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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系列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

重大主题电影作品，例如《金刚川》和《长

津湖》系列等，越来越趋向于将宏大的战

争作为呈现人物个体战斗的背景，在审

美过程中制造观众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

“异质同构”，进而螺旋上升式地实现英

雄们对当下观众的感染。

与上述两部影片不同的是，《志愿

军》系列在创作思想上有着极其不可思

议的颠覆性。

该系列影片的第一部《志愿军：雄兵

出击》，以全景式的创作方式，再现了这

场新中国“立国之战”的发生直至松骨峰

战役的几乎全过程，其未及预期的票房

成绩，也引发了人们重新探讨“宏大叙

事”是否真的在当下的媒介语境中过时

的问题。

然而到了该系列第二部《志愿军：存

亡之战》的时候，创作思想几乎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转变。该片将宏大叙事彻底背

景化，而将细腻的笔触聚焦于李默尹、李

想和李晓一家人具体的战斗故事中，从

而激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点滴记忆汇聚到
宏大叙事的河流中

毫无疑问，基于这场新中国“立国之

战”而创作的文艺作品不仅数量上早已

汗牛充栋，而且在体裁上几乎实现了对

所有文艺形式的全覆盖，对于战斗英雄

的歌颂同时也在激励着每一位社会主义

建设者与接班人。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

热潮中，这些有限的内容资源迅速地经

典化，从而成为建构“共和国情感”的集

体记忆，经历了时代的洗礼与沉淀，随着

我们代代相传的书写与叙事绵延至今。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 · 哈布瓦赫

于 1925年 提 出 了“ 集 体 记 忆 ”的 概

念。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

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

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

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

续性……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

们构成的集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

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

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在此我们

需要强调的是，首先集体记忆不是脱

离个体记忆存在的，它必然是一种民

众个体记忆被社会化后的最大公约

数；其次集体记忆只有经过不断“延

续”方才能实现自我的建构。因而，不

论什么民族，亦毋论来自何方，建构其

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内在心理机

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个人共同

的“集体记忆”。而我们有理由相信，

作为民族“个体记忆”最大公约数的这

种情感，也一定在最终会抽离出最根

本、最真挚的人类共同情感。

对《志愿军》系列电影的创作者们而

言，浩如烟海的档案、史料、回忆录、口述

史，以及前述深入人心的文艺作品，全都

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集体记忆的点点

滴滴。但是，这些点点滴滴也确实是“点

点滴滴”——正如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

“出兵与否的痛苦抉择”“彭德怀只身入

朝”等诸多事迹，以及“毛岸英烈士遇难”

