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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档大年初三的《中国乒乓之绝

地反击》，是兔年春节最有话题度的影

片之一。乒乓被视为国球，是中国队

在国际赛事中常胜的优势项目，这项

运动也形成了一种具有明确中国辨识

度的文化。

当年“少帅”蔡振华履新中国乒乓

球男队教练，就职演说中慷慨陈词：

“我不相信，失败的下一站还是失败。

我们不顾一切地走过泥泞，走出黑暗，

冲向光明。我们走出泥泞，使后来者

迎接光明。”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

击》回顾了那段逐渐不为年轻观众所

知的乒坛往事，试图在虚构的故事里

再现“中国乒乓”真实的精神底色。

曾经“负重前行”的中国男乒

片名叫“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其实影片集中呈现的是中国男乒的绝

地反击。

竞技体育最有魅力的一点，也是

非常残酷的一点，在于你争我赶、此消

彼长的竞争。如今被视为金牌之师、

王牌之师的中国乒乓球队，“登顶”背

后有过风霜雨雪搏激流的峥嵘岁月。

男队一度被拉下神坛，曾陷入多年“无

冕”的低谷，甚至被国外媒体形容“盛

极而衰”。

1981年至1987年，中国男乒连夺

四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斯韦思林

杯。然而当兵乓球在1988年成为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时，中国男单却无

缘决赛。败走汉城，之后中国男队陷

入持续数年的长夜，从1989年起，连

续三届世乒赛无缘男团冠军，尤其

1991年在日本千叶，中国男队在团体

赛排位第七。承受着对手崛起、技术

改革、队员代际更迭等多重压力的中

国男队，面临能不能“走过泥泞、走出

黑暗”的关口。所以才会有蔡振华破

釜沉舟，喊出“我不相信，失败的下一

站还是失败”。

活跃于社交网络的90后和00后，

大多习惯以《无敌是多么的寂寞》调侃

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

不知道，在“双子星”刘国梁和孔令辉

出现之前，中国乒乓男单几乎是马文

革“单挑欧洲群雄”的艰难局面；男单

屡败屡战，男双逆境攻坚，1992年巴

塞罗那奥运会的男子乒乓双打决赛，

王涛和吕林赢下决胜局，跪地痛哭；

1995年天津世乒赛，乒乓男队赢回斯

韦思林杯，这场决赛掀起的全民狂欢，

不亚于7年后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国足

出线。王涛在决胜局打完最后一球，

扔下球拍倒地躺平，场上队友和教练

一起扑上，这个充满情感张力的场面，

是留在中国体育史中的画面。

蔡振华兑现了他就职演说的承诺，

“我们走出泥泞，使后来者迎接光明”。

27年过去了，《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围

绕着以蔡振华为原型的“不羁教练”，回

望中国男乒队那段“少年壮志不言愁”的

特殊时光。

一群“乒乓小白”如何再
现赛场风云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不久前在上

海点映，其后李楠、冯喆等到场的国乒退

役球员感触颇多，他们激动于能有一部

影片多角度地展现中国乒乓人的团队，

不仅有被媒体聚焦的明星球员，也有不

同层级的管理者，还有默默无闻、很少在

赛事报道中露面的后勤工作者，以及众

多“无名英雄”般的运动员，他们为团队

的荣誉付出了青春年华，却未有机会站

上国际赛场。

不同代际的、退役或现役的运动员

在不同的场合表示，“我们的经历很难再

现”。对于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体育题

材影片而言，目标不是以刻奇的情节激

发观众刺探八卦的好奇心，此类影片的

真正难点在于如何具象地、细节地呈现

运动员的精神世界。这是邓超和一众主

演面对的最大挑战：如何越过“形似”的

障碍，用有信服力的意态让观众和人物

之间达成通感和共情？

李楠直言不讳，邓超请她做技术指

导时，是乒乓“小白”。当她告诉他，“要

演蔡振华，就先学横拍”时，他一脸迷茫

