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峰爆》 立体地塑造人物， 细腻地表现个体在灾难面

前的义无反顾与内心治愈， 在极端情境中揭示人物情感的

隐忍克制与澎湃奔涌， 讴歌参与铁路建设的两代人在面对

艰难险阻时的坚定无畏， 投身国家利益的豪迈乐观， 凸显

“科技” 在救灾中大显身手的时代性变迁

观点提要

别让恐怖血腥扭曲历史的歪风，把“剧本杀”带偏了
黄启哲

不过两年时间 ， “剧本杀 ” 就发
展成为最潮流的线下娱乐项目 。 周末
在微信群拉人 “上车 ” 开一盘 “剧本
杀 ”， 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生活方
式 。 作为新兴文娱消费新业态 ， 目前
国内 “剧本杀 ” 线下门店已超过 4.5

万家 ， 今年又新增相关企业 5000 余
家； 研究机构预测今年市场规模将达
170 亿元， 消费者规模有望逼近 1000

万 。 在光鲜背后 ， 我们也必须看到存
在着有些剧本恐怖血腥 、 有的场地隐
患丛生 、 监管存在盲区的晦暗 “B

面”。 在这之中 ， 以 “恐怖 ” “暴力 ”

“灵异” 为噱头， 扭曲历史事实、 宣扬
负面价值观的剧本更是乱象 “重灾
区”。 近期， “剧情引导饮酒过量送医
急救” “少年沉迷剧本杀诱发心理疾

病 ” “玩恐怖本吓出后遗症 ” 等负面
事件时有发生 。 作为文娱市场的一个
新兴项目 ， 初期的某些乱象或许难以
避免 ， 但若不顾价值导向一味追求利
益地无序扩张 ， 必然会影响到产业的
良性发展。

眼下 ， “剧本杀 ” 存在的灰色敏
感地带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

上海市公安局已出手整治 “剧本杀 ”

等新业态经营场地， 11 家存在消防安
全隐患等问题的相关场所被停业整顿。

另一边 ， 上海相关行业协会也着手建
立 “剧本杀 ” 行业标准来规范运营 。

在经营整治过后 ， 是时候从剧本内容
源头遏制不正之风了 ， 决不能让 “重
口味” 歪风把 “剧本杀” 带偏！

“剧本杀 ” 原本是围绕剧本展开

的桌面推理游戏， 玩家人手一本剧本，

根据上面的角色提示 ， 完成故事主线
剧情的推进 ， 抽丝剥茧找到真凶或掩
饰身份 。 然而 ， 由于受众从最初的推
理爱好者逐步向普通大众拓展 ， “剧
本杀 ” 逐步细分出了 “喜剧本 ” “情
感本 ” “恐怖本 ” 等类型 ， 满足对推
理兴致不高 ， 只想尝鲜 、 追求潮流的
普通玩家。

爆发式增长的市场让上游创作者
看到商机 ， 然而创作者的鱼龙混杂 ，

让 “剧本杀 ” 内容逐渐跑偏———一些
无良创作者来不及潜心设计推理烧脑
的细节 ， 就靠着填充恐怖 、 灵异 、 血
腥的元素来拼凑故事 。 而为了让玩家
更有代入感 、 抬升 “剧本杀 ” 消费价
格， 一些店家则根据这些恐怖灵异本，

推出了 “实景剧本杀”。 单就这些场景
的 布 置 ， 已 经 让 “剧 本 杀 ” 变 了
味———原本的推理脑力激荡 ， 吹进了
宣扬恐怖、 灵异的 “妖风”。 某个围绕
墓地展开的 “剧本杀”， 走进房间便是
一座 “乱葬岗”： 天花板上装饰着残破
的白布条 ； 蜘蛛网密布 、 符咒贴满石
壁 、 墓园尸体横陈 。 除了读剧本的房
间有灯 ， 其他地方均是黑漆漆一片 ，

玩家不仅要在摸索中完成搜证 ， 还要
提防冷不丁跳出的 “鬼魂 ” 吓人 。 店
家为渲染恐怖氛围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而翻看 “剧本杀 ” 热门剧本名字 ，

“蛊 ” “魂 ” “灵 ” “鬼 ” 成为高频
词 。 更不必说社交平台搜索 “失眠 ”

