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刚川 》展现了

我志愿军多兵种的协

同作战。 剧照中分别为

炮兵、通讯兵和工兵。

特殊的叙事手法， 让原本线索简
单的故事有了张力

网络上有评论认为第一个片段有

些平庸，实际上这三个视角虽然从故事

本身来说是平行的，但是从意义链来说

则是层层递进， 前两章为第三章做铺

垫，最终成为一个整体，凸显出了这个

线索简单的故事背后的巧妙立意。它不

是正面的作战，却又从侧面表现志愿军

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秘诀：他们不仅仅

是不怕死，而且还有克服一切困难完成

任务的勇气。 就像美军飞行员感叹的，

无论你炸毁它多少次，都会立起一座新

的桥。一方面，炸桥和造桥，是整个抗美

援朝战争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同时，在

这里，桥还成为了一个从此岸通向彼岸

的象征。

第一段从先遣连的眼光看这次渡

河，介绍渡河的意义，告诉观众为什么必

须按时保证渡河， 以及敌人的空袭轰炸

造成的困难， 通过高连长的口说出：“架

桥怎么就不是打仗？”这一章从“外部”观

察美军飞机和中国高炮射手之间的角

力，同时为最后一章架设人桥埋下伏笔。

邓超饰演的高连长早早牺牲， 最后以人

架桥的都是不出名的演员形象和普通战

士，也是导演比较有想法的思路。

第二章则是聚焦于美国飞行员，在

大多数时候，他因为先进的武器，占据

着战场的优势地位，很多志愿军战士都

牺牲于这一人一机。恰恰是这一章使整

个电影变得丰满。在战争片中从敌我两

个角度拍摄同一故事，这种手法极为罕

见，是《金刚川》在艺术上的突破和创新。

抗美援朝，从战略上说，美军是纸老虎；

从实际的战斗力来看， 按志愿军战士的

话说，美军是钢老虎。当时美军的实力确

实是世界最强， 不要说他们占据绝对优

势的武器和后勤，美国士兵的经验，尤其

是技术兵种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在当时

也是世界一流。 志愿军的对手绝非等闲

之辈， 只有充分尊重这样一位强大的对

手， 我们才愈加体会到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的艰难， 才愈加能够认识到志愿军的

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 他们的血都是不

得不流！同时，美军飞行员从不可一世的

傲慢到被志愿军那无法彻底摧毁的桥所

震慑， 这个心理过程从侧面表现了志愿

军是如何把一切“不可能”转变成可能。

电影最精彩最动人心魄的第三段也才能

充分表现其意义和价值。

吴京饰演的老关曾经是高炮连的

连长， 因为违反规定抽烟被降为班长，

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就坚持把张译扮演

的张飞排长“赶走”到隐蔽的炮位，自己

占据开阔地上的高射炮，因为这里更加

危险。 最后当炮弹全部打完，他向天上

射出信号弹，指明敌机方向，被敌人的

机枪打成肉泥，视死如归，九死而不悔。

与大大咧咧的老关相比，张排长则

一直看上去有点怂，非常谨慎，从两片

玉米地之间不大的开阔地穿过的时候，

即使没有美军飞机在头上，没有什么危

险，他也是小心翼翼。 然而，在身负重

伤， 被打断一只胳膊一条腿的情况下，

他一个人转动本来是几个人操作的高

射炮，用最后几发炮弹击落了那个美国

的空中牛仔。

作为有一定军事常识的观众，在看

电影的时候很容易以为张排长这条线

是一个带有夸张的虚构。因为人工操作

高射炮打飞机的效率比较低，二战时平

均两千发才能打中一架飞机，而且这还

是几个人一起操作，灵活调整炮口的情

况下才能做到。电影中的张排长实际上

已经很难瞄准和调整了， 这种情况下，

打中敌机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然而事实上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1951

