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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档蓄势待发，备受瞩目的陈凯

歌导演作品《志愿军：雄兵出击》将于9

月28日上映。正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

员仲呈祥所说：“时代在变，精神永存，

抗美援朝题材值得永恒书写。”

今天，该片将首发“初心”特辑。《志

愿军》三部曲的拍摄初衷与历程为何？

作为系列开篇之作，《志愿军：雄兵出

击》的叙事重点是什么？“初心”特辑通

过片中两场重头戏的幕后故事，将为观

众拉直问号。据片方介绍，系列第一部

从决策出兵起笔，涵盖中国人民志愿军

入朝、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这一阶

段的历程。主创希望，能将观众拉回70

多年前，重温那场为正义出征、为和平

而战、为人民冲锋的战争的意义，重温

中国军民共同守护的宝贵信念。

敬历史，大银幕再现新中
国首次亮相联合国的尊严时刻

与以往抗美援朝题材影片不同，

《志愿军》三部曲着力以全景式、多维度

方式展现立国之战。三部曲整体的故

事时间跨度达三年，完整呈现抗美援朝

战争的历史脉络。片中出场人物超200

个，既有领袖将帅，也有无名英雄，个体

命运和时代风云交互激荡，力争为观众

展开一卷磅礴的战争群像。

顺着时间轴，三部曲第一部围绕第

一次、第二次战役展开，负责在松骨峰

阻击敌军的38军戴如义（魏晨饰）、杨少

成（尹昉饰）、孙醒（陈飞宇饰）等角色将

在这一部登场。历史上，中国人民志愿

军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的同时，由伍修

权率领的外交队伍在联合国与美国进

行了另一场短兵相接。在《志愿军：雄

兵出击》中，大银幕将再现新中国外交

代表团首次亮相联合国的历史性时

刻。随战事发展，第二部会添加新角

色，如63军李想（朱一龙饰）、傅崇碧（吴

京饰）、蔡长元（韩东君饰）等。第三部

的时间线始于和平谈判，边打边谈，上

甘岭战役、板门店停战谈判等内容将在

此终章重点呈现。

三年的故事跨度，对应现实中399

天的拍摄期。对陈凯歌，这是他个人从

影以来拍摄时间最长的一次，“就是想

把它拍好，致敬历史”。营造历史真实

感成为拍摄过程中最费思量的工作。

从人物造型到场景，有史料可依的部

分，剧组都力求还原，重中之重当为新

中国外交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初亮相。

1950年，中国政府大使衔特派代表伍修

权率代表团赴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总

部第一次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

音。为再现新中国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同时也是代表着国家尊严的历史

性时刻，主创以史料为据，搭建了1∶1

还原的联合国场景。饰演唐笙的章子

怡感慨，沉浸式场景能帮助演员“感受

到73年前那个庄严时刻”。演员的形

象、动作也被要求对标当年影像。张颂

文饰演伍修权，重点落在举手投足既要

有“将军外交官”的果敢和威严，也需要

彰显新中国的决心和力量。美术指导

陆苇说，拍联合国会议，真实是首要准

则，“那个瞬间，中国人民等得太久了”。

敬英雄，“松骨峰”上栽松
树致敬“最可爱的人”不屈意志

松骨峰阻击战的一幕幕被作家魏

巍写进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传遍祖

国大地。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奉命在

松骨峰阻击南逃的美军。面对敌人的

飞机坦克，3连官兵以百人之力拼死阻

击，子弹打光了就端起刺刀冲向敌人，

被燃烧弹打中就跃出阵地与敌人同归

于尽……全连官兵浴血奋战，最后仅剩

7人，牢牢守住阵地，为我军主力部队聚

歼敌人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一战，3连

付出重大牺牲的代价，而中国人民志愿

军凭此打出威名、震慑美军。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松骨峰一

役也是全片重头戏。为重现世所罕见

的惨烈战役，演员们穿梭于“枪林弹

雨”，与炸点木屑近距离接触。升级的

技术也为战争戏加成，为距离英雄的勇

敢坚毅近些再近些，摄影师吊着威亚运

镜，尝试了镜头调度复杂的空中拍摄。

在陈凯歌看来，美术置景、服化道、

拍摄技术，固然是重要手段，但人的精

神面貌对于拍好战争戏至关重要。他

提出要在片场的“松骨峰”栽一棵真实

的松树，“松树在我们的文化内涵中是

勇敢与坚贞的象征”，这与志愿军战士

乃至所有中国人的气节是一致的。他

相信，这棵松树还能使“松骨峰”具有影

像上的象征意味，凸显战役的悲壮。于

是，剧组当真栽下一棵松树，让它与“战

士们”同历战火。

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由中国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领衔出品。创作者们

