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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优秀电影的创作当然是所有

创作者都希望的，但是我们很少想到，

这样一部电影的创作需要提供能量。

即从题材故事到剧本完成，从组建

班底，选择优良的合作者到整个后期制

作完成，从募集到第一笔资金到整部影

片顺利过审的资金没有一点缺口，等

等，创作一部好电影委实不容易。

这里仅仅从创作说起，其余留待日

后一一讨论。

在生物学的信息传导领域，能量是

一种能够将信息传导到整个生物世界，

首先是生物体本身的实力。

在物理学的领域，能量便是物质世

界发生变化基本的有方向性的力量。

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很好

的故事，当我们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甚

至都还没有思考它属于哪一类题材。

关于能量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

在电影创作中首先被故事、人物、情节

乃至细节所吸引都是非常自然的。

而首先想到题材的人，已经接近主

题先行，而主题先行离背弃艺术规律则

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我们率性的创作者通常是不

会首先估计题材的。但是，有一条能量

产生的道路却是从故事开始而回溯关

于题材的思考。

这就没有毛病了。如何要回溯题

材的思考呢？因为故事本身的能量总

是有限度的。

一般创作者在抓住了好故事之后

便要追索情节的丰富和细节的精彩，等

等，还要苦思冥想人物的有血有肉。

如果创作者的积累和沉淀是丰富

的，那也许便不成问题，但是扩大自身

的积累和挖掘更多的沉淀总是更为有

益的。

这时候能够思索故事所从属之题

材就是很有帮助的。当我们对一个精

彩的故事情有独钟的时候，上升到题材

的立场，故事身后就会出现强有力的背

书，即题材的背书。

而题材的背书又带来时代和人物

本质的背书，时代的背书则要求我们深

入地挖掘故事周边的环境和人物的社

会关系——至于人物本质的背书可以

帮助我们发展出更加复杂多元的人物

性格和成长的曲折。

一种创作的能量会因为我们认知

的窗户打开得更大而油然而生。原因

是当人的认知在不同层次产生的时候，

层次之间会产生势位的差异。

认知的信息从高层次势位到低层

次势位的扩散就会出现，当这种认知的

扩散形成一种流向的时候，能量就出

现了。

这是最简单的能量产生的现象。

《中国机长》是一部故事十分了得

的电影，单是凭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剧情

而言就已经足够一部电影所需。

但是这个故事在创作当中上升到

了题材的高度，而非仅仅是一个惊险的

行业故事。

这个题材的高度就是一部讴歌

当 代 优 秀 的 中 国 人 民 的 正 能 量 电

影。今天需要这样一部电影，不是

说需要一部惊险的空中危情电影。

它被纳入到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致敬的序列当中——这样的题材跨

越，使得整部影片的立意彰显出来，

故事就不是简单的历险故事，而是

中国优秀航空的征程之歌——优秀

的中国人民有能力有胆略的精神状

态和面貌的飞扬的诗篇。

难怪华为的任正非看完这部电影

之后在微博上号召学习中国机长的精

神，将之作为激励全体企业员工坚毅顽

强地与世界围堵华为的势力作坚决的

抗争并一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能量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电影从故事和人物最感人的精神