年 11 月 1 日，我志愿军第 65 军所属的

独立高炮第 31 ? 3 连 3 班在战斗中出

现了重大伤亡，除二炮手刘四，炮班其

他成员全部牺牲。身负重伤的刘四从昏

迷中苏醒，见敌机群仍在肆虐，便决心

单人操作 37 高炮抗击敌机。 他首先爬

到一炮手座位上，盯着瞄准镜转动方向

轮，找好方向。 接着又转到二炮手座位

上，将五炮手临终前压进炮膛的炮弹悉

数打出，把一架俯冲中的 P51“野马”式

战斗机打爆。 这是不可思议的运气，更

是不可思议的顽强。

当然，该片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问

题。这是近期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题材的首批影视作品之

一，总结该片的成功和不足，对于接下

来的一系列同类题材乃至于其他重大

题材的影片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该片

最大的缺憾是，在表现战士们英勇无畏

的时候，没有说明那个“为什么？ ”在明

显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军队能

把美军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这是为什

么？孟子在跟梁惠王的对话中说：“仁者

无敌。王请勿疑！ ”因为仁义之师即使拿

着木棒也能打败秦楚的坚甲利兵。《金刚

川》 只是用旁白表达了志愿军爱国爱民

的精神动力， 但是在情节和人物故事上

的单薄使它没有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期待将来的抗美援朝主题的电影能

够作出更好的回答， 产生出新时代的经

典， 在电影银幕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竖起新的纪念碑。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当下在反映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中，

无论是涉及面之广还是作品量之多都是非
虚构文学占据了绝对主力位置。 这也不奇
怪， 毕竟这就是一场发生在眼前且尚正处
于决战阶段的现实， 非虚构文学那种 “短
平快” 与 “轻骑兵” 的特征正好在这一领
域大显身手。 相对而言， 虚构类文学因其
更讲究沉淀与重构， 在这一题材领域稍显
滞后亦十分正常。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王洁以教育扶贫
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花开有声》 一出版就
显得格外引人注意。 这不， 作品面世不到
一年的时间， 就依次登上了去年 12?的
“文学好书榜”、 今年 5?的 “中国好书
榜”， 并先后被列入 “助力小康社会与脱贫
攻坚出版物书目” “2020北京阅读季社
长、 总编辑荐书单” 和 “2020上海书展·
主题出版书单”。 本人也是由这些推荐而引
起了对这部长篇小说新作的关注。

王洁显然不是文坛所熟知的作家。 借
助互联网工具搜寻了一下， 至少获取了有

关她的两点信息： 第一， 这的确是一位业
余作家， 主业从商， 业余好文； 第二， 在
业余创作中， 散文写作居多， 小说写作只
查到了在这部长篇之前还写过一部商战题
材的长篇小说。

带着这样的信息， 我进入了对 《花开
有声》 的阅读。 果不其然， 整部作品在语
言、 结构， 也包括情节设置等方面都不无
些许生涩之痕迹， 特别是叙述语言和人物
对话的稚嫩如果出自一位成熟作家之手则
显然是无从容忍的。 但由于是业余、 因为
是新人， 这些成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历练
常常也就成为了阅读过程中可以宽容的理
由。 出于这样的心理我坚持读完了全书，

在忽略了业余作者的稚嫩后， 还真不时为
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及情节所感动， 整体上
为一种柔软和温润的阅读感所主导。 坦白
地说， 对我这样一个有着近四十年从业经
历的 “老枪” 而言， 这样的作品虽因其职
业的原因也会阅读一些， 但大概率不会留
下什么文字，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牵引着我
还有兴趣写下这则随感呢？

这是一部以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为
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 据作者自己坦言：

2009年元旦期间， 她随几位好友前往陕
西永寿县参加一个资助留守儿童的公益活
动， 亲眼目睹了 “一些孩子的家里， 真的
是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零下几十度的
天气， 加上山里的风本来就大……村里有
好多孩子甚至脚上还穿的是夏天的凉鞋，