“吓哭” 等关键词， 跳出 “剧本杀” 消
费者的抱怨反馈不计其数。 面对于此，

心理较为成熟的成人尚且无力招架 ，

更不要说是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 ， 良莠不齐的
“剧本杀” 市场在历史观价值观上出现
了严重的偏离和差错 。 某个以南宋历
史为背景的 “剧本杀 ” 中 ， 为岳飞刺
下 “精忠报国 ” 的竟是秦桧 ， 连千古
名篇 《满江红》 也歪曲成秦桧的创作。

南宋抗金战争 ， 竟被说成了个人的情
感恩怨 。 对此 ， 消费者出离愤怒 ， 呼
吁抵制———怎能为了标新立异扭曲历
史真相、 污蔑民族英雄？

曾经的 “剧本杀 ” 与推理文学唇
齿相依 ， 重推理而轻凶杀 ， 借案件警
醒世人而非一味暴露人性阴暗面 。 在
“剧本杀 ” 圈 ， 也有不少具有爱国情
怀 、 催泪动人的红色剧本颇获好评 。

然而眼下 ， 部分 “剧本杀 ” 已然偏离
了文娱项目健康发展的轨道 ， 倘若任
由劣币驱逐良币 ， 诱导玩家追求刺激
长期浸淫于此 ， 模糊现实与虚拟的边
界 ， 很难不会迷失价值导向 ， 对受众
造成精神的侵蚀。

“剧本杀 ” 市场产业链涉及面很
广 ， 从价值观导向到门店安全运营的
全流程监管是新发展阶段的新课题 。

要破题 ， 严控内容生产源头是重中之
重 ， 多部门联手打出 “组合拳 ” 是生
态治理关键 。 有堵有疏 ， 有重拳出击
也有引导扶持 ， 方能呵护好新兴业态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 还 “剧本杀 ” 以
休闲娱乐的本来面目 ， 令其真正成为
倡导乐观积极人生态度与正确历史价
值观的文化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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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中展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中国故事
———电影《峰爆》的时代光芒与历史传奇

