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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诚监制、张冀编剧、戴墨执导的电影

《三大队》今天正式上映了，带着此前点映积

攒的不俗口碑和亿元票房。

新片基于非虚构作品改编而成，但网上

有句不算影评的影评，得到点赞上万次，“不

是所有的故事都需要原型，看完《三大队》，真

希望这样的悲剧从未发生”。这一句精准戳

中了故事的来处与归途——它曾是某一位的

真实人生，而他的故事从文字到影像，触动了

太多人的情肠。

故事里的程兵12年兑一诺，穿过警服、

囚服、常服，历少年壮志不言愁到光脚平风

沙，他因落跑的嫌犯万里追凶，为自己所坚信

的道走遍天涯。有人说，这部电影证明了“真

实自有千钧之力”，真实的人间和时间淬炼出

的故事，是可以越过视听奇观抵达人心的；也

有学者觉得，这部电影虽有凶案、有传奇性，

但根本在于“人”的胜利，片中三大队那些血

肉丰满的人，才是与观众生命经验相契合、能

与之共徘徊共辗转的情动之因。

原型的震撼也好，改编后立住的“人”也

罢，先睹为快者的评论里有一点是明确的：中

国电影确实需要这一类作品，它深度关注现

实、真诚关心人的境遇。

忠于“梗概”，但更丰满了追
逐执念的山一程水一程

2018年，笔名“深蓝”的作者撰写了一篇

非虚构作品《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

了》。这篇7000字出头的文章记录了一位在

命运里沉浮的刑警：他本是刑侦大队队长，在

率队侦办一起恶性案件过程中，由于嫌犯之

一意外死在审讯室，他和他的队员集体被判

入狱。刑满出狱后，他以普通人的身份追踪

另一个在逃嫌犯，终在多年大海捞针后找到

凶手。原型故事之曲折、人物遭遇之跌宕，提

供了一个足够震撼的“故事梗概”。如今电影

上映，主创完成了一个既忠于“梗概”、又丰满

了血肉的故事。

三大队全员入狱，这是原文的既有情

节。电影补充了嫌犯王大勇意外死亡的诱

因，但并不流连于此。一方面是法治社会的

价值取向要求——能制裁罪犯的，只能是法

律。更重要的，对于在逃嫌犯王二勇的追踪，

编剧张冀把原型里出狱后独自追凶的一人

行，改写为三大队重新集结。正是在五个人

追逐执念的山一程水一程中，观众共情了。

入狱前后，程兵的生活有天壤之别。此

前，他是屡建战功的队长，警队后生以他为榜

样，女儿以他为荣；八年刑期减刑两年，虽重

获自由，但成了需要定期向属地公安报备的

重点人员，妻女已经冷淡疏离。蔡彬、马振

坤、廖健的人生也在六年后几多坎坷，有的成

了孤家寡人、满嘴看破红尘，有的虽然家没

散、但人成了社会边缘人。队里最年轻的徐

一舟，事发时刚从警校毕业不久，尚不及意气

风发惩恶扬善，就已满腔热血无处安放了。

五个有家、有牵挂、有理想的人，他们决定

继续追凶，因为旧案未结、热血亦未凉，他们要

告慰亡灵、还社会以正义。广东、湖南、四川、辽

宁、云南、广西、贵州，一路上，没支援没配合，脱

下警服的三大队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摸排调

查。他们变换工作，空调维修工人、物业保安、

网吧网管，从暗路到明路，用最笨拙的办法，打

听任何可能与王二勇有关的信息。无论身披哪

种服装，只要一声“动”，他们行动迅捷、分工明

确、配合默契，尽其所能守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从内心驱动、行为逻辑再到职业养成的

