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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狼2》《红海行动》创造的票

房奇迹，沉寂多年的中国军事题材电影

终于回归大众视线。不仅国内业界评

价以正面居多，连外媒也纷纷表示称

赞。如果单纯从制作工业和大场面上

来说，《战狼2》《空天猎》《红海行动》等

影片确实反映出中国电影工业的顶尖

水准。但在一片赞美声中，我们应该保

持一份清醒和冷静。如果把这些军事

题材电影放到更大的坐标上进行审视，

就会发现，我们还缺少能够冲出亚洲、

更不用说走向世界的经典作品。中国

军事题材电影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中国声音、彰显军队形象，依然任重而

道远。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如果要成为

国际共享的“文化名片”，与世界优秀作

品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

一是塑造文化软实力的差距。2004

年，提出“软实力”理念的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又进一步将“讲故事的能力”看

作是21世纪衡量一国国力的重要标准，

他说：“除了军事硬实力外，我们还需要

运用旨在赢取人心的软实力——一种

以价值观和文化来吸引他人的能力。”不

同意识形态的软实力，首先体现在诠释

力、传播力和渗透力。今天，中国的综

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军事题材电影不

仅关乎艺术的成败，也必须承担彰显国

家意志、传播主流意识的责任。

这方面，外国军事题材电影创作有

着深刻的启示意义。一部美国奥斯卡

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让全世界都

看到了德国法西斯的罪恶，让双手沾满

鲜血的法西斯战争贩子们，在人类共同

的正义谴责面前，不得不面壁反省、低

头认罪。电影成为一个国家主流价值

观念的重要表达，也成为文化软实力的

重要表征。

而同样作为二战中深受法西斯之害

的国家，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中国产生了

多少像《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经典的军事

题材影片，让全世界观众都为之触动震

撼？让那些逃避战争罪责的人也受到良

心谴责，从而心服口服呢？相反，我们许

多已成为笑柄的“抗日神剧”没有历史观，

缺少思想价值，充斥感官刺激。一场灾难

深重的民族战争，变异为愚民式的战争狂

欢，呈现为阿Q式意淫的战争闹剧。这样

的雷人作品，遑论震撼日本人，就连自己

人也吐槽不断，嘘声一片。

今天，中国军队的建设发展已发生

了深刻变化，实战化的训练早已出营

房、跨区域，甚至上天入海；演习不再是

单一平面，更是诸军兵种合成立体，与

外军双边、多边联演已成机制并有扩

大之势；执行多样化任务也早已出了

国门，足迹、航迹到达亚、非、欧。这就

要求我们的军事影视创作也应该具备

大国视野、前瞻思维、纵深舞台，以打

造自信的宣传，建立起更加与时俱进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自觉，不仅用广大

官兵喜闻乐见的形式，还要用中国人

民甚至世界人民都乐于接受的审美体

系去讲述中国军人的故事，塑造中国军

队的崭新形象。

二是建构艺术话语权的差距。《战

狼2》《红海行动》成为首批“全球视野下

的中国主旋律”。这些影片在突破“禁

区”方面所做的跨越式努力，为今后创

作提供了有利的契机。这一点连外媒

也评论道：“《红海行动》有不可否认的

‘大国’宣传意识，但是它的紧凑和执

行，让观者选择‘原谅’其中的教条意

识。”

但客观地看，从《战狼2》《空天猎》

一直到《红海行动》，产生的只是“脱胎”