且已经很破旧， 身上单薄的衣衫让人不自
觉地有种瑟瑟发抖的感觉。 走进家里， 家
家户户的炕上往往是有铺的没盖的， 整个
村子里只能看到老弱病残的孤寡老人和留
守在家里的孩子或者孤儿。” 打这之后，

作者 “一发不可收地走上了资助留守儿童
的这条路。 自 2010年起， 先后资助小学
生及初中生 60余人， 资助大学生 20余
人”。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作者 “深深

感觉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单靠个
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于是便 “萌发了创
作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生活、 学习、 成长的
小说”，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群体、 了
解这个群体， 从而引发更多更有力的关
注， 使得他们早日回归有父母陪伴的幸福
生活， 希望每个孩子都拥有健康、 快乐、

无忧的童年。” 《花开有声》 正由此应运
而生。

小说以苏州姑娘刘晓慧在偶尔获悉农
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困境后， 深深为之震
动， 便毅然放弃都市的优越生活报名前往
陕北支教为主线而展开。 作品主要由这样
三类人物构成： 一是青年志愿支教者， 除
刘晓慧外， 还有柳承鹏和纪若雨等； 二是
以张承锋、 张平锋、 徐文君、 许萌萌、 付
文娟为代表的留守儿童群体， 尽管他们的
家庭贫富悬殊， 但在留守二字上则是殊途
同归； 三是王校长和马焕明等本土教员以
及刘晓慧的男友陈建海、 青年志愿者董磊
和部分学生家长等。 尽管这些个人物受教
育程度、 家境、 经历都不尽相同， 有的甚
至相距甚远， 但他们却都有一个鲜明的共
同特点， 那就是一个 “善” 字。 在他们身
上， 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小毛病， 比如
马焕明老师的 “唯分数论”， 比如董磊在
知晓刘晓慧已有男友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自
己感情上的 “公平竞争”， 比如留守孩子
们身上显现出的不同弱点……但这一切都
没有妨碍他们总体上的 “善” ---或善
良、 或善意、 或友善、 或慈善， 整部作品
总体上就是被一股浓浓的善意所包裹。 阅
读这部作品过程中的种种触动、 感动和震
动皆为这些不同层级的 “善” 所触发。

我想， 无论是从商还是为文， 王洁不
可能没有遭遇到、 感受过生活中的种种不
善与伪善甚至是恶意恶行， 因此， 《花开
有声》 这一片至纯善心善意的设置显然就
是王洁的刻意为之。 之所以如此刻意安

排， 无非是要借助于这样一种大 “善” 唤
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生存现状的关注关心
与关爱， 而从阅读效果来看， 作者的这种
意图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抵达。

从文学写作角度来说， 这样一种刻意
安排显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比如类型化、

比如不真实、比如单薄、比如粉饰……从一
般意义上说， 上述种种质疑也不是没有道
理， 生活本身的确充满杂色， 美与丑、 善
与恶、 优与劣、 真与伪、 是与非、 正与邪
时常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 面
对生活的这种驳杂， 文学写作的选择大抵
不外乎两种： 一是显微镜式地表现出生活
的这种错综复杂与盘根错节； 一是凭借自
己的主观意志放大或抽象出生活中的某一
方面而不计其余。 王洁显然是选择了后
者， 而从阅读效果来看， 虽不无新人叙
述及表现上的稚嫩或 “摆拍” 等不足，

但总体效果则还是做到了直抵人性中那
片柔软的地方， 起到了唤起大众关心留
守儿童生存现状， 投身于扶贫攻坚的大
决战之中。

不仅如此， 我还觉得这样一种大力扬
“善” 的写作在当下的文艺创作中也是十分
必要的。 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是： 当前我
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网络空间中充斥
着一种莫名的戾气， 而在文艺作品中有悖
美学原则的 “以恶为美” “以丑为美” 也
大行其道， 仿佛惟其如此才显深刻。 相比
之下， 崇善唯美的气息则十分稀薄， 这肯
定是对深刻的文艺一种片面和扭曲的理解，