“38军万岁”等战斗事迹，其实某种意义

上都是彼此割裂的独立故事。如何将这

些你我所熟知的“点点滴滴”汇聚到抗美

援朝这一宏大叙事的“河流”中，反而成

为了一项巨大的挑战。故而该系列电影

的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竭尽所能

地以一种网状叙事结构，将这些碎片编

织在一起，从而为第二部《志愿军：存亡

之战》奠定了叙事和基础。

三层叙事策略编
织革命历史叙事网络

为使这些集体记忆的碎片能够有机

地整合到一起，创作者们将整个《志愿

军》系列电影的叙事策略总体分为宏观、

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

微观战斗层面包括一系列的战场细

节与真情实感，因此片中营指导员李想、

副连长孙醒、翻译李晓、武器专家吴本

正、通讯员（伤亡记录员）杨三弟等虚构

或半虚构的角色反而成了串联战斗现场

的线索。他们来回穿梭在各个战场上，

使得我们表面熟悉实则陌生的英雄被编

织进抗美援朝战争这张叙事的大网里，

彼此因战争的逻辑而建立起了联系，从

此再不孤立。

在中观战争层面则是以彭德怀、邓

华、洪学智、韩先楚等为代表的志愿军司

令部为叙事核心，不仅串联起各支部队

的战斗事迹与五次战役的指挥得失，而

且38军夜行140华里血战松骨峰、63军

面对两倍于己的敌人打出的铁原保卫战

等战争故事，都经过了志愿军司令部的

肯定后才得以传扬。同时，志愿军司令

部还向上连接着远在北京的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换言之，如果说一线指战员面

对的是具体的战斗，那么志愿军司令部

则是在进行着基于军事思维的通盘思

考，而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则在菊香书屋里进行着国

家战略的运筹帷幄。

最后是宏观战略层面，这一层面的

战略叙事不仅聚焦于毛泽东的菊香书屋，

而且还将视野拓展到相应的外交战线，莫

斯科、华盛顿、联合国的交锋与中南海决

策的胶着，对应着超越战争之外的全球战

略，更使得《志愿军》系列电影具备了我国

之前“宏大叙事”所罕有的全球视野。

于是，在这个三层叙事策略中，碎片

化的民族集体记忆被罗织进这张波澜壮

阔的革命历史叙事网络中，各自得以发

扬，而又相得益彰。

此时，彭德怀和毛岸英这两个角色

的重要性在这一叙事体系中便显得极为

重要——前者连接了宏观战略与中观战

争层面的理性叙事，而后者则在情感上串

联起上至毛泽东下至通讯员杨三弟之间

的朴素情感，从而贯穿了三个层面的叙事

线索。更重要的是，毛岸英烈士很长一段

时间是作为一个符号化的集体记忆而沉

淀于本民族心理的，如何让当下的观众在

有限的篇幅中认可这一人物的行为与动

机，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本片的创作

者们别出心裁地让虚构的李氏一家人建

构起观众可以共情的家庭，并由李默尹担

任中央军委参谋以连接宏观与中观的叙

事，甚至下到一线部队参与微观叙事。而

其子女李想和李晓则不仅在战斗一线见

证历史现场，也因寻父的动因，而串联起

中观与宏观两个叙事层面。

一把钥匙承载银
幕内外的共同体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以朝鲜

战争中的关键战役——铁原阻击战为

叙事核心，深刻描绘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63军在面对数量和装备上的绝对

劣势时，凭借坚定的抵抗意志和出色

的战术策略，成功地阻止了联合国军

队的猛烈攻势，对战争的最终胜利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联合国军”反攻铁原的有四个师近

五万人员，而临危受命的第63军仅有2.5

万名将士，更不用说两方的武器装备水平

的天差地别。这不仅在军事史册上标志

着一次显著的胜利，更深刻地彰显了志愿

军战士们的坚毅与勇敢，也毫无疑问地点

出了影片“存亡之战”的核心命题。

影片的制作团队投入大量精力进行

历史资料的挖掘和现场考察，力图在服

装、道具、布景等细节上尽可能地还原历

史真实，以此提升影片的历史真实感和

视觉冲击力。据悉，全体剧组成员，从置

景开始到拍摄，耗时三个月奋战“铁原”，

打造超20万平米的铁原阻击战置景，超

过上万人加入万米战壕的搭建工作，真

实还原了“铁在烧”的激战场面。

也正是在中国电影高度工业化的今

天，创作者们可以借助更加艺术化的电

影创作手法，重现了这场关键战役的残

酷与悲壮，进而使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

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背景和深远影

响；也可以让观众通过沉浸式体验银幕

上志愿军战士们的浴血奋战，以及战争

的无情和战士们的英勇，激战十二昼夜，

成功抵挡住了敌军步坦炮协同的数次冲

锋，最终理解我们的前辈是如何迫使对

手重返谈判桌的。

在影片中，李家三口是与今日观众

实现情感异质同构的代入体。这个战争

中的小家竭力呵护的钥匙，不仅仅是一

个象征物，它还承载着家庭的联系和记

忆。这把钥匙在电影《志愿军：雄兵出

击》中就已经被巧妙地设置为一个细节，

顺延至《存亡之战》，它不仅象征着家的

温暖和安全感，也代表了家人之间的深

厚情感和牵挂。钥匙的存在提醒着影片

中当时的人们和影片外今天的观众，无

论身处何地，都有一个家在等待他们的

归来，那不仅仅是一个避风港，更是家人

的爱和思念的寄托。

这个家庭在战火纷飞中难得的团

聚，彼此拥抱带来的温馨，以及那一瞬间

被照片永恒记录，都构成了刻骨铭心的回

忆，更是代表了战场上无数家庭的共同期

待和心愿。甚至，李晓在作为翻译向美军

进行广播的时候，都奉劝他们“gohome

（回家）”，从而贯通了全人类的共同情

感。顺着这个“家”的情感逻辑，当看到志

愿军战士们高呼着各自的家乡冲向敌人

时，不禁让人感叹这一处情节设计的精

妙。毫无疑问，无论战场上的他们抑或是

银幕前的我们源自哪个省份或城市，共同

代表的是伟大的祖国。

应该看到，中国电影近年来无论在

艺术创作上，还是在制作技术上，都已经

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高质量发展。只是我

们在探讨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时，永

不满足地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这种对

精益求精永无止境的追求，难道不正是

影片中牺牲的“最可爱的人”留给我们血

脉中最重要的基因吗？让我们真诚地期

待《志愿军》系列电影的下一部。

（作者为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珠江电
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浴火之路》：打拐题材影片的新突破