与故事开始，散发着题材所背书的立意

和境界，还有一个如何扩散到全套影片

中去的能量推送问题。

这里既要讲究电影的艺术创作规

律，也要强调一部影片自身的逻辑性和

特殊性。

《中国机长》由此展开了三条线索，

其一是机长本人的家庭生活，尽管这是

一个落俗套的设计，他恰逢小女儿的生

日，能否早晨出门晚上回家，个人生活

的悬念带给人关于个人的安危的担忧。

第二条线当然就是整个事故处理

的经过。第三条线是机舱内的各种故

事和反应。不过，这三条线索中只有第

二条是非常站得住的。

第三条还是没有特点。包括袁泉

的戏演得很好，但是这是一个合格的乘

务长本该如此的，其性格刻画没有独

特性。

第二条线索的力量担起了整部影

片最给力的部分，而它得以撑起整部影

片的原因在于它给影片的全过程输出

了或者说传导了最重要的能量。

所以说这不是一部成功编剧的电

影，但是一部导演抓得住全片能量传导

的电影，因为主要的故事线的真实有力

量而且作为第一部如此展示航空——

在全国爱国主义热潮如火如荼的环境

之下，导演用了多种方法使得这个在空

中其实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过程诞生足

了充分的悬念和对抗性——机组与危

情的尖锐对抗。这里也包括各种最新

的电脑制作特技，以及穿越黑暗雷电云

区的剧情渲染。

能量在受众面前也有着互动的

作用。

当观众完全排除掉对于故事真实

还是虚假的判断的时候，观众是在无形

中支持着影片的。

观众的情绪正是导演要想到的角

度。这个把握好了，机长的家庭故事也

罢，乘务长的临危不乱也罢，都很自然

没有出现任何涉及平庸的感觉。

好的艺术作品也适用一招鲜吃遍

天的绝活。能量正是在这里从观众传

送给了整部影片的上映效应，而一部电

影的真正完成是在它与观众发生直接

交流的那个时候。

有意思的是在演员张涵予的所有

影片中，这个硬汉在《中国机长》中的表

演是他的所有成功影片中最收敛的，也

是最少设计动作的。

他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右手

死死地握住操纵杆，然后这个角色就完

成了。

完成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一动不

动，即坚定如山的过人毅力中。这也是

《中国机长》很引人入胜的地方，很可圈

可点的地方。

不是浑身上下使出十八般武艺才

叫性格突出，不是一个人连篇动作、猛

喷金句才成为主角的。刘传健的形象

是传送能量的，这就是结论。

不论是从故事出发上升到题材境

界的创作，还是专注于故事，一根筋地

把主线的能量传送到全片——归根结

底都是让影片的信息上下打通，并且最

重要的是上下的通道都要非常单纯，这

条管道是有隔绝层的，即不受外界干

扰的。

为何这样说呢？譬如《中国机长》

从一个空难危情故事上升为讴歌中国

优秀的人民的红色故事——这个包装

是对这部影片的本质的包装，这个包装

成立伊始就没有动摇过，没有变化过，

没有被任何别的想法干扰过。

所以它有一个绝缘体在之外包裹

着它，使它要实现自身的影片定位成为

没有速度障碍的事情。这里面就有能

量的不被损耗。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部影

片离开了这个主题，忘记了这个主题，

放弃了全情讴歌的影片创作格局，整部

影片的能量就消散了。

然后这个就成为了一部普通的空

中历险记，一部平庸的商业片，而非大

题材电影。

这就是影片能量消散的结果。

研究中国电影的能量和能量传送

还有很多学问，没有能量的原因通常在

于没有创作的灵魂，或者说创作者没有

灵魂。

艺术的能量来自于艺术家的精神

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是高于作品本身

的，就是惯常所说的“人大于作品”——

能量最终来自于编剧、导演、演员、摄

影、音乐等等，来源于一个完整的创作

团队整齐的努力。

中国制造与文化输出
■文/杨晓云

■文/祁 海

反映重大战役的史诗故事片，

是革命战争题材电影的重要组成部

分，曾诞生许多经典佳作，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也须不断出新，不能总是

固守一两种模式。

最 近 上 映 的《太 阳 升 起 的 时

刻》，是以 1949 年人民解放军在湖南

发起的衡宝战役为背景的战争故事

片，战役的规模和该片的制作条件，

都 远 不 及《大 决 战》、《大 进 军》等

影片。

先天优势似乎不足，《太阳升起

的时刻》能打响吗？

能！许多看过该片的观众，都

大为惊喜，异口同声赞一句：“新！”

