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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2》模式给中国电影产业带来了什么

票房迈过45亿元大关，单片观影人次破亿；而比数字更重要的，
是人们从中看到了“商业成功”转化为“文化成功”的可能

上映18天， 电影 《战狼2》 票房已破

45.5亿元，跻身全球影史前一百。关于它

的最终票房，充满想象。与此同时 ，根据

中国电影专项资金办公室的数据， 该片

的累计观影人次迈过一亿关口。
尽管从专业眼光来看，《战狼2》并非

是一部尽善尽美的影片， 但这些数据叠

加在一起， 以及该片在普通观众中广泛

获得的高口碑， 使它对于当下及未来一

段时间的中国电影产业具有了样本乃至

标杆意义。 当高票房低口碑成为电影市

场的一种普遍现象，《战狼2》展示了电影

产业将“商业成功”转化为“文化成功”的
路径，证明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好的文

化内核加上一流的工业技术， 完全可以

产生巨大的文化传播力。 有业内专家将

这一转化概括为：战狼模式。

决定一部电影面貌和命
运的，归根到底是观众的愿望

《战狼2》的观众统计分析数据显示：

票房基本均匀抵达各城市。 这部电影所

带来的强大文化影响力， 已在人群中划

出了最大半径。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看

来，《战狼2》 现象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

果； 影片中国家形象建构原则和叙事逻

辑，既基于中国崛起的事实，更呼应了当

下国势和民心， 契合当下中国广大民众

日益增强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并因此成为中国崛起的时代隐喻和中国

梦的集体表达。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路侃和

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学者孙佳山不约而

同地认为，《战狼2》对于海外华人群体的

直接展示和正面展现， 是国产影视作品

在题材上的一大突破。一方面，过去的影

视作品鲜少大范围触碰和表现 这 一 群

体；另一方面，影片对于该群体的刻画，
也摆脱了《北京人在纽约》等过往影视作

品中的压抑感和屈辱感。 而这种题材上

的突破所依托的背景， 就是改革开放近

40年来国民心态的重大转变， 以及中国

与世界在空间感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当主人公冷锋高擎五星红旗顺利穿

越交战区，字幕打出“在你身后，有一个

强大的祖国”时，银幕上下的共情被推向

最高点。孙佳山说，今天，中国电影观众

群体范围已实现了极大拓展， 三四线城

市观众成为电影产业的巨大增量， 这样

的共情就显得更有意义：充分证明影片所

表达的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 在中华大地上获得了广泛的呼应。而
这就是一部电影所能实现的最大的文化

成功之一。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

人民心理深层倾向的反映。 也就是说，决
定一部电影面貌和命运的，归根到底是观

众的愿望。《战狼2》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战狼2》之后 ，期待真正
意义上的国产大片

在孙佳山看来，《战狼2》还不是一部

完整意义上的大片， 也有着这样那样的

缺点， 但它却为今后真正意义上国产大

片的涌现， 开辟出了一条值得借鉴的道

路：“主旋律同样可以获得商业成功，并

在此基础上转化成文化成功。”