而尚未“换骨”的创作变化。它们竭力

避免说教模式，尽量契合现代审美，追

求惊险刺激和震撼人心的“国际范儿”，

以高密度、快节奏“狂轰滥炸”般的情节

让观众无法喘息，陷入高潮不断的观影

体验。这些显然是在用心总结借鉴外

国军事题材大片的基础上获得的。其

艺术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影片

中艺术的拼接，多于自我的突破。这种

依靠几个任务来串连故事的做法，在香

港业界俗称“通关模式”，它如同电子游

戏一样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却没有意愿

和能力去表现主人公那些更有质感的

心理困境和人性挣扎，以及对战争本质

的严肃思考。

今天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军事

影视如何既传递出中华兵道的正始之

音，表达中国军队的正义追求，又探寻

和全球观众的共同价值观的最大交集，

取决于编导的叙事格局，而片子叙事的

基本格局往往关乎观众认同的广度。

与那些世界一流战争片相比，我们还尚

未建构起中国战争片更具权威性和影

响力的传播话语权。就拿二战题材来

说，国外的经典作品不可胜数，像《珍珠

港》《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等

等，但与这些电影相比，我们还没有哪

一部表现二战的大片真正获得国际性

的广泛认同、对中华民族经历的战争灾

难作出更加深刻有力的反思和表达。

三是在打造营销传播力上的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文化产品的促销

工作，他们不是以生产者为核心，而是以

消费者为核心，努力满足消费者需求。

美国百老汇剧院在一个剧目创作上演之

前往往都要做充分的市场调查，根据市

场调查决定创作剧目、上演剧目、演出票

价以及场次等等。好莱坞在世界范围内

的成功，重要因素之一是市场营销的成

功。以美国战争大片为例，它们投入巨

大、制作精美、影响广泛，但片商仍花费

大量时间，投入巨资进行市场宣传。

相比之下，中国军事题材电影以观

众为中心、以市场为目标方面的考虑则

欠缺很多。在产业化和市场化背景下，

过去那种先入为主模式已难以获得年

轻观众的接受认同。军事题材电影一

方面需要争取市场的认可，通过票房收

入来为再创作提供条件；另一方面还要

把握一定的思想意义，绝不能简单地把

战争题材作为娱乐工具来看待。以《战

狼2》《红海行动》为代表的作品所做的

积极调整，折射出整个国产影视产业的

创作变化。它们力求与现代观众审美

需求对接，在文艺作品的社会化传播上

下更大的功夫，其成功先例提供了积极

的参照坐标。只要对军事题材电影进

行贴近时代特质的表达和合乎商业规

律的包装，不仅可以收获口碑，也能赢

得市场。

中国军事题材电影—

迈向高峰，呼唤更宽广的视野
■王 龙

讲好故事并不难，难的是你自己是

否也是一个传奇。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奋

斗的人生，自然就有一双敏锐发掘的眼

睛和敬畏的心灵,它是我们讲好故事的

底气。

有一个微电影，片名叫《一个都不

能少》，是辽宁省沈阳警备区拍摄的反

映兵役登记工作的短片，在全军第二届

微电影创作大赛中被评为一等奖。故

事很简单，讲述专武干部老包的执着与

奋斗，表达出“不论在什么岗位，什么时

候，都要满怀赤子之情尽职尽责”的理

念。这个微电影的编剧是警备区机关

的报道员，叫刘银星。他用一个士兵的

眼睛和士兵的心灵升华了另一个普通

老兵的报国梦。

一个年轻士兵和一部获奖微电影，

成功的偶然性里埋着必然的火种。

一个普通人去讲述另一个普通人，

他的自信与底气，恰好来自他们都有着

奋斗的人生和共同的精神高地。高考那

年，刘银星的分数超过本科线12分，他

却果断放弃读大学。只因假期看了电视

剧《士兵突击》，觉得像他这样喜欢“搞点

事情”的热血青年，应该到火热的军营去

磨练青春。

微电影《一个都不能少》获一等奖，

对刘银星来说是个意外。虽然拍摄主

题是他选定的。但电影脚本怎么写，写

什么好，刘银星也不知道。当政治工作

处主任带着几个宣传骨干在一起“呛

呛”怎么应对上级赋予的参赛任务时，

顺手把有关“通知”精神甩给他，让他也

研究研究。于是刘银星认真研究起来，

并把平时了解的文件精神，跟领导跑基

层时“咔嚓”的那一组组人物镜头，不时

调出来在脑海中慢慢回味。一幅画面

突然像一百多度的大灯泡，炽热地浮出

