志
、传
武
创
新
和
视
听
叙
事

—
—
《
雄
狮
少
年2

》
评
析

《风流一代》：

他拍他的，她演她的
■文/周 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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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卫

首先，得承认我对贾樟柯的电影并非每

片必看如数家珍，而这部《风流一代》堪称贾

樟柯文本的迷宫，通过对22年间拍摄的既往

影像和新拍摄段落的创造性操作，利用《三峡

好人》《江湖儿女》《山河故人》的时间线故事

结构接力，创作出一部具有巨大时空弧线的

时代记录史诗。

而我在观影时无法动员起所有关于贾樟

柯的文本记忆，跟他一起玩翻转、跳跃、换个

面的“影像魔方”游戏，作为一名普通观众，我

的观影体验是——累且分裂，为了诊断出这

观影感受的缘由，我特地找来“深焦”在戛纳

给贾樟柯做的访谈对照看，终于好像找到了

症结所在。通常我不这么做，但贾樟柯是个

过于自觉的自我文本阐释者与再创作者，适

用于这种互文本阅读。

他在拍纪录片，她在演情节剧

“在最初的规划中，我设想的是将纪录片

和剧情片的元素结合起来。在我的心目中，

从未将它们对立起来：在适合拍摄纪录片的

地方，我会记录下来；而在适合演员参与的地

方，我会让他们参与进来。因此，这部电影既

有剧情部分，也有记录部分。”

作为一部用已有的庞大影像库剪辑而成

的影片，剪辑指导思想决定了最终影片样貌，

《风流一代》确乎融合了纪录片和剧情片，记

录部分纵贯22年的时间线，历经大同、奉节、

珠海北中南三地，铭刻了申奥成功、大坝合

龙、大湾区新建、新冠疫情等众多国民经典记

忆，而剧情着眼却很小，一部女性情节剧的剧

情，对接在平民视角的纪录史诗上，就像彪形

大汉穿双小鞋，并不合衬。

不合衬的原因不单只因为视角的规模有

别，更重要的是纪录部分和剧情部分叙述的

性别视角也明显有异。

影片前30分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在美

学上更加圆融统一，那些来自2001年的古早

影像里里外外透着粗粝的质感，尤其是约24

分钟处，一个略带鱼眼变形的水平横移镜头

里，大同街头的人群，他们望向镜头的脸，像

照进时代的镜子，而与镜子另一面当下的观

众跨越时空面面相觑，那是文字所不能及的

真正电影化的时刻。在今天这个数码至上的

时代，“早期的影像越发显得珍贵。这种珍贵

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记录了那个逝去的时代，

更珍贵的是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当

时还很不成熟的数码技术与正在转型的中国

完美融合，那是一个不太成型、非常混乱但非

常激动人心的时代，就像数码摄影机一样。

那时候我才30多岁。另一方面，这些影像也

记录了我们团队在不同阶段的视线和情感。

从你的运镜方法、关注的事物、节奏感，所有

这些都能看出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痕迹。这些

画面里没有一帧是我的图像，但它们全都记

录了我，记录了我的情绪。”