《志愿军：存亡之战》：
再现集体记忆的“三观”整合叙事

陶冶

赵建中

今年国庆档的电影市场强片如林，市

场竞争激烈。而在其中，以打拐为题材的

影片《浴火之路》最终位列档期票房第二，

可谓一匹黑马。该片能够在众多作品中

突出重围，离不开直面现实的勇气。

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

“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

术家的勇气”。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真

正艺术家的勇气”就是要求艺术家有社

会责任感，勇于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

《浴火之路》将拐卖儿童这一社会

普遍关注的问题搬上银幕，并以犀利的

笔触进行表现，展现受害者家人在绝望

中寻找希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坚韧

意志，向全社会发出了对拐卖儿童犯罪

行为零容忍的呼吁，就是这种“真正艺

术家的勇气”的体现。

而更进一步，是影片“爆裂打拐”的

叙事风格及与之相呼应的人物形象的

精心设计，为观众带来新的观影体验。

而且，影片虽然在“爆裂打拐”下足功

夫，但却没有止步于单纯的“爽片”逻

辑，而是在人物与故事的冷峻的呈现中

不失人性的暖意。正如同名主题曲所

唱的那样，“爱与正义是永恒的星光”。

商业片如何在现实题材的立意深度与

观赏性上做出平衡？《浴火之路》为我们

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以“爆裂打拐”叙
事风格，探索艺术表现
的新突破

打拐题材历来是电影人关注的领

域。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陈可

辛执导的影片《亲爱的》与彭三源编剧

并执导的影片《失孤》。这两部分别上

映于2014年和2015年的影片，共同特

点是“以情动人”，着重表现被拐卖孩子

父母对孩子的思念，以及他们的悲痛、

焦灼与绝望的心情。而《浴火之路》的

表现风格则不同。可以说，该片之所以

受到广泛的关注，就在于不落以往同类

影片的窠臼，在艺术表现上有新突破，

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影体验。

首先，《浴火之路》影片摒弃了同类

题材影片惯用的悲情叙事手法，而是表

现被拐卖孩子父母的绝地反击。影片

角色没有以往作为弱势群体的怯懦，不

是被动等待命运的裁决，而是挺身而

出，成为保护孩子、对抗邪恶势力的战

士。他们以孤注一掷、玉石俱焚的勇

气、激情与疯魔在荒蛮之地打拐，其动

作之激烈，场面之火爆，无不让观众感

到痛快淋漓，热血沸腾，影片整体表现

呈现出“爽片”的风格。很难想象，一部

聚焦拐卖儿童的悲情题材的电影竟然

给观众提供了如此酣畅的观感。

其次，《浴火之路》将多种类型片的

审美元素融为一体。影片一开始就如

悬疑片，笼罩着一股神秘的氛围，人物

性格与剧情走向充满不确定性。接着

是三位主角驾驶车辆穿越黄土漫漫、峭

壁林立的无人区与荒山野岭的边境，路

上的景象呈现出西部片中的粗粝美

感。而影片中原为警校刑侦格斗教官

的赵子山与崔大路、人贩子有多场打斗

戏，其动作设计之精彩，出拳之稳准狠，

不亚于很多动作片。

此外，该片虽然是一部现实题材的

影片，但是在艺术表现上具有魔幻片的

“超现实”风格，比如一只兔子从天而

降；丧尽天良，连自己的女儿与妻子都

敢买的陆永安在得意忘形时被炸雷劈

死等等。这些场景对剧情的推进及观

众的情感宣泄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浴火之路》的配乐

对影片氛围的营造也有所助益。多首

歌曲的歌词、旋律与影片画面相得益

彰，为影片增色不少，尤其是片尾由童

声演唱的歌曲《宝贝回家》表达了人们

“愿天下无拐，盼宝贝回家”的愿望，旋

律纯净而哀伤，直击人心，令人动容。

以对人物形象的
精心设计，赋予影片较
高的完成度

《浴火之路》在美学风格上的大胆

突破，离不开与之相呼应的人物形象的

精心设计与演绎。《浴火之路》在初次官

宣时的中文片名是《虎狼之路》，英文名

是Tiger(老虎)、Wolf(狼)、Rabbit(兔子)。

该片以三种不同的动物分别对应三个