而这种转化之所以能够完成， 依靠

的就是主旋律的类型化转型。孙佳山说：
“事实上，成功的商业大片都具备呼应时

代需求的主旋律属性， 好莱坞大片所做

的， 就是摸索出了一套将主旋律表达巧

妙融合进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方法。”《战

狼2》无疑也走了一条这样的路：以现代

动作片为主打类型，兼容战争（军事）、超
级英雄、武侠动作等各种亚类型，通过强

情绪强节奏，实现了类型的加强。
具体到细节上，特定的故事发生地，

不完美的英雄， 这些遵循类型片模式的

设定，都让情节和人物步步紧扣。同时，
《战狼2》带来的视听体验可用“极致”二

字形容。上天入海飞机导弹坦克齐上阵，
场面宏大；四倍于普通电影的镜头数量，
确保全片剪辑酣畅淋漓； 所有道具都与

故事的发生场景严丝合缝 ， 逼 真 到 严

苛———一部动作类型片该有的品相，它

都具备。更重要的是，这些艺术化、奇观

化的视听表现， 不仅带来强烈的审美观

感，而且与影片内容相契合，最终引发观

众对内容的呼应。

要在视听效果上达到大片的质感，资

金是起点。 吴京在拍摄过程中连番追加投

入的幕后戏，已被多次披露。影片开头六分

钟的一场水下戏一镜到底， 被许多影评人

点赞。为这场戏掌镜的团队是 《加勒比海

盗 》的原班人马 ，这水下六分钟也刷新了

他们的职业体验。 为确保入水动作完美，
吴京反复跳海26次。演员的真实表演引发

观众的真实感受，由此形成的情感共鸣顺

理成章。
“这么多年来，我们拍摄大片一直对标

好莱坞，但却忽略了一个前提：好莱坞大片

是在众多好莱坞类型片土壤中发育起来

的。”孙佳山这样对记者表示。在他看来，成
熟的大片都是从成功的类型片中选取各类

元素进行整合的， 而我们恰恰缺少一大批

成功的商业类型片作为行业基础。 孙佳山

认为，《战狼2》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来到

了一个临界点：在有了该片以及之前的《湄
公河行动》等作品在不同层面上的探索，我
们完全可以期待更多真正意义上的扎根于

中国经验的中国式大片的出现。 一个成熟

的电影产业，需要大片。

■本报记者 王彦 邵岭

徐汇：文化涵养特质，丰实市民幸福
文创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16%，创建上海首家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把上海比作一个班级， 徐汇区怎

么看都应该算是个“德智体美劳”均衡

发展的好学生。
近三年来，全市层面很多改革动

作都在此先行先试： 基层党建改革、
社区卫生制度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
教育综合改革、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改

革……特别今年以来， 徐汇区先后成

为全国创新创业示范区、 全国 “互联

网+政务服务”示范区、全国知识产权

深化改革示范区。
别人眼里的徐汇区，颜值高、素质

高、起点水平高。但这些年，徐汇区却

一直在埋头琢磨这样一桩事情： 在上

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大背景下，
如何提升徐汇区的参与度和显示度？
梳理近些年徐汇区一系列“重头戏”以
及先后出台的众多涉及城区发展的实

施意见中，答案共同指向一个方向：文
化。特别是这两年，徐汇区文化创意产

业总产出迅速 增 长 ，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GDP比重超过16%。
是的 ，徐 汇 正 在 修 炼 内 涵 ，追 求