贾樟柯曾想效仿维尔托夫，将这部影片

命名为《持 DV 摄影机的人》，从这一片名即

知，这部电影里有一个从未出现却又无处不

在的主角，就是作者自己，镜头里所有影像本

质上都是作者的映射。而这种强烈的作者

性，在赵涛扮演的剧情部分却像拳头打在棉

花上，气遁无形，剧情越完整，戏剧结构越凝

聚的部分，这种反作者性越强烈，或者说一重

作者性在解构另一重作者性，因为纪录部分

和剧情部分并未像导演预想的那样指向同一

方向，而是相背的用力。

他声浪滚滚，她沉默无声

声音，比影像撕裂得更厉害。

《风流一代》是一部有声默片。

导演拿走了女主角的声音，除了片尾最

后一声呐喊，她全程沉默无声。

片尾巧巧的一声喊是赵涛的即兴创作，

幸好还有这一声！

导演阐释是：“一旦陷入具体语言中，电

影的抽象感就会被破坏，显得非常局限。原

本电影是一个开阔的、观众可以自由想象的

影像叙事。但当语言补充进来后，突然变得

具体。”显然，导演也意识到，这部影片里影像

是宽广的，而剧情叙事却是狭小的，女主声音

的加入会让这种不对位更加显著。

然而除此之外，影片却是喧闹的，角色对

白、采访声、环境音乐，甚至还有导演主观加

入的非客观来源配乐。

第一段《2001大同》有一段在剧院拍摄的

采访镜头，画外音里对剧院负责人采访提问

的，听起来像是贾樟柯本人。而他主观选用

的许多歌曲，如《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片头的

脑浊乐队的《野火》，以及片尾崔健的《继续》，

这些声浪震天的男声嘶吼，导演说表达了影

片的情绪，然而有个问题——谁的情绪，是藏

在庞大的影像后的导演的情绪，还是小小的

叙事里女主角巧巧的情绪？

如果是前者，那么每一声都是对巧巧的

故事的瓦解。

何以类似问题在《山河故人》不存在？因

为《山河故人》里有显见的男主角，这些男性

视角男性叙事男性表达会被观众自然地归因

于廖凡扮演的男主角，而《风流一代》里李竹

斌扮演的斌哥虽有男主角之名，却难符其实，

关于他的叙事是虚无的，在很大的篇幅里他

常常是缺席的，影片里其实还藏着一个类似

《蝴蝶梦》里鬼影前妻似的“影子男主角”，就

是导演自己。最糟的是这个男主角不在女主

角那个小小的爱情故事里。《风流一代》同时

运行着双核、两套系统，男主角的那个比女主

角的功率强大。尽管女主占据了绝对的银幕

时间，真正的男主从未出现在银幕之上，《风

流一代》真正的叙事机制统率者依然是男主，

女主角在银幕之上存在的索引意义（指向作

者的其他电影文本）、互文本意义，更大于她

在当下这个故事里的意义，或者说根本就不

存在巧巧这个角色当下的故事，一切故事都

是历史性的，从这个意义上，《风流一代》这部

影片里男主、女主的双核叙述：故事形式的自

我指涉与纪录形式的自我投射，都指向同一

性——导演自己。

《风流一代》想讲的根本不是巧巧的故事，

巧巧的故事贾樟柯早就已经在他之前的电影

里讲过了，它只是需要巧巧作为始终贯之者，

穿针引线将庞杂而纷乱的影像统领在一条基

本逻辑线索里，这种非实质的需要让巧巧这个

主人公变得格外虚弱，作为导演自我叙事的附

庸，根本无法实现他所想的用22年的时间映衬

一个女性的“觉醒”与“独立叙事”。

而且，导演所定义的女性觉醒与独立，“从

一个那么依赖感情、千里迢迢追寻感情的人，

到发现问题后，坚决地提出分手。做出这个决

定的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对比同期上映的女

导演邵艺辉所定义的女性觉醒与独立，这种放

下一个男人即女性独立的意识，似乎也离导演

所期望的“现代性”还颇有一段距离。

大型情景史诗舞台艺术电影《伟大征

程》是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

演出《伟大征程》为基础摄制的同名舞台艺

术电影。史诗由“浴火前行”“风雨无阻”

“激流勇进”“锦绣前程”四个篇章和首尾

“启航”“领航”构成，在叙事上呈现了东方

美学风格，多层面展现了一百年来党领导人

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呈现出符合时代风貌

的审美特质，在观影者中激发了强烈的价值

认同和情感共鸣，为舞台艺术电影树立了新

的典范。

多重时空艺术联动，再现恢宏征程

在舞台艺术电影中，多时空联动的创作

手法是人物塑造的关键环节。作为国内首

部将音乐、舞蹈、戏剧、电影以及美术设计融

为一体的 4K 全景声大型情景史诗舞台艺术

电影，《伟大征程》充分调动舞台时空和电影

时空，展现出了丰富的情感与人性，以艺术

创作的时空联动、深入人心的艺术性透视，

全方位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梦想与精神，再现

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曲折奋斗和光辉

历程。

为了将百年峥嵘岁月宏大历史脉络讲述

清晰，影片采用了多媒介互嵌的历史叙事方

式。首先，借助立体化全覆盖的屏幕，“鸟巢”