问：什么是横拍？李楠从拿拍开始教，最

初，他练十分钟就撑不住，大叫“太难了，

这球飞天飞地啊”。邓超咬牙学了两年

球，包括蔡振华是左撇子这样的细节，他

也做到了。到开拍时，李楠看到他梳起

大背头的样子，“顿时想起蔡指导，那神

情还真挺像”。

专业运动员经千锤百炼走上赛场，

要求演员在镜头前复制顶级赛事中运动

员的技术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也不能例外。然

而，剧情片和赛事影像的追求毕竟是不

同的。赛事录像在纪实层面保留了高水

准比赛的对抗感，真实的高强度对抗感

甚至能在观众知晓比赛结果的状态下仍

制造极度紧张的悬疑效果。就这一点而

言，剧情片虚构的比赛场面确实很难比

纪实赛事影像更“好看”。但剧情片有另一

种审美的方向，那就是用电影特有的修

辞再现运动的美感，以及在比赛中达到

物我两忘境地的运动员所具有的生命感。

中国乒乓的精神底色，有输赢，有热

血和韧性，也有技术臻于极致实现的艺

术感和美学，《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是

否充满说服力地再现了这些，且留给观

众辨析。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能打逆风球的，才是“梦之队”

■本报记者 柳青

■春节档看大片

对于广大戏迷

来说，前往剧场欣

赏好戏是贺新春必

不可少的文化娱乐

活动。在癸卯兔年

新春到来之际，上

海戏曲艺术中心及

所属上海京剧院、

上海昆剧团、上海

沪剧院、上海越剧

院、上海淮剧团、上

海评弹团、宛平剧

院和长江剧场等，

精心策划了一大批

好看好玩、老少皆

宜的线下线上演出

活动，陪伴戏迷度

过一个安乐、祥和、

喜庆的新春假期。

上海京剧院春

节档将呈现“玉兔

呈祥”新春演出季，

首场演出《2023春

节演唱会》将于后

天在天蟾逸夫舞台

拉开帷幕，由李军、

安平、李国静、傅希

如等国家一级演员

及优秀青年演员们

倾情献演。上海昆

剧团大年初五、初

六将在天蟾逸夫舞

台上演昆剧《贩马

记》《昆剧折子戏专

场》等，选择优秀、

经典昆剧艺术作品

以满足观众多层次

的需求。

上海沪剧院推

出的“2023新春演

出季”中，包括老戏

迷耳熟能详的《庵

堂相会》等经典传承剧目以及折子戏专

场轮番上演。1月26、27日，上海越剧院

古戏楼版《红楼梦》将在“海上梨园”演

绎。上海淮剧团推出“玉兔迎春”淮音音

乐会、“玉兔祥瑞贺新春，文化送福共淮

音”主题演出等。上海评弹团将在大年

初六推出《金陵十二钗》青春版开篇专

场，将金陵十二钗的故事娓娓道来；乡音

书苑的“吴侬软语，乡音雅韵”的乡音年

档演出也将于大年初五开启。中心院团

京剧《四郎探母》、昆剧《天官赐福-昆曲

折子戏专场》、沪剧《碧落黄泉》、越剧《碧

玉簪》等将在元宵节前后一一上演。

线下演出热闹非凡，线上直播精彩

不断。大年初二，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将

推出2023年迎春戏曲展播，尚长荣、蔡

正仁、高博文等名家名角将携青年演员

为观众献上耳熟能详的传统经典唱段和

优秀剧目精彩选段。上海昆剧团线上演出

内容涵盖纪念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诞辰

120周年主题晚会，霓裳和韵 ·上海昆剧

团国宝级老艺术家、中生代实力巨献昆

剧折子戏精品展演，昆剧《玉簪记》等。

上海沪剧院演出的《陈毅在上海》

《红灯记》等将以4K高清剧目的形式首

次亮相网络平台。上海越剧院则为广大

戏迷演出《山海情深》《红楼梦》《梁山伯

与祝英台》等。上海淮剧团将为观众带

来“瑞兔送福庆嘉祥”淮剧经典折子戏等

线上演出，让经典喜庆的淮剧作品为春

节增添新色。宛平剧院的品牌节目“大

宛集 ·戏曲梳妆台系列”之京剧《铁镜公

主》、越剧《红楼宝黛》导赏也将在过年期

间与观众相约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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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定档大年初三的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回顾了那段逐渐不为年轻观众

