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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导演张艺谋首次“进军”春节档

上演了一出“后发制人”。他与女儿

张末共同执导的《狙击手》在上映前

几日排片遇冷的情况下，凭借诚意制

作与观众口碑扭转劣势，排片、票

房、场均人次逐步上扬，成为春节档

唯一连续三天票房逆跌影片。尤其是

张艺谋执导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赢得超高口碑后，《狙击手》“自

来水”自发为影片宣传推荐，令相关

话题频频登上抖音、微博热搜。截至

发稿前，《狙击手》 票房已破3亿

元。正如片中狙击手“箴言”——精

品力作会被观众看见、认可、推荐，

从而倒逼市场实现“后发制人”。

该片虽与《长津湖之水门桥》是

同赛道起跑，却构成视角、风格互为

补充的格局：如果说《长津湖之水门

桥》是恢弘的、全景的，那么《狙击

手》便是特写的、聚焦的。视角风格

不同，却带给观众一样的震撼与感

动。尽管全片没有大场面与持续激

战，也没有气壮山河的豪情宣言，但

凭借扎实的剧本与紧凑的节奏，敌我

双方以班组小队为单位的冷枪拉锯，

依旧能够揪紧今日观众的心，进而翻

涌起更为深沉的爱国情怀。

众多“以小见大”成
就战争书写的抓地感

“以小见大”，这不只是就其着力

还原一场班组狙击战的题材而言。

从时长来说，96分钟的篇幅是

同期春节档影片中最短的，其紧凑的

节奏令观众感慨“全程高能”。

从视角来说，全篇聚焦微观层面

的战术博弈。从电影艺术而言，比起

近年战争片凭借大场面凸显战争残酷

的拍摄，“冷枪冷炮运动”的影视化

改编具有一定难度。这是因为，冷枪

对决是对耐力与意志力的极大考验。

单从战斗表现上来说，拉锯消耗缺少

戏剧起伏与层次感。甚至战场上为掩

护战友的火力压制要省着用子弹，也

就缺少了银幕表现时场面调度的变

化。然而《狙击手》通过细致还原，

凸显志愿军战士“见招拆招”的智慧

胆识。这令观众可以更深刻认知到，

中国人民志愿军何以在敌我装备差距

极大的情况下艰难夺取胜利。

从人物刻画来说，全片几乎没有

闪回、没有荡开去的闲笔，但凭战场

上零星的台词对话，与交战中的片刻

喘息，立起性格各异的志愿军英雄

群像。

而从演员阵容看，狙击五班全员

仅章宇此前凭借《我不是药神》在大

银幕算是实力派“熟脸”，其他均为

新人演员。看似青涩用力的表演，却

与剧中年轻战士的稚气未脱、情感充

沛、坚毅执着的形象，形成了内外呼

应，最终以真挚情感打动观众。

众多的“以小见大”，令影片呈

现出一种扎实的抓地感，从而给习惯

于“大片”视听语言的观众，一种平

实的观演体验。是创新，更是一种现

实主义的回归。

这不是狙击手间的
较量，而是集体力量战胜
了个人英雄主义

《狙击手》在特写聚焦的电影叙

事中，努力达成集体力量与个体塑造

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只是艺术表现层

面的。影片也试图去解开人民志愿军

赢得胜利的根本——崇高的集体精神

与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才是志愿军

能够扭转局势的关键所在。

故事开端，是敌军视角下的诱

捕。片名里的“狙击手”是谁？他是

英文报纸上大肆渲染的“狙击枪

神”，作战风格低调却占据头条拥有

特写照片。他是美国狙击手潜心研究

数年，一心要与之一较高下的对手。

他也是敌军自上而下企图打击的关键

目标，活捉他的人可邀功请赏，而被

志愿军重挫、士气低迷的美军更妄想

靠攻克他提振军心，不惜为其精心设

计一场阴谋。

而在志愿军一边，这个令敌人或

闻风丧胆或蠢蠢欲动的“枪神”，却

是万千战士中最普通的一员。班里小

战士关心的不是他的枪法，而是他何

时能“笑一下”；连长对其交办的不

是歼敌数量，而是带回一名侦察员；

而他自己，眼见战友的接连牺牲，明

知深陷诱捕圈套，却抛开复仇怒火与

个人安危，咬定上级任务毫不动摇。

敌我双方的视角，让一个狙击手

形象逐渐丰满。可随着故事展开，观众

逐渐意识到，故事的主角不是章宇饰演

的“他”，也不是作为故事讲述者，续写

“枪神”奇迹的小战士，而是千千万万个

人民志愿军。那边厢，是从动机到立场

地强调“超级英雄”光环，甚至以己度

人，认为消灭一个肉体凡胎便是胜利。

而在志愿军这里，从战略战术制定到每

一场短兵相接，终极指向都是“我们”。

正是坚定不移执行的强大信念感，才有

了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地牺牲，艰难夺

取正义之战的最终胜利。

影片结尾，在韩红演唱的主题曲《回

家》中，影片横扫在山洞中休整的志愿军

伤员，以此致敬《上甘岭》中唱起《我的祖

国》时的经典场面。“一条大河波浪宽，风

吹稻花香两岸”的思乡曲，接续书写，成为

“天涯滚烫，落日金黄，孩子的牵挂，永远

是家乡”的深情回响，告慰英魂。

凭借口碑逆转排片劣势，成为春节档唯一连续三天票房逆跌影片

张艺谋新片《狙击手》打出跨越时空的一腔热血

曾两度获茅盾文学奖、自学油画77岁开画展……著

名作家张洁2022年1月21日在美国因病逝世，享年85

岁。消息传来，文学圈出版界悼念惋惜声一片。正如她的

代表作之一《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的作品与风范也