希望，他们怀揣敬意的作品能为观众重

现立国之战始末——抗美援朝战争，无

数中华儿女交付青春甚至生命，他们奋

不顾身、以命相搏，换来新中国长久的

和平与发展，历史需要铭记。而在70多

年后的今天，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伟

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依旧能给予年轻人

莫大力量。

国庆档影片《志愿军：雄兵出击》首发“初心”特辑

怀揣敬意，重现立国之战始末

提起作家汪曾祺，不少读者眼前会展现“家人闲坐，灯火

可亲”的画卷，淡淡笔墨勾勒出随和可爱老头形象。相较同时

代作家，汪曾祺似乎总能从平淡生活中找到乐趣，发现被宏大

叙事遮蔽的日常美学。多年来《汪曾祺全集》《觅我游踪：汪曾

祺记游》《流动的味道：汪曾祺食谱》等持续长销，《受戒》等小

说推出新版，他的作品持续“圈粉”密码究竟是什么？

“汪曾祺呈现出来的风格比较晓畅、平易，给人感觉这个

作家似乎很容易把握，但其实我们都错了。梳理汪先生的创

作，我仿佛进入一个巨大的迷宫。”近日，“名家读经典”系列活

动上，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以《受戒》为例，探讨40多年前

创作的短篇小说为何依然经得起重读咀嚼。

不刻意传奇化，如实贴着生活写

他的美食散文，为故乡高邮的咸鸭蛋成功“带货”；他

的代表作《大淖记事》《受戒》等，是评论界反复研究的经

典母本……

“篇幅不长，读起来轻松，呈现了一种美好、放松的状态，

这样的小说在当时极少，所以一写出来就备受关注。”在徐则

臣看来，汪曾祺的《受戒》追求的正是呈现生活本身的状态。

他不喜欢编故事，也不追求在小说中营造一种非常机巧、奇

绝、刁钻的结构，但恰恰这种风行水上、随处成文、非常自然的

风格，成为散文化写作的一个典范。

汪曾祺生前曾打过比方，小说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

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在他的笔下，人情世故

是诗意、恬淡的，无论喜乐悲欢，是否阴晴圆缺，人们都挚爱着

生活，也拥抱着风俗，在风俗中逗趣，于生活中洒脱。徐则臣

感慨，《受戒》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汪曾祺没有把小说刻意拔

高，也没有过度传奇化，也不会把小说变成生活的对立面、对

手或敌人，就是如实地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感觉，还原生活、体

贴生活、认同生活。

从行文到语言乃至整个叙述方式，汪曾祺更多写的是美，

是健康的人性，鲜少起伏奇崛、戏剧化、有冲突的故事，但这样

的小说却吸引了许多忠实读者，靠什么？徐则臣认为，靠的是

韵味，是作品背后作家人格的力量，靠的是语言的修为。

如果说生活总要有点乐子，汪曾祺善于不疾不徐地将读

者带到色声香味、鸟兽虫鱼的世界，并怀着挚爱亲切感，去发

掘蕴藏在父老乡亲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有人问我是怎样

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

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

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也就不难理解，汪曾祺会写

下这样的感悟：“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

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