被打造成全球最大的沉浸式剧场。在这个沉

浸式剧场中主舞台主要用以呈现大场面的歌

舞表演，既承担了将历史氛围进行艺术化渲

染的功能，又以点带线完成了整部史诗的主

叙事。舞台两侧还有两方小舞台用以戏剧表

演，以情节演绎的形式放大了诸如“南陈北

李、相约建党”“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等历史

细节，舞台后方的巨型屏幕上还时常播放珍

贵的历史真实影像。影像时空与舞台时空二

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嵌关系，既补充了歌舞表

演和戏剧表演所未能呈现的历史事件，又助

力恢宏磅礴的历史沉浸感的营造。这种创新

性重构使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到伟大英雄背

后所蕴藏的丰富情感，成功唤醒了观影者的

集体记忆。

同时，《伟大征程》也注重将“大时空”的

历史叙事与“小时空”的人物刻画结合起来，

用真实鲜活而丰满有力的人物形象映衬宏大

历史的波澜壮阔，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凸显

时代性的情境表达，从翻译《共产党宣言》的

陈望道到写下《就义诗》的夏明翰，从“宁肯少

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

喜到“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的人民公仆焦裕

禄，从历次抢险救灾中众志成城的人民子弟

兵群像到“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闽宁镇、十

八洞村的干部群众……这种多时空联动为观

影者展现了一个多样与真实的审美世界，分

别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杰出共产党员的精神

面貌。

多彩视听艺术联欢，镌写伟大成就

声音是电影动作与人物形象表达的重要

组成部分。《伟大征程》充分发挥了电影作为

视听艺术的独特魅力，创作者们运用娴熟精

湛的视听手段，将“雄关漫道真如铁”般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在大银幕上进行了美学化的

深度镌刻。

从视听维度看，这部舞台艺术片是进行

电影化二次创作的视听作品。首先，影片在

景别与拍摄角度上灵活自由，既有大开大合

全景展现集体风貌的雄浑壮阔画面，又有聚

焦单个舞台事件的精致细节镜头，时而以鸟

瞰视角俯拍“鸟巢”内外，时而又以低角度仰

拍形成震撼人心的效果。其次，在剪辑上也

做到了兼顾节奏感和叙事性。不同于以往的

舞台艺术片只专注于再现舞台活动，这部影

片还使用现代视听艺术，不仅没有破环史诗

叙事的连贯性，还调节了影片的节奏，使之松

弛有度。

再次，结合传统与现代的视听元素，技术

对艺术的赋能使这部影片更具时代风貌。富

有感染力的视听语言向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

就发出新的礼赞，不仅有18台8K高技术格式

的电影摄影机全方位高清化的记录，杜比全

景声技术更是将从浩如烟海的声音素材库中

精心挑选，组编的音乐、音响和人声以富有层

次感的形式呈递给观众。舞台艺术电影的表

达非常注重观影者的听觉注意力，这部影片

创作者们还在B场地搭建了长达30米的绿幕

进行中近景及特写镜头的补拍，再通过后期

声音合成的营造让电影表达挣脱了枯燥的影

像陈述，使得电影的画面绽放其光华，技术赋

能视听的感性特质，成功地打造了既传统又

独具创新的视听盛宴。

多元作品艺术联袂，共谱盛世华章

如果说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那么影片

《伟大征程》便更是由多种艺术形式联袂共谱

的盛世华章。影片实现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

神的呼应, 以其现代化表达契合了当下观众

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旨趣, 既承载时代精神, 又

展示了中国电影的高艺术水准。

高质量的多元艺术作品会对观影者形成

正向激励。一方面，一曲曲熟悉的旋律感染

着观影者的情绪，让主题更加鲜明。从赣南

民歌《十送红军》到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

唱》；从直抒胸臆的《英雄赞歌》到基调昂扬的

《春天的故事》；从奥运颂歌《我和你》到童声

领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些经典歌曲既

将观影者带回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又使影

片主题更富感染力与表现力。另一方面，整

部电影中既有新编京剧，又有新作诗歌，这些

富有时代特色的艺术佳作充分体现了新时代

的文艺工作者对光辉历程的无限礼赞。此

外，《伟大征程》不论是美术设计，还是舞蹈动

作也都饱含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蕴，实现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的深度融