这是因为该片大胆突破了全景

式展览战役全过程的传统模式，并

非平铺直叙的流水账，善于运用丰

富的表现手段，大大提高了这部重

大 战 役 题 材 电 影 的 艺 术 性 和 可

看性。

引入散文诗电影手法

这部战争片，片名为什么没有

战火硝烟味，如此抒情浪漫？

这是因为衡宝战役在 1949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6 日展开，是一场与

北 京 开 国 大 典 同 期 进 行 的 重 大 战

役，在军史上绝无仅有，这就有别于

其它战役。

《太阳升起的时刻》根据这一史

实，在银幕上展现了罕见的动人场

面：10 月 1 日下午 3 点，解放军在衡

宝前线阵地架起大喇叭实时转播北

京开国大典盛况：毛泽东主席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庄严

宣告在同一时间响彻北京城和华南

大地，天安门礼炮声与南方战场的

火炮声共鸣，雄壮的国歌声中，解放

军“尖刀连”的青年战士们高举绣着

“新中国”三个大字的连旗奋勇冲

锋，前仆后继，和顽敌殊死搏杀，在

敌坦克上竖立血染的战旗……

许多“史诗巨片”为求真实，都

是只会运用纪实手法，拍得太实，即

使有一些诗意镜头，数量也极少，明

曰“史诗巨片”，其实有史无诗。《太

阳升起的时刻》描写 10 月 1 日的这

场真实的战斗，运用平行蒙太奇组

接技巧和声画结合手法，战争与和

平的场景交叉出现，遥相呼应，反差

鲜明，既写实又写意，展示人民战士

为 建 立 新 中 国 英 勇 献 身 的 美 好 理

想，十分壮丽动人。如此充满诗情

画意的大段战争戏，在国产片中极

为罕见。观众看完这部影片，都会

感悟“太阳升起的时刻”之深广内

涵，纪实风格战争片很少采用这种

时空跳跃交错的结构方式。因此，

该片高潮戏的立意和艺术构思有别

于其它同类题材影片。

与青春励志片结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战役题

材影片，如《南征北战》、《上甘岭》、

《红日》，我军官兵形象以基层指战

员为主体，高级指挥员只到军、师

级，都是虚构的。从上世纪八十年

代起，《大决战》、《大进军》等重大战

役题材电影，格局大逆转，多是以描

写我党我军最高领袖人物为主，基

层指战员是小配角。

《太阳升起的时刻》则另开第三

条路，该片也出现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第四野战军

高级将领，但全片主要篇幅，是大力

塑造我军一支连队的小人物群象，

借鉴青春片手法，加强亮丽活泼快

捷的青春气息：如大智大勇的连长

李树青、猎户出身的快枪手刘三柱、

善 用 唢 呐 迷 惑 敌 人 的 机 灵 鬼 小 唢

呐、勇猛的大个子李大憨、精通刀法

的陈铁芽、胆小变勇敢的连队文书

“眼镜”、美丽聪慧的战地报道员贺

小麦等。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些青

年战士积极参加全国的国旗设计征

稿，并制作了一面绣着“新中国”三

个大字的红旗作为连旗。影片凸显

年轻人的天性：有的战士的荣誉感

特强，能在连队自编的连史上留下

一笔就得意洋洋；有的战士争强好

胜，讨论国旗设计方案或争当狙击

手都各不相让；有的战士富于幻想，

最希望回乡娶个好老婆美美享受农

家 乐 …… 这 些 战 士 形 象 并 非 高 大

上，但都真实可爱，其青春活力和文

化气息，都超越许多战争片。

借鉴传奇军事小说手法

一些重大战役题材影片故事性

不强，描写国共两军将领，老是开

会，多是谈政治，即使讨论作战也很

少谈兵法韬略，敌军将帅的军事智

商太弱，故事情节就较平淡，可看性

全靠战争大场面。

《太阳升起的时刻》好看的原因

之一，是该片表现我军在衡阳宝庆

地区与国民党军最后一支劲旅白崇

禧集团展开大决战，借鉴了著名军

事小说《三国演义》的“棋逢对手，将

遇良才”构思，细致描写了国共双方

高层将领如何斗智斗勇，大大加强

了影片的故事性。

指挥衡宝战役的我军统帅是威

震辽沈的四野司令员，但他的对手

并非等闲之辈，是向来用兵诡诈，号

称“小诸葛”的国民党常胜将军白

崇禧。

影片根据史实，描写白崇禧命

部队假装败退，我军一个师轻敌冒

进，在青树坪中了白崇禧布下的埋

伏，伤亡重大！

四野司令员临危不乱，将计就

计，假装遇挫之后一蹶不振，设下诱

敌追击之计，让“白狐狸”上当，结果

敌军五个精锐师落入陷阱，全军覆

没，最后的赢家是我军！

影片细描了两军精英将才的用

兵谋略，尤其是大胆触及我军高层

指挥员的严重失误，敢于激化戏剧

矛盾，使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影片

还描写我军前卫师中埋伏之后电台