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害无益。

善意与温暖其实永远都是一个健康社会建
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也是文艺创作
中十分基本的调性， 这也是我愿意为王洁
这部不算成熟的 《花开有声》 写下这些文
字的理由： 人间至味真善美。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金刚川》： 主旋律影片
如何更好唤起观众的历史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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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关注

“第三只眼”看文学

———看王洁的长篇小说 《花开有声》

《金刚川 》放映结束的时候 ，伴随

着《英雄赞歌》的旋律，所有字幕（甚至

包括合作公司的人员名单）全部放完，

影厅内还有一些观众沉浸在震撼之

中，没有离开，这样的场景不多见。

反映抗美援朝主题的电影已经很

久没有出现在大银幕。 今年是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年，

中国人民更加想念那些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的勇士们。 然而《金刚川》

从立项到成片， 总共只有三个月的时

间， 对于一部战争题材的电影来说实

在是过于仓促。 影片能否唤起今天观

众的历史共鸣并满足他们的情感期

待？ 一开始我并没有抱以很大的希望，

影片最后的艺术效果却远超预料。

电影分成四个片段，前三个片段分

别以志愿军步兵、美军飞行员和志愿军

高炮手三个角度讲述了炸桥和护桥的

故事。从三个角度讲一个故事的手法并

不算特别新奇，但是在战争片中作为主

要结构依然是罕见的。 影片上映以来，

对于这一点， 专业影迷表示不满足，认

为该片不如诺兰的《敦刻尔克》技法高

明； 而普通观众则表现出了不适应，尽

管导演已经很贴心地使用了重复的字

幕作为时间标记，依然有观众没有完全

理解，甚至有些从头到尾都没有搞清楚

电影的时间线，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完全

重复的场景：怎么那个飞机被打下来之

后又飞回来了？ 炮弹炸志愿军战士，一

模一样的场景怎么出现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观众是沉默的，他们不会在任何媒

体上发表评论， 但作为面向大众的电

影， 却不能完全不考虑他们的观影感

受。 另外，这种手法使得电影的时间进

程非常慢，冗余信息太多，观众觉得好

像是凑时间，重复的镜头似乎让时间停

了下来，尤其这是战争片，而不是艺术

片，紧张的军事战斗在重复叙述中变得

失去悬念，所以有不少人在网络上抱怨

前面两段有点拖泥带水， 显得拖沓，不

够简洁。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构思

有其值得赞许甚至叫好之处。

因为该片的拍摄时间很短，无法准

备战争大场面， 讲述复杂的故事情节，

所以主创选择了一个线索简单的故事。

这次渡河行动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末

期，停战谈判已近结束，为了教训拒绝

签订停战协议的顽固的李承晚，志愿军

在金城发起了一次主要针对李承晚的

战役，以打促和。《金刚川》所表现的，就

是这次战役某个攻击方向上的一次渡

河行动。 没有气势恢宏的大场面，没有

两军对垒，也不像三所里、松骨峰和上

甘岭阵地上那样的激烈炮火和群体牺

牲。 电影里肉眼可见的敌人，只有几个

美军飞行员，主要的攻击对象甚至连个

人影都没有出现。

从讲述这个故事的手法上看，如果

拿掉影像化的场面，而抽取出叙事学所

说的“故事层”，甚至可以说相当单薄，

然而电影通过三个角度的叙述，使这个

线索简单的故事立体化， 充满了张力。

三个视角的叙事使电影在狭小的时间

进程中充分扩展了其空间的包容性，人

物既有志愿军普通战士，也有美军飞行

员，还有影片的英雄主角———吴京饰演

的老关和张译饰演的张飞。

三个视角从意义链上层层递进 ，

凸显出故事背后的巧妙立意

这是近期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题材的首
批影视作品之一， 总结该片的经验和不足， 对于接下来的一系
列同类题材乃至于其他重大题材的影片创作， 都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