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融合传统与现代，形成新的民族叙事

身处全球化时代，有一种声音认为，文学故事里处理的经验似乎越来越同质

化。如何跳出单一的标签，令文学笔法更具辨识度，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

徐则臣从汪曾祺作品中获得的启示是，民族传统对当下写作的重要性。“回到民

族传统，同时不拒绝国外文学的影响。回到现实主义，但是不拒绝现代主义。把传

统的和现代的、本土的和国外的文化融合起来，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

运河滔滔，文脉悠悠。徐则臣和汪曾祺小时候都生活在大运河边上，作品人物

身上都有水的柔软与坚韧。“我在写运河时常重读汪先生的作品，寻找那个水汽氤

氲、波涛浩渺、蒹葭苍苍的，还有人情冷暖的感觉。我从中获得许多共鸣。你能感觉

到他小说里满溢的烟火气。因为生活就是这样，他是非常理解、包容的，就是要和谐

地呈现出生活本身。”也恰恰是在这种自然流淌的记录中，汪氏笔法形成了新的民族

叙事。

学界也关注到汪曾祺独有的“融合性”——“汪曾祺有烟火气，他能够把民间的

疾苦、百姓的冷暖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学者孙郁研究后发现，有时候能够感受

到汪曾祺跟柳宗元、苏轼的一些文字相通的片段，有时候能读到他跟张岱、袁宏道、

袁宗道这些人内心相通的句子。“汪先生对传统把握得确确实实很有味道。但是他

又有现代性，他并不是回到古老的士大夫文化的秩序里，他有现代精神。”

张宪光在《汪曾祺：人间知味者》里评价，汪曾祺的散文并非一味平淡，不问是

非，“只是表面看来，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慷慨激昂罢了”，他对风景与物性之美的

描写，对平民悲欢、文士喜乐的书写，本身即是爱憎的体现。“他的行文风格是古典散

文和现代散文的两个传统孕育出的最美果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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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惊魂夜》 让人眷恋的部

分是它的结尾，和剧情无关，空镜头

里拂晓的威尼斯太美，朝阳洒落公爵

府的画面流露着壮丽的美感，它独立

于小说和电影之外。威尼斯这座城市

有着凌驾于时光的吸引力和蛊惑力，

发生在威尼斯的爱与死，没有年代感

和时间感——导演肯尼斯 · 布拉纳敏

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挥霍无度

地浪费了威尼斯这个自成一体的特殊

角色。其实，他也浪费了“侦探女

王”阿加莎的创意和一群尽职尽责的

演员们，由小说《万圣节前夜的谋杀

案》 改编而来的 《威尼斯惊魂夜》，

成了一场虚张声势的万圣节闹剧，极

尽浮夸，极尽过火。

“陌生化”的波洛破案

《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 被认为

是阿加莎小说里“不够出色”的一

部，未必是阿加莎在写作中失了水

准，确切说，这个故事打破了读者的

期待和惯性思维，它类似于让侦探波

洛走串了片场，穿越到马普尔小姐的

故事里。小说情节发生在伦敦周边的

新兴小村镇，小镇是个带有一定程度

的流动性、常态又倾向半封闭的熟人

社会，通常在阿加莎的笔下，这类

“小镇疑云”的环境是马普尔小姐发

挥本事的地方。

《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 对熟知

波洛故事的读者而言是种“陌生化”