龚金平

大雨滂沱中， 他从直升机上一跃而

下， 滚落在山崖上， 在垂直角度的峭壁

上顽强地攀援。 大俯拍的画面中， 褐色

山体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扑面而来，

这是电影 《峰爆》 中动人心魄的场景：

人物在画面中看似微不足道， 却又是唯

一的亮点。 影片通过大远景的环境介绍

与特写中对人物表情 、 攀登细节的强

调， 在反差中凸显出人物顶天立地的伟

岸与坚强不屈的意志。 他就是电影的主

人公， 由朱一龙饰演的洪翼舟， 他不是

在参加攀岩比赛 ， 而是为拯救市民群

众、 保全铁路隧道而挑战人类极限。

最近上映的 《峰爆》 连续五日成为

当日票房冠军， 态势强劲的票房越过了

2.7 亿元 （截至 9 月 22 日）， 这部影片

为何有这样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它对

中国电影的抗灾叙事有什么新的突破？

《峰爆》 开辟出中国抗灾影片新的

探索路径： 电影的突破不限于呈现更为

逼真、 震撼的特效镜头， 而是立体地塑

造人物， 细腻地表现个体在灾难面前的

义无反顾与内心治愈， 并在极端情境中

揭示人物情感的隐忍克制与澎湃奔涌，

讴歌参与铁路建设的两代人在面对艰难

险阻时的坚定无畏， 投身国家利益的豪

迈乐观， 凸显 “科技” 在救灾中大显身

手的时代性变迁。 尤其在对人物心理的

深度探询， 在历史传奇的隐性书写， 在

时代主潮的生动表达等方面， 《峰爆》

更是呈现出新的气象和特点， 带给观众

更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绪感染力， 钩

沉出一段壮烈而辉煌的共和国记忆。

抗灾叙事中的心灵碰
撞与情感交汇

变幻莫测的地质灾害是 《峰爆》 中

唯一的反派， 影片全力聚焦 “人” 的情

感与心理 ， 为灾难叙事注入更具人情

味、 更有情感力度的内容， 来触动和感

召观众。 电影叙事中交织了两条情感线

索， 一条是洪翼舟和父亲老洪从纠结到

和解， 再到并肩战斗的历程， 另一条是

洪翼舟与女友卢小靳之间的深情牵挂。

这两条线索涉及父子情与爱情。 为了避

免这种情感戏码在叙事节奏上过于舒缓

平淡 ， 影片对人物身份进行了精心设

置， 以保证叙事的集中与节奏的紧凑。

老洪是一位有 40 年军龄的铁道兵，

他是军人， 又是专业人士； 卢小靳则是

工程勘探员， 她处事冷静， 行动利落。

影片的两位重要配角都具备救灾的专业

能力， 他们与主人公洪翼舟之间， 不是

一般意义上 “患难与共” 的亲人， 而是

“同舟共济” 的战友， 这使两条情感线

索具有阳刚与强悍的情感基调， 与抗灾

叙事水乳交融。

《峰爆》 中最动人的是洪翼舟父子

在溶洞里绝处求生， 在峭壁上齐心协力

的场景。 这两个场景一内一外， 在视觉

层面有昏暗逼仄的绝望和天高地迥的

渺小之感 ， 但影片用人物情感和心理

上的连贯性对场景加以串连 ， 勾勒出

洪翼舟战胜恐惧， 完成与父亲和解的心

灵 “弧光”。

老洪为人刚正强硬， 待人严苛， 对

儿子有诸多挑剔； 他年轻时常年在外，

父子之间生分， 不亲近； 因母亲的意外

离世， 洪翼舟在自责中也有对父亲的怨

恨。 在溶洞里， 父子俩抱头痛哭， 互诉

衷肠， 多少化解了彼此的心结。 在峭壁

上， 他们绝处求生， 顽强向前， 成为生

死相托的战友。 这两场戏让洪翼舟重新

理解了父亲， 也通过老洪的牺牲， 重塑

了一位老铁道兵、 一位父亲的伟岸身躯

和精神高度。

洪翼舟与女友之间的情感叙事处理

得过于表面， 观众没有看到 “灾难” 对

两人情感的考验或升华。 影片重父子情

而轻爱情 ， 可能与影片的主题定位相

关 。 老洪与洪翼舟不是普通的父子关

系， 而是有着家国情怀的代际传承， 即

老一代铁道兵与新一代 “铁建人” 之间

的精神承继与映照关系。 在老洪身上，

我们看到了老一代铁道兵的质朴与刚

强， 也看到了他们在舍小家为大家的过

程中所承受的精神伤痛。 新一代 “铁建

人” 更为科技与专业化， 但他们的责任

担当与使命感， 他们对事业的热爱， 对

国家利益的捍卫， 对人民生命的守护，

又与父辈是一脉相承的。 当老洪以牺牲

自己来成就洪翼舟的惊人一跳， 成为老

一辈托举新一代的生动写照， 更使父辈

的精神旗帜将永远矗立在天地之间， 飘

荡在新一辈的心中。

“科技救灾”的时代意
义与主题意义

《峰爆》 肯定了领导集体决议的英

明与果断， 特定群体的钢铁意志、 无私

境界， 同时还呈现了 “科技” 在救灾中

的重要作用。 大量 “科技” 元素的强势

登场， 渲染了 《峰爆》 的时代气息， 使

“救灾” 的决策更为科学和理性， 更具

前瞻性和全局性。 这些 “科技” 元素不

仅与人物刻画融为一体， 还完成了对国

家形象与家国情怀的书写。

影片中人物面对的是严重的自然灾

害，要应对难以预测的灾害走向。如果离

开了科技的支撑， 救灾计划会显得低效

或莽撞。 影片中经常出现无人机、5G 网

络连接的大屏幕、专业电脑、测试仪等，

人物对话中也经常蹦出数学建模、 数据

论证等术语。这是时代发展的折射，是对

中国基建形象的科技加持， 更是对新一

代“中国铁建人”的专业化呈现。

当洪翼舟和父亲在溶洞中遇到岔路

时 ， 两人出现了分歧 。 老洪相信自己

40 年铁道兵的经验 ， 但儿子认为父亲

的经验有局限性， 忽略了季节的差异，

温度的变化。 “路线之争” 实际上就是

两代人关于 “经验” 与 “科技” 的正面

辩论。 影片表明： 在新的时代语境中，

科技的力量可以处理更为复杂的情况，

大大超越个人经验的有限性， 避免决策

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老洪在影片中代表了 “历史 ” 与

“传统”， 他受制于科技水平和年代、 特

定环境的局限， 但绝非可以轻视的 “过

往 ”。 因为 ， 这些 “历史 ” 与 “传统 ”