地表。那个“刷拉”一下凸现的光亮就

是《一个都不能少》中的主人公“老包”，

一个挺高的老头，曾经当过兵。都58岁

了还风风火火，三天两头到辖区走访、

座谈。谁家孩子该去当兵，谁快到应征

年龄了，谁身体素质不错，“老包”从不

查表格张口就来。去年初，上级下发

《通知》，要求全面启动网上兵役登记、

应征报名和政策咨询等工作。平时不

懂电脑、不玩微信的老包，谢绝别人帮

忙从头学起，还不时对网传的一些误解

疑问，耐心纠正。

讲好故事还要守住“一颗红星头

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豪迈与情

怀。红星与红旗，无论战争年代还是

和平时期，都是人民军队“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勇于牺牲奉献的精神象

征。《一个都不能少》秉持了这样一种

精神。逃避兵役登记的青年人，正是

被老包“当兵，我光荣！当兵，我自豪”

的豪迈情怀感染和震撼，自私与怀疑

情绪被消解。大写的青春正是被大写

的人格所激发。

年轻的士兵刘银星也许知道，人人

心中都有一块那样的圣地——那是人

性本有的一种家国情怀，尽管它不时会

被世俗欲望遮蔽光芒。正因此，我们需

要好故事散发的内在品质，如一片月光

融入另一片月光，如一根火柴引燃另一

根火柴，给平淡的生活带去温度，注入

希望。

刘银星无比坚定地“摸着石头过

河”，不怕呛水，不畏艰难，他憋足劲儿

写了一稿又一稿，删了一段又一段，改

了一行又一行。回过头来看，《一个都

不能少》在人物性格刻画和细节描写上

还留有许多遗憾，但他在缺失与遗憾中

得到了成长。他永远记得给作品提意

见时领导说的那番话：“说教的语言打

动不了人，大话套话会让人反感。创作

也是一样。就说心里话，说最质朴的

话，说老实话。”

刘银星：

用士兵心灵讲好故事
■戴 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香港被日军占领，百万难民受到驱
逐。为实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奴役，
日军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名义，全城
搜捕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文人志士。影
片正取材于这一段真实的历史事件，
讲述了东江游击队队长叶伟强带领战
友阿根，为营救被困文人志士，与军统
特务、日寇间谍斗智斗勇的故事。

影片中，主人公黑色大衣、黑色墨
镜、黑色礼帽，话语不多、身手敏捷、神
出鬼没的形象从一开始便深入人心。
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一个
神秘的游侠，信念坚定、沉稳谨慎、无
所不能。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
们渐渐地了解到了这位冷酷汉子背后
的故事，感受到了他妻散子亡的辛酸
和无奈，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主人公作
为一名普通人有血有肉的一面，以及
英雄之于家国情怀、爱恨情仇的认识
与感知。

然而，英雄的任务与行动仅仅是牵
动故事发展的一根主线，影片真正想要
表达的却是文化、文人之于一个国家的
重要性，以及阐明“山河可破，魂魄不能
丢”的深刻道理。正如剧中许灿教授在
慷慨激昂的演说中说的那样：“文化是
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国破半壁的年代，
侵略者试图改变本土文化，欲图从思想
上、从骨子里奴役它的人民，而文人正
是民族抵御文化侵略中最坚强的一道
铜墙铁壁，他们要做的只有“坚守一个
读书人的气节、一个中国人的良知”。

“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山河万里
几多愁！”片中，主人公久别重逢的妻子白
梦瑶，看上去是一个柔弱的旧社会女子，
但实际上，她却是一个真正有胆有识的奇
女子。她大摆灵堂公祭文人孟砚秋，公然
在日军情报机构的眼皮子底下，七天连排
宋朝抗金名曲《生死恨》，以自己独特的方
式积极鼓动民众抗日，抵抗日军的侵略。
与此同时，她还站在风口浪尖的危险边
缘，暗自配合丈夫掩护着那些隐匿起来的
文人志士，保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被玷
污，爱国之心可歌可泣。