肌肉记忆，凡此种种，都是可揣度的人之常情、

事之常态。

五个“前警察”并肩追凶，苦中作乐有时，振

奋有时。可他们毕竟此生不再是警察，随时间推

移，追凶路迢迢又无望。每个人心头那点情之所

系，挨个消磨着初始信心，万里追凶到底成了孤

勇者的执念。“向前看”还是“放不下”，是影片中段

着重探讨的议题。以三大队之名，凶案当然是未

竟的任务。但具体到三大队里每个人，他们肉

体凡胎，不曾脱离普通人的境界，就像程兵在工

作笔记里写“谁都不是生活在真空的世界”。

个体世界，家庭、爱情、健康或是人生的其

他维度，和遥遥无期的“目标”相比，究竟孰轻孰

重？电影不直白地给答案。观众既无从得知马

振坤有过多少个不敢接通的妻子来电，也不能

确定廖健道离别时有没有因东北小饭馆里春晚

的背景音乱了心弦。电影只是确凿无疑地拍出

老马在火车站时那声“哎”，可仅此而已。恰恰

是一次次纠结与暧昧，牵动着故事里不同角色

的选择，也让这些带着悲情的理想主义者有了

落地的真实感。

历遍善恶，依然照见了人性里的光

《三大队》最动人、触发最多观众唏嘘的一

幕，很可能是大结局时分。嫌犯终于归案，镜头

像开场戏一样再次追随程兵。不过这一回，他

不是走向冷冽的罪案现场，而是迎着阳光融入

车水马龙。

12年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那是程兵个人

对三大队有交代的一刻，是三大队终于能“报告

上级”使命必达的一刻，还是他的人生在漫长的

12年“放不下”后从此能向前看的界碑。但对

芸芸众生，当时只道是寻常，甚至对办案民警，

他能做的亦只有郑重的一记敬礼。12年寒来

暑往、朝来暮去，程兵早已容颜改鬓毛衰。可时

间的重量没能沉淀出警察的荣耀，相反，命运的

判词早已写就，借用鲁迅的话，“时光永是流逝，

街市依旧太平”。

程兵这份“我执”能不能换回一句“我值”？

有网友相信，片中三大队的每个队友，都是平行

世界里他的“如果”——如果他没一追到底，他会

回归爱人、回归亲情、回归生活。所以片尾他和

曾经的队友们相逢，是重新拥抱自己错过的人

生。也有网友援引余光中的话，来宽慰故事里的

主人公：“通往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

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得尽量去争

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还有人注意到电影片尾曲《人间道》的歌词

后写下：我们为什么需要电影，因为在那几个小

时里，与电影产生的共鸣会让自己忍不住握紧拳

头、化身主角，心里高喊着平日也许无法道明的

正义与理想“我要这朗朗乾坤下，事事有公道！”

从这个层面看，当犯罪类型、悬疑类型已成

为商业院线的热门赛道，观众在今年的影院里

看遍欺骗、凶杀的故事，人们的确需要一部为普

通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而掬一把泪的作品，

来同这一年的院线告别。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张冀说，整个剧

本最后一句话是，“程兵觉得今天的阳光很好，

想在街上多走一会儿”。一部电影的人文关怀，

也许就像程兵融入的那片暖阳——它让人相

信，哪怕历遍善恶，平凡世间总有一些对理想的

笃信、不弃，会照亮人性的至暗时刻。

带着点映积攒的口碑和亿元票房，电影《三大队》今正式公映

他为他的道，走遍天涯

“关山明月千年望，蜿蜒青石铸脊梁……

长城万里长，长城万里长。”一首新创混声合

唱歌曲《长城万里长》，唱出满腔家国情怀。

从今天起至17日，由上海歌剧院、徐汇区文

化和旅游局联合制作，上海歌剧院创排的爱我

中华——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上

海大剧院首演，为2024上海歌剧院演出季拉

开序幕。

该剧是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市重大文艺创作

资助项目、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艺术发展基金

资助项目。“我们有信心在《义勇军进行曲》

首演时，为观众呈现一台充满生命活力与昂扬

斗志的用心之作。”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介

绍，这部原创民族歌剧讲述的是“风云时代”

下，田汉、聂耳、夏衍、司徒慧敏、许幸之等

进步青年，在上海创作出电影《风云儿女》及

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

“因为有着伟大梦想，这些‘用笔做刀

枪’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才成就了伟大事业。

而我们的新演出季就以‘梦之所往，心之所

向’为主题，围绕原创力作、国际合作、世

界经典、艺术教育等四大板块，聚焦古今中

外可爱而伟大的追梦人，向观众展现他们追

梦和圆梦的过程。”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赵蕾

告诉记者。

四部原创剧作铸就伟大梦想

紧扣“梦之所往，心之所向”主题，在

新演出季的原创力作板块，上海歌剧院汇集

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共同筑梦，一连推出四部

原创剧作。

开幕大戏原创民族歌剧 《义勇军进行

曲》，讲述百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群

追梦青年如何成立电影小组，开展左翼文化运

动，在光影世界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想象新

中国。剧情对“左翼电影小组成立、聂耳入

党、蓝衣社捣毁艺华公司、三友式录音机研

发”等进行精心设计，强调在风云际会、有志

之士集汇的上海，《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

史必然。

舞台上的上海街头，各色人等汇集在一

起，宛如一幅风俗画，不一会儿，主角们现身

位于提篮桥的秘密创作基地。“当年这些有文

化有学识的前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肩负起

对家国的责任汇集在一起，像岩浆一般喷发他

们的热情和激情，释放胸中的才能与才思。”