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一轮协调

发展的基调上， 让一个城区养成有别

于他人的特质，那一定是气质、是文化。”
徐汇区委书记鲍炳章这样描摹文化战略

愿景： 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文化先行

区和核心区，突破空间载体，深化文化遗

产开发， 推动产业升级， 培育文化新动

力、新业态、新模式。

一片属于人文的浓郁气息由此而来。

风貌区，说“活”历史和故人

7月底，复兴西路永福路口，湖南街道办

事处原来办公地———白色修道院公寓被彻

底腾挪出来；未来，这里七八百平米空间将

向公众全景式展示两样东西———衡复

历史风貌保护区内的名人和名建筑。
在很多人眼里，历史留给徐汇区

最宝贵的财富 就 是 衡 复 风 貌 保 护 区

内成排的梧桐 树 和 那 些 永 不 拓 宽 的

街道。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左图： 徐汇区

抓紧滨江沿线贯通

建设， 但涉及腹地

的整体开发， 总基

调 却 是 “留 白 ”二

字———为 文 化 留

白， 更要留一点给

后人慢慢开发。
袁婧摄

注重融合结合打好“组合拳”
应勇调研7个郊野公园建设运营情况

本报讯 申城陆续建成开放的郊野

公园 ， 正成为市民亲近自然 、 享 受 野

趣的好去处 。 近日 ， 市委副书 记 、 市

长 应 勇 赴 崇 明 、 嘉 定 、 金 山 、 青 浦 、
闵行 、 松江等区调研郊野公园 建 设 运

营情况 。 应勇指出 ， 推进郊野 公 园 建

设 ， 是上海生态之城建设的重 要 组 成

部分 ， 也是上海推进社会主义 新 农 村

建设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 重 要 载

体 。 推进郊野公园建设 ， 要尊 重 自 然

风 貌 、 坚 持 生 态 优 先 、 体 现 特 色 特 点 、
注重融合结合 ， 努力为上海深化农村改

革 、 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增收探索

新途径。
2012年， 上海在全市规划了21个郊野

公园， 并确定廊下、 青西、 长兴岛、 浦

江、 嘉北、 广富林和松南7个郊野公园

先行建设试点。 目前， 廊下、 青西、 长

兴岛和浦江4个郊野公园已经开园， 嘉

北、 广富林、 松南3个郊野公园正在抓

紧建设， 也将陆续开园。 近日， 应勇冒

着高温察看了这7个郊野公园。 每到一

处， 市领导都详细了解规划设计、 建设

运营情况， 实地察看生态建设项目以及

游客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 还特别关心

郊野公园建设对促进农业转型、 农村发

展方面的作用。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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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立下愚公
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
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确保到２０２０年所有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
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 未来１０００余日，决
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
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
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
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
决战的时代画卷

让青少年在国旗下成长

上海纪念淞沪会战爆发80周年，昨在16个区的

城市地标同时启动爱国宣讲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祝越） 昨天清晨

的四行仓库，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从

几名少先队员手中缓缓升起……在淞

沪会战爆发80周年纪念日， 一大会址

纪念馆、 淞沪抗战纪念馆等上海16个

城市地标共同启动 “国旗下成长” 升

国旗仪式暨爱国宣讲主题活动， 1200
余名青少年参加升旗活动。

在四行仓库纪念馆前的广场上，
数百位青少年和市民肃穆而立， 注视

着四位小护旗手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 走向升旗台。 随着庄严的国歌声响

起，小升旗手们有节奏地拉动旗绳，凝视

着缓缓上升的国旗……四行仓库作为昨

天仪式的主会场， 除升旗仪式以外，青

少年代表还在国旗下讲述四行 仓 库 保

卫战中广为流传的“童军献旗”故事，把

现场数百位参与者带回到战火 纷 飞 的

1937年 ，四行孤军 、智勇童军的 爱 国 精

神和英勇壮举让观众们感动不已。
茛 下转第三版

荩 相关报道刊第三版 四行仓库纪念馆前的广场上，四位小护旗手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 袁婧摄

为
科
技
创
新
修
炼
强
大
“内
功
”

丁
奎
岭
倡
导
研
究
“化
学
的
优
雅
”，助
力
优
秀
青
年
人
才
脱
颖
而
出

“秀肌肉重要，练内功更重要。”熟悉丁奎岭的人知

道，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他所说的“内功”有两层含义。其一，化学工业是国

民经济的基石之一，做好化学研究，就是练好内功，才

能引领产业升级。其二是培养人才，在科研创新里，造

大楼、买设备、建装置是“秀肌肉”，而育人才则是“练

内功”。
不少研究员说，有机所有一种魔力，让人来了之后

就不想离开。这里吸引了化学界泰斗、诺贝尔奖得主、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也集聚起一方有机化学研究的

高地。 自2009年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所长，培养人才，成了丁奎岭最重要的工作：他一直倾

心于引进和培养优秀年轻人，“他们成长的根在这里，
必然会真正对上海、对有机所有感情。”

一切为了让年轻人“跑”得更快

求贤若渴， 大概是有机所历任所长的传统。1998
年，经一位日本教授推荐，当时的所长林国强院士第一

次见过决心回国的丁奎岭， 就立刻通过越洋电话通知

人事处长，准备接收丁奎岭。
“那时，有机所人才青黄不接，又受到出国潮的冲

击，年轻人培养一个走一个。”林国强说。但是，已经是

郑州大学教授的丁奎岭， 并没有计较有机所提供的副

研究员职位，高兴地加盟这

个他心目中中国有机化学

研究的最高殿堂。
茛 下转第五版

丁奎岭（右）指导学生实验。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人物小传
丁奎岭，有机化学家。1966

年出生，河南省永城市人，中共
党员， 毕业于郑州大学化学系。

1998年入选中科院 “百人计划”，2000年和2003
年分别入选上海市“启明星”计划和“启明星跟踪”
计划 ， 获得2002年度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
2009年7月起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所长，2013年12月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今后每周日上午，城市地标都会邀青少年升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