与此相比，起初黑白不明的流氓混
混潘葆荃在整个电影中，却显得更加吸
睛。他以一个全身散发着铜臭味的“生
意人”形象进入观众的视线，原本只是
为了“一根金条一个人头，只数人头不
看生死”的明账干活，利用偷渡的方式
帮助叶伟强实施营救行动，但随着在刀
尖上讨生活的不断推进，与大家深入相
处之后，他骨子里的爱国心渐渐燃了起
来，为财的初衷，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
着根本性的改变。邹涛先生等人对其
产生怀疑时，他的那番大白话着实让人
惊叹不已：“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
只是一个流氓，可是那天他赌我是中国
人，中国人！”这也许正是影片所期望达
到的目的：一个民族文化的力量能够改
变一切、凝聚一切！

整个电影中，无论是叶伟强重逢失
散多年妻子之后的含情落泪，还是诗人
林南担心连累大家决定和七岁女儿一
起留在香港的内心纠结；无论是跟班阿
根为保护许教授的手稿最终中枪牺牲，
还是到了最后关头，为了掩护众人出
关，公然与日本人叫板，最终舍生取义
的《南华日报》王雅堂……这些可歌可
泣的镜头无一不催人泪下，但导演又仅
仅让煽情一带而过，最终还是回归到了
浓烈的家国情怀和中国人一同抵御外
敌的英雄气概上。

影片的最后，主人公叶伟强在任
务的最后一刻，为了掩护大家撤离，不
幸中弹牺牲。英雄倒下的那一刻，无
数观众的内心也许更多的是遗憾和惋
惜，但深入思考，硬汉的牺牲却价值巨
大、意义非凡，因为它换来的是营救任
务的完成，换来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保留与守护，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像他
一样的抗战英雄的牺牲，中华民族才
更具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才更
加充满着不屈不挠、中华必胜的坚定
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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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有一种风景叫十里洋场，有一种
风云叫飘摇激荡，这就是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上海滩。电视剧《远大
前程》的故事背景就设在这里，把现
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
合，弘扬了忠诚、家国大义和爱等符
合时代主流的价值观，是一部充满
生命力的正能量之作。

故事主要讲的是主人公洪三元
携母亲和好友齐林到上海投奔严华
时，卷入两大公司的权利斗争。洪
三元凭借机智多次化险为夷，并在
共产党人进步思想的感召下，放弃
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为护送工
会领袖梁兴义离开上海，倾其所有
甚至生命。洪三元逐渐懂得，共产
党带领的这条道路，才是他所想追
求的远大前程。
《远大前程》把握住了历史发展

的内核，将人物置入其中。通过众
多小人物在激荡年代的拼搏，以及
在整个过程中的艰辛和励志，表达
出 一 次 次 选 择 背 后 的 智 慧 与 勇
气。当国家、民族与个人命运紧紧
相连，小人物的成长也就变得更加
完整深刻。

纵观《远大前程》中的每一个人
物，小到平常百姓，大到豪绅显贵，都
有着十分鲜明的性格脉络。洪三元这
个角色，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很有讽刺

意味、甚至让人反感的人物，但你发现
当他逐步成长，价值观开始转变，最后
不惜付出生命，展现民族气节的时候，
就产生了前后的强烈反差，使观众的
情感、民族自豪感，随着人物命运的发
展得以释放。

从某种意义上说，洪三元就像是
一个带领观众穿越回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上海滩的“导游”，这一路上，既展现
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罗列了
充满烟火味的人情世故，让观众从小
人物的视角观察千人千面的民国众生
相，折射出有关热血成长、理想信仰等
格局更高的立意。

当然，故事没有一味沉溺于热血
与打斗，当洪三元扫除一切障碍，走上
人生巅峰之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出
现在眼前，那就是，怎样的未来，才是
最“远大”的前程？那是个一直摆在人
们面前亘古不变的真理：物质层面的
追求，始终是人们需求的初级阶段，信
仰层面的追寻，才能让人的精神得以
升华和蜕变。

总之，这部剧展现出的小人物的
奋斗史中，有立足于民族精神的继往
开来，有贯穿始终的崇高理想信念，也
有复杂细腻的人世百态，都有条不紊
地融入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
神的高远立意之中。

上图：电视剧《远大前程》剧照

电视剧《远大前程》——

追寻信仰的传奇人生
■马 芳

电影《香港大营救》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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