该剧导演廖向红告诉记者，今天主创们排演

《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要讲述为何当时这群年

轻人能创作出后来的国歌，“在新时代和更远

的未来，我们还要继续高唱这首歌曲，不断触

发观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目前，该剧已纳入文旅部“2023—2025

舞台艺术创作行动计划”。编剧游暐之、作曲

孟卫东、导演廖向红、舞美设计丁丁、灯光设

计任冬生、多媒体设计胡天骥、服装设计徐家

华及歌唱家孙砾、宋倩、于浩磊、李新宇、余

杨、陈朝宾等主创，通过创新表达讲好红色故

事。“孟卫东笔下的旋律很是入耳，从独唱、

重唱到合唱，希望每个唱段都能让大家觉得很好

听，剧中包括 《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

女》等音乐的动机也贯穿其中。歌剧的场景切换

速度很快，几乎每五六分钟就会变化，希望这样

的流畅度能对年轻观众产生吸引力。”副院长张

庆新介绍。

原创力作板块中的另一部歌剧《晨钟》以李

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为代表，讲述

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高举马克思主

义信仰之光，燃烧革命之心的感人故事。他们以

生命敲响觉醒的“晨钟”，把光明洒遍华夏大

地，从此揭开崭新的时代。

此外，上海歌剧院将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歌剧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明年将