合。

可以说，作为一场视听盛宴，《伟大征程》

虽是由多元的艺术门类综合而成，但“形散而

神不散”，有着鲜明突出、一以贯之的精神内

核。影片不仅全面回顾了自新民主主义革命

以来的峥嵘岁月，而且将叙事的更大篇幅集

中呈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的全方位成就，聚焦时代命运，生动反映了创

作者们“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

德”使命感。

最近热映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2》以现

实主义美学之光为引领，讲述少年主人公刘

家娟以传统武术拼搏擂台的青春故事，展现

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动漫系列品牌的类型

建构和视听创新。

现实主义的励志

大部分动画电影在奇幻、魔幻等非现实

题材中施展铺陈，这部动漫电影却以现实主

义的笔触，描述人间烟火和社会真实图景，在

呈现时代高歌猛进、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不

回避对当下社会矛盾的观察和焦虑情绪的映

照：刘家娟因父病重，前往大城市打拼赚钱为

父治病，但在艰辛努力之后，没了住处，流落

街头，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到开武馆的女主人

公小雨，小雨帮他以舞狮的熟练动作为基础

参加格斗比赛，以此赚取奖金改变家庭困

境。这不仅是故事的人设，而且包括贯穿全

片的社会真实背景，诸如包工头对工人的压

榨，资本对舆情的操控，善良人群对舆论污水

的无可奈何等，主人公在这种背景下不是“躺

平”和消沉，而是背水一战地拼搏和奋争。这

种现实背景下的励志故事，不仅描述了永不

言退的青春激情，同时也符合观众的生活感

知。主创利用观众与电影的共享经验，制造

银幕内外的高共鸣度和参与度，现实逻辑的

真实，不仅拓展了电影的话语外延，还增强了

观众对故事和人物的逻辑信服及其认同投

射，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

传统武术的创新

《雄狮少年2》不仅是现实叙事，也是民族

传统的文化叙事，它通过主人公“外练筋骨

皮，内练一口气”的一系列动作升级，高扬了

中国武侠不服输的内在精神，画面和音效之

间蕴含着中国文化的骨气和品性，完成了对

中国价值的创作阐发。

但本片没有停留在传统武术的惯常表述

上，它承认传统文化因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

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挑战。电影《百鸟

朝凤》同样直面了这种挑战，但更多的渗透是

“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悲凉，而本片却是

在积极呈现传统武术面对当代挑战时的革故

鼎新、与时俱进，以及在现代化改造之路上的

积极努力。教练与选手没有对传统技法因循

守旧、恪守成规，而是因地制宜、自我改进，在

动作的交锋中，针对现代格斗的进攻，对应性

地使用了舞狮的步法和动作的精髓，以己之

长，攻击其短，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诸如选

手模仿野草以虚带实，似乎承受了对方的凶

恶猛击，在零距离贴合对方拳击面之际，像小

草那样轻轻后移，让对方的猛烈重拳在表面

触碰时刻实际落空，此时选手突然转身，出其

不意地迅猛反击，一招制敌。这套动作映射

出中国美学的虚实相间、以虚对实、虚实互补

的灵韵精髓。

影片接近末尾，选手、教练还一反封建武

侠文化中的门派林立，小院高墙、彼此保密、

相互掣肘的旧习，博采众家之长，各种武术高

人纷纷献出祖传的独家秘籍、主人公将多家

高手的绝招融汇于一炉，形成聚合伟力，以压

倒性优势力克对手，呈现了文化意义上的大

获全胜，表达了中国武侠文化几千年魂有所

定的精神旨归。

曲折成长的青春

此片在人物塑造上，不像一般商业类型

片那样为了二元对立的戏剧冲突，让人物性

格单一分明，而是着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变化

和成长，描述出残酷青春的成长曲线：刘家娟

一开始是个“弱鸡”少年，一上场尚未交手，就