长存于读者心中。

“别人都是害怕被人遗忘，但是张洁是不愿意被人记

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曾在《张洁画

展小记》中这样描述“我们深爱的、敬畏的张洁”——

“那个对世界高扬着下巴的张洁，那个眼中有玫瑰和枪炮

的张洁，那个卑微得如一粒尘土随时准备自我遗忘和被遗

忘的张洁，那个被深厚的蓝所沁染的站在地上飘在天上的

张洁，那个注定奔跑、注定孤独的孩子……”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读得我泪流满面。

张洁以爱情入手写，结局念叨的却是人间常情父母之爱。

从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点作家对人世间爱情的别样的理

解。这样的情感谁都有过，而我们却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张洁做到了。”沪上资深出版人魏心宏在朋友圈写下的话

语透着遗憾，“再美、再勇敢的人也要离去”。

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重要代表性作家，张洁著有长篇

小说《沉重的翅膀》、中篇小说《祖母绿》、短篇小说《从

森林里来的孩子》《条件尚未成熟》、短篇小说集《爱，是

不能忘记的》、小说散文集《方舟》、散文集《在那绿草地

上》等。她曾以《沉重的翅膀》《无字》分别获第二届、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多次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

说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获意大利骑士勋章

及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多国文学奖。

在评论界看来，张洁是呼唤真情实感的女作家，也是

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作家，不断向着人性和文学的更深

层次突进。改革开放初期，张洁就以充沛激情和锐利语言

完成了小说 《沉重的翅膀》，聚焦工业经济体制改革，

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引发广泛影响。

她在创作过程中呕心沥血，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体现了作

家强烈的现实关怀。

着墨宏大时代命题的同时，她亦以女性敏锐的眼光与

细腻的感受，呈现几代女性命运起伏。如果说早期小说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为爱建造一座理想神庙，成为张

洁对爱的宣言；到了《祖母绿》则将爱情理想转化为曾令

儿式的无私的爱，展现出女性博大的精神力量；而当现实

的失望消解了爱情神话外壳，又何尝不是曹荆华、柳泉、

梁倩三位女性角色在《方舟》中的展现。

1991年，张洁的八旬母亲去世。她写下《无字》纪

念母亲，小说以女作家吴为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以家族三

代女性婚姻故事折射时代的大动荡。张洁几易其稿，将

100多万字压缩至80多万字，历时12年完稿。她还写下

长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文字中的温柔、脆弱缠绕着，倾诉对母亲

的思念，令一代代读者感同身受。此后作品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斯琴高娃、黄

素影等主演，平凡中见真情。

放下钢笔，晚年的张洁拿起了画笔，她这样解释学画经历：“医生的一个偶然建

议，2006年我开始画画。跟写小说一样，也是自说自话(画)，从来没有学过，第一次

连画笔怎么拿都不知道，只有一腔的热爱。”2014年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办个人油

画展，形容这是“告别演出”——“张洁就此道别了！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了

内容的活。”她说自己没什么爱好，也很“无趣”，不会打麻将，不会唱卡拉OK，不喜

欢参加饭局，只喜欢画画。当时，作家铁凝在文章中写道，张洁的家里满是画布和

颜料，房间的墙上全是画作，而此时的张洁“洒脱、淡定”。她说自己被张洁的画作

触动，在画布中重新认识了老友，“张洁如‘孤侠’行走天下”。

诗人西川在为张洁画展而写的《没有内心的风景不是风景》中如是评价：

“作家、诗人圈里画画的人并不罕见，因为都是业余身份，所以我从不苛求。但

是，看到张洁老师一些画作之后，我心里颇感惊讶。”张洁当年无心说过的一句

话，对他影响至今：别以为别人的生活、远方的生活才是生活，你的此时此地就

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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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今年春节假期，演艺大