在精神层面弥足珍贵， 诠释了何谓不服

输的气概 ， 见证了 “人定胜天 ” 的豪

迈。 他们在溶洞里走到绝境时， 洪翼舟

从科学理性出发， 认为没出路了， 老洪

本着恢宏的信心， 义无反顾地探路。

影片没有一味地强调 “科技” 的力

量， 否定 “优良传统” 的激励意义， 在

认同科学决策的同时， 也不断褒奖 “主

观能动性” 的作用。 例如， 领导层在商

议去岩洞安放炸药时 ， 从科学数据出

发， 是 “不可行” 的结论， 但洪翼舟迎

难而上， 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 依靠父

亲的无畏与牺牲， 顽强地在绝壁上闯出

一条路， 近乎 “点石成金” 地完成了任

务， 保护了隧道与群众的安全。

朱一龙的饱满演绎与
人物塑造

影片对主人公洪翼舟的形象塑造得

立体而饱满 ， 既表现了新一代 “铁建

人” 的科技素养和精神面貌， 也呈现了

他个性化的特点和从不示人的精神创

伤。 当年， 十二岁的洪翼舟骑自行车载

母亲去看病时， 在桥上因被碰撞而翻入

水中 ， 他看着母亲溺水身亡却无能为

力。 这个创伤性体验使他长久地处于内

疚和痛苦中， 也夹杂着对父亲的怨恨。

多种情绪的缠绕使他难以释怀， 从此怕

水， 他一入水就会见到母亲的形象。 这

个细节不仅为观众展现了人物阳光、 强

悍之外的另一面， 也使人物更为真实，

更具心理深度。

洪翼舟的 “立体性” 为朱一龙的表

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女友面前， 洪

翼舟有着温和俏皮的一面； 女友受到同

行无端指责时 ， 他又能强势有力地护

驾 。 与外部危险搏斗而处于紧张状态

时， 他表情异常冷峻， 有一种刚毅镇定

的气度。 在溶洞里几乎陷入绝境时， 面

对父亲的误解和指责， 他处于受伤和委

屈之中， 但顾忌外人在场， 他拥抱着父

亲， 在近距离的倾诉中， 尽力控制肢体

动作的幅度， 形成一种内心炽热与外在

克制的张力， 朱一龙的表演使这场戏真

挚又深沉。

亲眼看着父亲坠下山崖时， 洪翼舟

的情绪处于极度的震惊和痛苦之中， 但

面对未完成的任务， 他必须化悲痛为力

量， 继续攀登。 这时， 朱一龙的脸部表

情有层次地体现了情绪的变化与转换。

洪翼舟搬运完炸药后， 他筋疲力尽， 命

悬一线。 他与卢小靳有一次通话， 他避

谈自己的危险处境， 掩饰父亲牺牲的真

相， 他的声音尽量平静， 但内心情绪翻

涌， 他只能强作镇定， 向电话另一端的

她传递深情。 这些情境， 对演员朱一龙

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他的表演要精准克

制， 但又不能流于平淡； 要情绪饱满，

但又要处理得含蓄内敛， 朱一龙的表演

完成度非常高。

抗灾片的核心冲突是人类与灾难的

对抗。但是，观众不仅仅想在银幕上看到

真实或想象中的灾难性场景， 普通人在

极端情境下的各色表现， 还希望看到人

类面对灾难的不同心态， 完成不同维度

的反思与成长。 正如《峰爆》中的丁总所

言，在灾难面前，西方人想到的是诺亚方

舟，即逃离；中国人想着精卫填海与愚公

移山，彰显的是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挑

战极限的勇气。 《峰爆》不仅致敬了中国

铁道兵这个特殊的群体， 还展现了中国

文化的精神内核， 是对中国形象和中国

文化一次昂扬而生动的书写。

（作者为复旦大学副教授、 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万岁青春歌未老 百年鲐背忆开怀
———评王蒙的长篇新作《猴儿与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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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博物馆：
具科技质感的“欢乐记忆容器”

吴越：她抵御住了随时可能入侵
的“饥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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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龙饰洪翼舟。

荩焦俊艳饰卢小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