的体验，对波洛本人也构成一段“陌

生化”的破案经历。波洛出场前，谋

杀案就发生了，一个被认为撒谎成性

的少女离奇地死在万圣节前夜的派对

里。波洛受了好朋友、悬疑小说作家

奥利维耶的邀请，从伦敦赶到镇上，

这个低调、和蔼的小老头，不动声色

地潜入“每个人认识每个人”的小世

界，他从看似毫不相关的细节里摸索

到真相惊人的“全景”。

这个故事里有诸多熟悉的阿加莎

元素，比如，连环套的悲剧始于对金

钱/遗产的谋算，接二连三地出现被

欺骗又被谋害的姑娘。但《万圣节前

夜的谋杀案》并不是阿加莎重复自己

套路的一部“行活”畅销小说，她在

熟悉的桥段里写出了对战后英国社会

变迁的观察：城镇化发展造成的人口

流动，流行文化造成的老辈人和年轻

人的代沟，老一代对越来越迫近的外

部世界感到不信任，但凡带着不确定

因素的人和事都让人们感到恐惧，莫

名的“精神不稳定”成为弥漫在社会

中的症候。阿加莎没有刻意地在叙事

中强化社会议题感，她的笔触是克

制的、又是轻盈的，给人错觉她只是

漫不经心地写了些小镇轶事。

低姿态的小说  大尺
度的电影

原作中，没有任何惊骇的内容发

生在明面上，哪怕是波洛确认凶手的

身份并察觉他将要对新的受害者下手

时，那仍然是花园闲谈的平和场景，

凶手不响，波洛更不响。阿加莎的写

作特色是维持低微的姿态，人物的行

动和感受都是微妙的，不易察觉的。

这个故事里波洛唯一表露出他的“感

受”，是他坚持穿正装皮鞋走了太多

的乡间小路，以至于双脚剧痛，而脚

痛这事又是不可见且不足为外人道。

布拉纳显然不满足于阿加莎原作

的“清淡”，他要突出传奇感，渲染

跌宕的戏剧性，于是用华丽的威尼斯

替代了伦敦近郊的无名小镇。确切

说，布拉纳改编的阿加莎系列——

《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

案》和这部《威尼斯惊魂夜》，这些

电影何止“不响”，简直“太响”。

《东方快车谋杀案》 时，布拉纳

尚且没有大张旗鼓地确立“个人风

格”，《尼罗河上的惨案》辨识度就很

明显了，尼罗河两岸的景观是放大

的，痴男怨女之间的情欲也是放大

的，布拉纳在电影里制造的尺度，无

论是情感还是感官，都是放大的，他

用直白的冲击力消灭了作家的含蓄。

《威尼斯惊魂夜》明确地把暗流涌动

的“言谈交锋”，变成一惊一乍的恐

怖片，被暗算后喝下致幻毒药的波

洛，带着观众在威尼斯的老宅里经历

了一趟“午夜鬼屋”。一场夜雨让威

尼斯的运河掀起巨浪，暴风雨中的贡

多拉把雕栏玉砌的老宅撞得摇摇欲

坠，这场景令人十分出戏。

《尼罗河上的惨案》 的整容式改

编彻底改变了角色的背景和性情，以

至于观众不得不在电影和小说之间玩

“角色连连看”的游戏。《威尼斯惊魂

夜》步子跨得更大，布拉纳挪用了小

说的部分情节和部分角色的名字，做

了重新排列组合的工程，写一个和原

作毫无关系的故事。这大致相当于把

《红楼梦》改写成“霸道总裁贾宝玉

爱上落难少女林黛玉”。

被叛变的阿加莎

接连三部“阿加莎新编”电影，

布拉纳作为导演，拍出了具有清晰辨

识度的个人风格，代价是把阿加莎的

小说当提款机，或者，原作沦为被涂

脂抹粉、胡乱打扮的洋娃娃。一目了

然的作品气质差异，所涉及的不仅是

审美趣味的南辕北辙，更深层的是作

者的立场之差。

阿加莎的小说里，弥漫着女性本

位的哀矜。《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

里有一抹痛苦的底色，关于一个女孩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绝望地爱着自己的

生父，父亲在明知女孩身份之后仍诱

拐她、利用她，甚至决定杀女儿灭

口，他不动声色地给女儿画像，给画

中少女署名伊菲格涅亚——那是希腊

传说中惨死在父亲手里的女儿，阿伽

门农杀她祭神，为了换取自己在战场

上的胜利。布拉纳对阿加莎最彻底的

叛变在于，他把不择手段的父亲改

成有着恐怖控制欲的母亲，步步为

营，把成年的女儿变成“长不大的小

姑娘”拴住，最终悲剧性地意外杀

死了女儿。

阿加莎写死于非命的妻子们，写

被蒙蔽的女儿们，她反复地写着机关

算尽的男人以看不见的方式置女性于

绝路，波洛或马普尔都是尽他们所能

地帮助女性绝处逢生。布拉纳的“故

事新编”彻底地颠覆了这点，波洛是

受困于衰老和心魔的男人，围绕在他

周围的是各式各样受难的男人、委屈

的男人，而女人是狡猾的女作家，或

招摇撞骗的女骗子，或可怕的老母

亲，她们要么死了，要么不配被救

赎。这一点，大概真是要把阿加莎气

得掀棺材板。

整容式改编“侦探女王”阿加莎小说

《威尼斯惊魂夜》：一场虚张声势的闹剧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

浴血奋战的同时，由伍修权率领的

外交队伍在联合国与美国进行了另

一场短兵相接。

 《志愿军》三部曲共上万张设

计稿和概念图，以呈现不同的战地

环境。 制图：李洁

《威尼斯惊魂夜》由小说《万圣节前夜的谋杀案》改编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