世界区域内剧场共推出52场重点演

出。大年初二开始，百年天蟾逸夫舞

台便好戏连台，上海京剧院、上海昆

剧团推出贺岁联合演出季，新春演唱

会、经典传统戏排满日夜两场；初三

至初六，仙乐斯木偶演展中心共为市

民准备了16场精彩的木偶演出，新

概念演艺项目《走进光影》在上海木

偶剧团演艺新空间“木偶BOX”首

发；亚洲大厦“星空间”排档音乐剧

《灯塔》《火焰》《危险游戏》和脱口

秀表演轮番上演……节日期间，作为

全国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剧场群，

“演艺大世界”继续迸发出强劲的活

力，为观众奉上一台台文化盛宴。

看京昆到天蟾，名家
云集贺新春

大年初二，名家云集的新春京剧

演唱会唱响天蟾逸夫舞台，大年初三

至大年初五，《定军山 · 阳平关》《凤

还巢》《杨家将》《伍子胥》四台大戏

接连登场。虎年伊始，上海京剧院短

短四天内就献上五场演出，打造了精

彩纷呈的国粹盛宴，陪伴广大戏迷欢

度新春。陈少云、史依弘、王珮瑜、傅

希如等名家齐聚，流派峥嵘的演出吸引

各年龄层的新老戏迷走进剧场。

在初三日场上演的《定军山 · 阳平

关》 中，青年文艺家蓝天一人分饰两

角，《定军山》 中饰演豪情满怀的黄

忠，《阳平关》 中饰演武力超群的赵

云，充分展示了扎实的文武功底。值得

一提的是，在今年央视春晚中凭借《徐

策跑城》惊艳全国观众的陈少云在《阳

平关》一折中倾情助阵饰演黄忠，当今

“麒派”掌门人苍劲有力的唱腔成为演

出一大亮点。

当晚夜场，寓意阖家团圆、美满幸

福的“梅派”名剧《凤还巢》为戏迷带

去了欢乐。“梅派”大青衣史依弘饰演

美貌聪慧的“程雪娥”，献上“日前领

了严亲命”“她明知老爹爹为奴行聘”

“母亲不可心太偏”等广为传唱的经典

名段。作为一出充满笑料的轻喜剧，自

然也少不了丑角的精彩表演。丑角名家

严庆谷、青年丑角杨康在剧中分别饰演

“朱焕然”和“程雪雁”，表演夸张搞

笑，极具喜剧效果。

初五、初六，两台经典昆剧《占花

魁》《风筝误》上演。《占花魁》是一出

小生与旦角的对子戏，也是上海昆剧团

的保留剧目之一，剧中人物内心情感变

化复杂，表演细腻传神，此次演出在表

演程式、服装造型上都进行了新的艺术

加工。昆剧名家黎安饰演“卖油郎”秦

钟，老搭档沈昳丽饰演“西湖花魁”

王美娘，共同演绎了一段“真善美”

的良缘。

演艺空间全新出发，
观众点赞本土文化

五彩斑驳的光影、引人入胜的故事

情节、沉浸式的观剧体验……春节期

间，上海木偶剧团的最新作品《走进光

影》 在 剧 团 第 二 演 艺 空 间 “ 木 偶

BOX”首发，为小朋友和大朋友们送上

一份别样的新春礼物，这也是仙乐斯木

偶演展中心复馆一周年以来再次传承创

新，为观众献上的新概念演艺项目。

以光影探秘为主题，《走进光影》

的情节里可以看到《狐狸与乌鸦》《小

蝌蚪找妈妈》等童话故事。与众不同的

是，跟随“踏光者”的指引，小观众们

得以走上台前，和小狐狸互动，与皮影

共舞，亲自体验一把木偶艺术。利用光

和影作为艺术形态，《走进光影》从探

秘和体验的角度出发，力图激发孩子们

的艺术感知。从进入到“浸入”，45分

钟的零距离接触让小观众们对这神秘而

无限的光影世界流连忘返。

前不久修缮一新的兰心大戏院假期

期间也传来阵阵笑声。初四、初五下

午，由上海滑稽剧团携手上海文广演艺

集团联合主办的《龙腾虎跃闹新春，海

派滑稽大荟萃》登台亮相。小品、独脚

戏、上海说唱等节目令观众眼花缭乱，

80岁的上海说唱表演艺术家龚伯康以

一曲《金铃塔》将演出推向高潮。“新

年第一次进剧院，当然要看最上海的演

出了”“有继承有新编有发展有传统”

“希望阿拉上海的滑稽艺术能一代一代

传承下去”，看完演出的观众纷纷在网

上留言，为本土文化点赞。

春节假期共推52场重点演出
“演艺大世界”虎年继续虎虎生威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本报记者 许旸

作家张洁著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无字》等多部

作品，影响广泛。 （资料图片）

制图：李洁

 京剧名家史依弘

带来“梅派”名剧《凤还

巢》经典名段。

 大年初三，京剧

《定军山 ·阳平关》在天

蟾逸夫舞台上演。

 上海木偶剧团的沉浸式体

验剧《走进光影》。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