主人公，讲述了三位失去孩子的父母因

命运的交织而结盟，共同踏上充满凶险

的复仇之旅的故事。正是由于对人物

的精心设计与演绎，《浴火之路》有了较

高的完成度。

影片中，肖央、刘烨、赵丽颖三人分

别饰演失去孩子的父母，对应虎、狼、兔

三种不同动物。

肖央饰演的“虎”——崔大路，西装

配寸头，痞气十足，浑身散发出粗野与

凶狠的气息，就如一只凶猛的老虎。他

对拐卖团伙毫不容情，将一管芥末全挤

到塑料袋里，然后直接套上人贩子的

头，表情决绝，动作干脆。这一角色的

设定，是以最原始的怒火为千千万万个

受害者“出口恶气”，同时也表明了社会

公众对拐卖犯罪的零容忍态度。此外，

影片还赋予崔大路粗犷外表下的铁汉

柔情，表现了他与女主角的细腻情感，

其收放自如的演绎让人眼前一亮。

刘烨饰演的赵子山在影片中对应的

动物是狼，代表的是被拐卖孩子父母中

那些拒绝屈服命运、用勇气与智慧与邪

恶势力进行较量的父母。在影片中，赵

子山以充满怒火的眼神、乱糟糟的头发、

黝黑的皮肤、一件脏兮兮的旧皮衣示

人。由于孩子被人贩子害死，他对人贩

子的恨意远比崔大路、李红樱更深。但

就是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很

多时候却沉默寡言，情绪低落，每天“活

得像鬼一样”，直到遇见崔大路与李红

樱，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重生之路”。

赵丽颖饰演的李红樱外柔内刚，看

似柔弱的兔子，但在保护孩子时却奋不

顾身，坚定狠辣，彰显了母爱的力量的

伟大，它足以跨越生死，对抗世间一切

苦难。赵丽颖的戏大多是内心戏，表演

难度较高，但她出色地演绎出了角色从

无助、绝望到坚韧、决绝的精神状态，展

现出角色在柔弱的外表里隐藏着的坚

强灵魂。

该片编导通过“虎狼兔”的组合，展

现了惊心动魄的打拐过程，传递出人们

对光明与正义的向往。此外，这“打拐三

人组”的默契配合，联手出击，宛如江湖

侠客的除暴安良，快意恩仇，令人叫绝。

正是该片编导与演员对人物的精心设

计、演绎与影片“爆裂打拐”的美学风格

紧密呼应，使得《浴火之路》作为一部商

业片，无论是在主题立意还是在艺术表

现上都完成度较高，有较强的观赏性。

应予指出的是，虽然《浴火之路》是

国庆档的热门影片，但是并非一片叫好

声，这也与影片存在的缺憾有关。这具

体表现在：崔大路与赵丽颖都是寻找孩

子，按常理，找孩子就是还有将生活好

好过下去的愿望，因此就不可能毫无底

线，坑蒙拐骗什么都干；再者，崔大路丢

孩子的理由很荒谬，自己在楼上相亲，

孩子在马路踢球时被人贩子拐走，但是

影片没有表现出他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

孩子的内疚与自责心理。李红樱与陆永

安这样的烂人纠缠很久，在社会底层打

过滚，干过仙人跳，经历与内心世界复

杂，但饰演者赵丽颖的清纯气质却与之

有所偏差；再者，李红樱被前夫威胁、压

榨，也知道是前夫卖掉孩子，但为何并不

报警，影片没有给出理由。

影片或许是为了增强爽感，于是就

给反派人物强行降智，比如随便什么地

方来了两个人说要给老金儿子介绍对

象，老金这个老奸巨猾、心狠手辣的大

人贩子没有调查这两个来客与照片中

女子的来历，一看女子相貌就定下这一

姻缘。还有，赵子山和崔大路假意与老

金做生意，于是顺利见到老金；正巧老

金儿子出来玩，小叶子也随之出来；正

巧小叶子一低头，又露出了胎记，这一

切过于巧合，缺乏说服力。

总的来说，《浴火之路》以其对社会

问题的敏锐洞察、生动的角色刻画以及

艺术表现风格的独创性，不仅为观众带

来了一场视听盛宴，更以警醒与教育意

义触动人心。正因如此，该片上演后，

很快就赢得了观众的良好口碑，这些口

碑之中，很多是对电影主创人员的社会

责任感与对艺术创作不懈探索的认

可。正如影片所说，世界上被拐孩子能

被找回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三，期待中国

电影人这曲“爆裂打拐”的壮歌，能够以

文艺作品的独特力量对不法分子产生

震慑，促使“天下无拐”的美好愿景早日

实现。

《浴火之路》剧照

▲ 《志愿军：存亡之战》将宏大叙事彻底背景化，而将细腻的笔

触聚焦于以李默尹、李想和李晓一家人具体的战斗故事中，从而激起

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