首度携手腾讯视频，尝试影视IP《梦华录》向

舞台艺术的转化，以更加多元、新锐的方式赓续

中华文脉，以世界通行的音乐语言讲好中国故

事。原创舞剧《永和九年》作为上海市重大文艺

创作委约项目之一，已于今年成功首演，明年将

开启全国巡演之旅。

汇聚世界经典展现艺术梦想

在全新演出季的国际合作、世界经典板

块，上海歌剧院力邀众多国际知名艺术家与上

歌艺术家演绎世界经典作品，将艺术家们的梦

想一一呈现。

明年是普契尼逝世100周年，上海歌剧院不

仅与英国皇家歌剧院、上海大剧院联合制作歌剧

《蝴蝶夫人》，也将再度亮相上海辰山草地广播音

乐节；普契尼歌剧GALA音乐会上，和慧、安努

齐亚塔 · 维斯特里、豪尔格 · 德 · 莱昂、皮耶特

罗 · 泰拉诺瓦、马可 · 贝尔蒂、维罗妮卡 · 吉奥

耶娃等国际著名歌唱家们，将与宋倩、于浩

磊、王潇希等上歌优秀艺术家们唱响普契尼的

经典选段。

上海歌剧院还将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联合

制作歌剧《唐璜》。而在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联

合制作的音乐会版歌剧《莎乐美》、交响诗《查

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以及马勒 《第二交响曲》

中，也将由埃迪特 · 扎米尔、安德里亚斯 · 康拉

德、海伦娜 · 祖巴诺维奇、莎冰娜 · 斯维洛、

徐晓英等中外艺术家携手合作，促进文明交流

互鉴。

明年，上海歌剧院也将配合中法建交60周

年，在院长许忠的指挥下倾情演绎柏辽兹独一无

二的戏剧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海歌剧

院交响乐团首席客座指挥俞潞将与上歌演奏家们

共同带来贝多芬《第七/第八交响曲》；常任指挥

张诚杰则将与少年钢琴家吴一凡合作门德尔松诞

辰215周年纪念音乐会。

在全新演出季的年度艺术家中，合唱艺术指

导马丁 · 怀特、声乐指导亚历山德罗 · 阿莫雷

蒂、石倚洁、孙砾等歌唱家都将加入歌剧院的演

出中。明年上海歌剧院将继续出发，前往北京、

山东、江苏、福建、广东、陕西等地巡演。在艺

术教育板块，也将继续与上海大剧院携手推出

“歌剧星空间”艺术分享公益演出、上海图书馆

东馆合作策划举办诗乐书画 · 艺术沙龙系列，及

与静安区文化馆合作的“社会大美育 · 合唱课

程”，举办诸多艺术美育普及活动，与观众共享

艺术之美。

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今天为新演出季揭幕

上海歌剧舞台再现“风云时代”追梦人

在上海，音乐剧追梦人们有了一个交流汇集

的广场、一个鼓励先锋的实验室。昨天，2023

“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在上海文化广场音

乐剧中心迎来“年终汇报”，入围作品《冲出麦

田》《聊斋之黄九郎》首次登台，以工作坊的形

式各自呈现了约40分钟的片段。新一轮“孵化

计划”的征稿也同步开启，期待着属于华语原创

音乐剧的又一个春天。

五年来，“孵化计划”收到来自573人次的

408部原创投稿作品，孵化出原创音乐剧作品十

余部。《南唐后主》《生死签》《对不起，我忘

了》《无法访问》《南墙计划》5部优秀原创音乐

剧作品已成功实现商业制作，完成商业演出共计

207场。“寒来暑往，四季轮回，孵化的脉络周

而复始，扶助着每一部作品的生长，亦传续着生

生不息的原创力量。”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

元洪表示，“孵化计划”为创作新人在内容层面

提供辅助，为新作建立面向观众与市场的有效输

出路径。“我们相信，如果机制好了，就会有源

源不断的人才和作品出现。”

大胆创新，“初舞台”呈现生机勃
勃“年轻力”

今年5月入围、8月剧本朗读会、12月初次

登台，两部作品在“孵化计划”的推进下丰富完

善，稳步“生长”。

《冲出麦田》讲述青年服装设计师在家乡找

寻自我的历程。该剧对人物群像的鲜活刻画紧贴

时代脉搏，“模特秧歌步”等特色段落点燃了现

场气氛。记者获悉，“冲出麦田”的灵感源自音

乐人王富有温暖的童年记忆，金灿灿的

麦田搭配色彩明亮的曲调，是打动评审

的关键要素。作品入围后，王富有和编

剧温昭逸围绕“麦田”这一意象，不断探

索扩充着故事的维度。温昭逸坦言，在

7个月的创作期里，数轮推翻故事大

纲，不断修改重写歌曲。“千变万化，麦

田始终是故事的‘根’。”

“中国人有着深厚的乡土情节。‘麦

田’代表着家乡，是非常重要的落

点。”导师、导演胡晓庆表示，怎样对

待故土和过去是这部作品的核心。创作

热情引导着两位创作者不断前进，来自

导师和观众的反馈为他们补充着新的养

料。最终，确立了这版气质独特又富含

现实意义的作品。

《聊斋之黄九郎》则改编自《聊斋

志异》中的短篇故事，以现代化视角演

绎新剧情。作曲徐唯尊没有刻意运用

“五声调式”，反而在配器和编曲中大胆

采用流行、摇滚的风格为基底，并以民

族乐器作为色彩和点缀，形成有别于传

统“国风”的听感。

《聊斋之黄九郎》 与 《冲出麦田》

一古一今，一虚一实，风格迥异。如何

利用有限的舞台空间，实现剧目的差异

化呈现？舞美设计师充分发挥现场空间

特性，运用特殊光影效果，写意呈现了

剧中的古代村落和城市风光等场景，丰

富了观众的想象空间。

专家号脉，创作者应听到更多诚
恳声音

昨天的舞台展示亦是《冲出麦田》《聊斋之黄

九郎》吸引投资方认标、实现后续商业化对接的基

础，堪比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孵化计划”平台

为他们配置了导演、编舞、舞美、灯光、音响、服装

等资源，助力作品从蓝本迈向演出。记者注意到，

年初启用的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中心不仅提供了

小剧场舞台，还集合创排空间、共享办公室、录音

棚、资料室、采访室等各种功能，可以作为“实体孵

化器”，连接演出、制作、创作、经纪等产业链多个

环节，填补国内原创服务平台的空白。

硬件到位、资源注入的同时，创作者们还需

要哪些帮助扶持？昨天，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

坐在台上，认真看完两台演出。“《冲出麦田》虽稚

嫩，但其饱含的能量让我欣喜。提一个建议，麦子

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能不能作为时间线索贯穿全

剧？庄稼遭遇台风或病虫害，是否也可以与人物

命运链接……”在演后谈环节，他为作品号脉，真

知灼见让王富有和温昭逸听得频频点头。对许多

创作者来说，有着导师制度、汇报与选拔机制及制

作团队等辅助资源的“孵化计划”就像一所学校。

“有时会觉得像回到校园时代，大家都很纯粹地在

讨论作品本身。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尊重，更可以

放心且安心地创作。”温昭逸说。

正如费元洪所言，一部作品的首次登台仿佛

初生，需要不断补充血肉、修正错漏、打磨细节，最

终瓜熟蒂落，这才是“孵化”真正的意义。其间，创

作者需要温暖的鼓励包容、坦率的针锋相对、启迪

的指点迷津，也需要提醒它切莫跑偏，却不宜用溢

美之词“捧场”，对尚未成熟的新作过早下了“盖棺

定论”。

    “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收官

“初舞台”传续生生不息的原创力量

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昨天进行彩排。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