被打坏，与上级失去联系。尖刀连

勇士深入敌后智夺电台，也很惊险，

悬念迭起。

设计新奇的战争场面和动作

这部战争片的制作费只有 5000

万元，拍摄周期只有 60 天，其战争

场面不可能像《大决战》、《大进军》

那样宏大，但因为有新特色，同样具

有极强的震撼力。

该片的大段战争场面是开篇的

天津之战和高潮戏的衡宝之战，最

亮 眼 的 战 斗 动 作 不 是 常 见 的 冲 锋

拼刺刀，而是细致描写了步兵大战

坦克，战士的血肉之躯要对抗来势

凶猛的庞然大物，影片展现坦克从

人的身上碾过，展现身上中弹着火

燃烧的“火人”在奔跑，都很惊心动

魄，悬念和造型冲击力特别强。我

军打坦克的两场戏并不雷同，天津

战 场 打 坦 克 的 精 彩 动 作 是 连 长 李

树青从平地跃上坦克，在炮塔外面

与坦克兵厮打格斗；衡宝战场打坦

克 的 精 彩 动 作 是 李 树 青 从 高 处 飞

身跳下坦克，并闯入炮塔内向敌军

开炮。打坦克的戏还显示了我军狙

击手的奇功绝技，甚至用特效表现

子弹准确射进坦克瞭望孔射杀坦克

兵。这两场战争戏，烟火和爆炸点

的设计都较巧妙，镜头剪接格外快

捷 利 索 。 由 于 各 种 表 现 手 段 用 得

好，该片战争场面不算很大，依然显

得火爆壮观。

《太阳升起的时刻》由观念开放

的广东电影界与富有战争片制作经

验的北方团队共同打造，实现优势

互补。该片导演是擅长拍摄战争史

诗电影的导演安澜，他敢于超越自

己，再立新功。因此，该片在重大战

役题材影片中独具一格。

重大战役题材电影的新突破
——电影《太阳升起的时刻》艺术构思解析

社 会 学 家 马 克 斯·韦 伯 说 过 ：

“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

到什么, 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完全

不一样。”在当代社会，文化可视为

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之一，而文化

产业即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

志。在当今中国，中国制造的电影

已然是国家文化的重要构成，中国

电影经历过生死存亡，经历过产业

初创，经历着产业的繁荣，而今的

中国电影当得起“中国制造”这四

个字，它有责任、亦有能力去参与

国 家 文 化 的 构 建 与 输 出 大 计 。

2017 年-2019 年是中国电影制造品

牌自发形成的大年，《战狼》系列，

《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唐人

街》探案系列，《无名之辈》、《流浪

地球》、《哪吒》、《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长》等等凭借着各种类型

叙事踏踏实实地讲述中国人的故

事，构筑中国梦，它们在内容设计

上密切贴合当今中国观众对人物、

对情感的诉求，凭借以中国人传统

戏剧审美为核心的叙事工艺逐一

击败同一档期的好莱坞全球文化

输出战略代表的大片，真正做到撼

动国人情怀、深入国人内心。去年

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 600 亿的大

关，中国制造电影贡献了接近 340

亿，而在 2019 年中国影史票房总榜

上，排名前十的电影有九部是中国

制造，截至 10 月，2019 年新进入榜

的就有四部中国制造电影，排名第

二的总票房 49.7 亿的《哪吒之魔童

降世》（2019 年 7 月 26 日上映），排名

第三的总票房 46.5 亿的《流浪地球》

（2019 年 2 月 5 日上映），排名第九的

总 票 房 27.5 亿 的《我 和 我 的 祖 国》

（2019 年 9 月 30 日上映）和排名第十

的总票房 26.7 亿的《中国机长》。市

场数据足以说明在当代中国，国人

对中国制造电影十分买账，经历过

国片萧条时期，我们的观众而今对

中国制造影片的文化认同感急速养

成，文化自信逐渐地建立，言必称好

莱坞的时代已然终结。

中国制造电影的缔结成功更大

的意义在于文化输出，全年 600 亿

的突出票房意味着并不是自家关

起门来的盛大狂欢。中国电影制

造迈过给予国人强大文化自信的

步伐，应迅速面临“走出去”的文化

输出的前瞻性探讨。在文化输出

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电影的文化输

出效能的认识稍显滞后。不少学

者们还停留在好莱坞电影全球文

化输出战略一统天下的旧格局之

中，他们认为中国本土制造电影的

高票房电影诚然不少，然而“以漫

威、DC、迪士尼等为代表的好莱坞

作品依然持续大满贯。从历史数