所知的乒坛往事，试图在虚构的故事里再现“中国乒乓”真实的精神底色。图为

电影海报。

本报讯（记者王彦）开心信心、奋
进拼搏——今年春晚将在如是氛围

中，陪伴全球华人开开心心过大年。

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发布。兔年

春晚将以“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日

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为主题，荟萃歌

舞、戏曲、相声、小品、武术、杂技、少儿

等多类型节目。整台晚会风格清新、

节奏明快，感情真切自然，全体演职人

员将奉上一桌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

欣赏性的文化大餐。

节目单中，歌舞类节目令人眼前

一亮，既有质朴真情的舒心曲，也有清

新雅致的“田园诗”。《远征》《未来我

来》《青春向太阳》等歌曲高亢悠扬，予

人力量。《一带繁花一路歌》以国际化

元素，展现文明交流互鉴带给各国人

民的喜悦与欢欣。《开饭！开FUN！》

《好运全都来》等年味十足，朗朗上

口。《你好，陌生人》《早安，阳光》《小

哥》暖心励志，传递社会的一股股温情

暖流。《绿水青山》《我的家乡》清新隽

永，用歌声礼赞大美中国。

秉持“思想+艺术+技术”的融合

传播理念，2023年总台春晚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真实生活中，从世界各国

璀璨的文明中攫取元素，辅之以现代艺

术手法和光影技术，创新演绎音乐、舞

蹈、武术等多样态题材内容。创意节目

《满庭芳 ·国色》于自然万物、天地四时间

追寻中国传统色彩，如诗如画，一展满庭

芳华。《当“神兽”遇见神兽》利用VR三

维绘制等总台新技术，让上古神兽“走

出”文献古籍，和现代生活中的孩子们奇

妙相遇。

讲好暖心事，唱响舒心曲。今年，一

部聚焦普通人春晚故事的微电影《我和

我的春晚》将首次登上春晚舞台，这是春

晚自1983年创办以来第一次牵手电影

艺术。《我和我的春晚》创意灵感取材自

春晚剧组多年来收到的无数观众来信。

影片邀请黄渤、吴京、马思纯、范伟、沈

腾、马丽、王宝强等联袂出演，以叙事艺

术和光影魅力讲述一名普通观众圆梦春

晚的故事，折射春晚陪伴广大观众一起

过年的珍贵记忆。语言类节目中，相声

《我的变、变、变》诙谐幽默，小品《坑》《初

见照相馆》《马上到》《上热搜了》等聚焦

社会热点和百姓日常生活，让人在欢声

笑语中，引发共情共鸣。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融入时代

表达已成为近年来春晚的重要议题。戏

曲节目《华彩梨园》广邀戏曲名家、80

后、90后的青年戏曲演员和少儿戏曲

爱好者同台献技，经典与现代完美交

融。以世界级非遗“南音”为底色的歌

舞《百鸟归巢》让流行音乐与文化遗产

邂逅碰撞。舞蹈《锦绣》则从国之重宝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中汲取灵

感，依托千年织锦的瑰丽，舞出中华文

明的风采。

1月21日除夕夜，2023年春晚将伴

随全球华人一起，为癸卯兔年播下希望

的种子，迎接春暖花开的崭新一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今晚播出，以“欣欣向荣的
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为主题

春晚如约而至陪伴全球华人开心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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