自己先摔一个大跟头，身体瘦弱且不自信，伴

随着《二泉映月》的上场音乐，更显得愁苦有

余，强壮不足。从表情和言语上看，他内敛能

忍，在比赛中不敢主动出击，但特别“扛揍”，

在被对手残酷击打之后，原以为他会倒地不

起，谁知竟能抹掉嘴角的鲜血，摇摇晃晃地站

立起来，在教练看来，男主不倒即获胜。

影片在多次比赛的展呈过程中，描述了

男主与巴西、泰国等高手的对决，同时在内心

深处与自己的对决，逐渐表现自己战胜自己

后才显现而出的坚韧不拔和顽强应对，然后

到咬牙切齿，最后能霸气反击，少年终于从小

草成长演变为雄狮，凸显了勇敢顽强奋进的

青春之美。教练张瓦特是全片中不可或缺的

配角，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他是男主的绝对助

手，其貌不扬，体型微胖，穷愁潦倒，对酒当

歌，昏昏度日，但从潦倒落魄之中可以看到他

身上曾经拥有过的实力和气魄，他对刘家娟

的认识也经历了从蔑视到惊奇，到刮目相看，

到全力相助的过程。片中小雨是全片中爱的

核心，是团队爱的支撑和精神引领，带领大家

艰难跋涉经历风雨，但抵挡不住铺天盖地的

舆情造谣和污蔑抹黑。影片的反派人物肖张

扬、背后操纵的资本老板以及泰拳高手、巴西

拳手，这些形象的塑造也都是各具特色，性格

鲜明，他们为波涛汹涌的曲折故事增强了张

力和色彩。

比赛系列的叙事

影片尊重观众的欣赏习惯，采用了系列

电影的类型叙事：在二元对立的戏剧冲突中，

主人公都是为赢得比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

难，跨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最终取得了胜

利。作为对抗叙事，影片根据赛场观众的博

弈心理，展开了比赛双方的对抗叙事、输赢叙

事，让观众像看真实比赛那样，细致呈现对手

之间的复杂动作对抗，中国传统武术与泰拳、

与巴西格斗的激烈交锋使得故事的矛盾冲突

更激烈，不断升级，不仅增强了戏剧悬念，还

让观众经历了如同看比赛那样的大起大落心

理过程，随着双方攻防的跌宕起伏、峰回路

转，观众时而为自己认同的主人公揪心捏肺，

时而为他扬眉吐气，得偿所愿，他们欣赏男主

一招一式动作神奇和力度美感，在动作奇观

中获得了极大视觉享受。

在比赛叙事之余，影片还展开了草根与

资本的博弈叙事，拓宽了故事的内容厚度。

《雄狮少年2》作为系列电影，不仅沿用了第一

部的故事类型，还沿用前者的主题精神、文化

内涵、情感价值体系。系列IP对固定观众群

的持续吸引力，是电影票仓稳步回收、电影产

业逐步升级的重要方式，品牌动画的系列化

创制，应该是中国动漫电影产业普遍推行的

生产方式。

视听造型的提升

《雄狮少年2》给观众最为直观的视觉感

受是城市的空间质感，画面中呈现的街道、广

场、室内如同真实的空间一般，动漫人物在真

实的空间中表演，观众如临其境，似在其中。

在此基础上，影片将呈现空间深度的“视感视

觉”发展为“触感视觉”。“触感视觉”让观众看

到的不仅是形状，而且是质地，是物质表象的

清晰肌理，观众用眼睛获得建筑材料，玻璃、

木材、服装布料等可以触摸到的质感。

由于创作团队使用了升级后的计算机肌

肉表现系统，将皮肤的光泽、纹路，以及运动

中的皮下血管和骨骼表现得毫发毕现，将眼

神变化、眼眸的焦点移动、面部表情的肌肉变

化呈现得惟妙惟肖，数字系统完成的表演将

人物在各个时期的表情和精神状态都生动呈

现，严格遵循了身体和面部肌肉在物理环境

中真实活动状态，致使“栩栩如生”的描述不

再是一种比喻，其动作设计以及呈现的灵敏

度、复杂性、惊秒性达到甚至超越了真人表

演，完成了真人无法完成的惊险和复杂动作，

然后给各个角色配上不同个性的特色声音，

有的夹杂纯上海话的上海式普通话，有的是

外省地方方言，有的是标准普通话，展现了我

们耳熟能详的人声现实。

影片在镜头运用和画面剪辑上详略得

当，既有尖峰对决时的短镜头快速剪辑，又有

情感抒发时的长镜头大远景意境，声乐和插

曲与画面配合得相得益彰，用视觉和音效调

动了呼吸和心跳等多种感官反应，使影片表

现出较高的完成度，体现着中国电影的升级

换代和提质增效。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舞台艺术电影中的艺术性表达
——影片《伟大征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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