据来看, 虽然我国电影行业发展迅

速, 但 2013—2017 年 的 5 年 间, 好

莱坞电影在我国的总票房分别达

到 83 亿元、126 亿元、156 亿元、206

亿元、227 亿元, 呈现出逐渐递增的

趋 势 ……”此 种 观 点 较 为 先 入 为

主。就以 2018 年为例，国产电影总

票 房 为 378.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89%，市场占比为 62.15%，比去年

提高了 8.31 个百分点，市场主体地

位更加稳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

着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产生的票

房虽然逐年递增，但却并不能说明

它在中国的文化输出的成功。中国

电影总票房前十名的榜单上仅存一

部美国大片，而中国电影单年票房

中中国制造的电影票房的市场占额

仍在百分六十之上，并且逐年在提

高百分比。中国制造电影文化输出

的势能正在自发地形成。

中国制造电影的文化输出的核

心策略在于正本清源。傅满洲和

“黄祸”是中国文化输出在近代通

俗文化圈子的起点，当时西方流行

起来的“黄祸”文化实则是在主动

文化输出缺失的态势下产生的被

动的文化输出。傅满洲是英国推

理 小 说 作 家 萨 克 斯·罗 默（Sax

Rohmer）所创作的一个虚构人物，

他是秃头面目阴险的高瘦老头，绝

世聪明，却厌恶当时美国人崇尚的

科学，爱用各类“阴险”武器如毒蛇、

蜘蛛一类的生化武器。傅满洲作为

东方人（中国人为主）的形象在各类

影视作品上出现。这是西方世界对

中国人的负面印象比如绝世聪明却

不做任何贡献，病殃殃没有男子气

概等的源头，并且相对糟糕地影响

深远。直到当代，中国人在大多数

西方人眼中印象并没有飞跃性的进

步，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则增加了“功

夫”、“中国菜”、“熊猫”等概念化的

元素，相对日本动漫文化、美国好莱

坞电影文化在国家文化意义上的输

出战略，中国电影制造实在欠着世

界一个拥有本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

的又为世界文化所认同的当代中国

人形象。

过 去 的 十 数 年 ，业 界 上 下 一

心，励精图治，为着国人看中国制

造，国人懂中国制造，国人支持中

国制造的前景而上下求索，在 2019

年，这个大时代已经来临。那么中

国电影制造的战略核心不应再仅

停留在对国人的文化建构上，而应

转 变 到“ 走 出 去 ”的“ 输 出 ”策 略

上。在这一点上，去年以及今年上

半年强势占领中国总票房的那些

新作品，在“输出”意识上的工艺却

并不强。比如《流浪地球》，虽则刘

慈欣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已有一

定的影响力，电影本身所表达的文

化和科学技术意识以及它所诉求

的世界观、人类观和宇宙观，具有

人类所普遍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

技术上亦无缝对接好莱坞一流的

科幻电影，但是属于中华民族文化

本身最有特征的元素，其实是疏于

表达的，当代中国人的信仰、价值

观，以及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

种种复杂性和情感可能企及的深

度在故事里并不是没有空间。只

是，过去电影人太想为为赢得本国

市场而努力，这已经成为制造工艺

的惯性。但是，在 10 月档期的《中

国机长》中，这种“输出”意识在自

发地加强着。这部根据 2018 年 5 月

14 日四川航空 3U8633 航班机组成

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深

受国人喜欢，万米高空之上突遇驾

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压

的极端罕见险情，中国机长和机组

成员临危不乱、果断应对，最终所有

乘客都安全落地，一同创造了世界

民航史上的奇迹。 影片构建相当

份量的当代普通国人的生活日常情

境与机上生死一线的极端情境进行

对比、映照，从剧作工艺上就较为突

出了国人与中国航空人面对世界的

“面孔”。可惜，最后仍然让“市场

意识”占了上风，情节偏重于机上

遇险的层层传奇叙事，留给中国机

长内心与情感挖掘的空间就不足

了，不免为中国机长可能拥有的真

正硬核面孔的“输出”而抱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