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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随 着《战 狼》系 列 、

《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金

刚 川》、《长 津 湖》系 列 的 陆 续 走

红，军事题材影片逐渐成为我国

电 影 市 场 中 最 受 观 众 欢 迎 的 类

型。然而，随着该类型影片不断

涌现，如何突破原有创作路径和

框架，给观众创造焕然一新的视

听感受，避免走向同质化，是影片

创作者乃至所有中国电影人需深

入思考的课题。

由黄建新监制，沈东执导，严

屹宽、屈菁菁、吴昊宸、艾晓琪主

演的反恐题材影片《深海危机》，

通过颇具创新性的艺术表达和高

标准的视听品质，有效解决这一

课题，开创了反恐影片的新范式

和新空间。

具 体 而 言 ，《深 海 危 机》的 突

破和创新之处，首先在于叙事层

面。不同于传统军事题材影片，

《深海危机》将镜头聚焦“反恐怖

主义”这一主题，力图展现现代背

景下我国海军将士和公安反恐人

员协作阻止境外恐怖分子阴谋的

激荡故事。这种较为罕见的主题

设置，不仅增强了影片的可看性，

更 从 叙 事 伦 理 层 面 赋 予 了 影 片

“合法性”。正如导演沈东所说：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

义务承担起惩恶扬善、维护世界

和平以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光荣职责。”

作 为 一 部 反 恐 军 事 题 材 影

片，《深海危机》颇具野心地将叙

事 背 景 置 于 全 球 语 境 。 影 片 从

“冷战时期遗留的核弹”这一线索

出发，串联起多个国家和地区，呈

现全球语境下的“深海危机”。这

种背景设置，不仅是对中国电影

国际化叙事的积极探索，也是对

中国反恐“力量”和“方案”影像化

转化的有力尝试。

除 此 之 外 ，《深 海 危 机》在 类

型化的探索上也独具匠心。不同

于过去大多数军事题材影片，《深

海危机》对类型化的处理，并未拘

泥于严肃的战争、军事描写，而是

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些许诙谐元

素。如影片中吴昊宸和艾晓琪所

饰演的一对欢喜冤家，便为影片

增 加 了 诸 多 笑 点 。 这 种 艺 术 表

达，不仅使得影片所蕴含的情绪

更具张力，也更能契合当下观众

的观影习惯和审美心理。

在类型化的总体要求下，《深

海危机》用大量笔墨刻画了惊心

动魄的动作场面。但不同于传统

动作片，《深海危机》的动作场面

设 计 ，一 是 刻 画 难 度 高 ，可 以 看

到，片中所有演员都非职业动作

演员，但在创作者的精心设计和

严苛要求下，片中的打斗场面近

乎拳拳到肉。并且，随着对峙的

升级，影片的打斗难度也不断升

级，创作者时常把近身格斗与飞

车追逐、爆破爆炸等场面相叠加，

以此为观众创造真实且震撼的视

听感受。二是场面丰富度高，影

片对动作场面的塑造并未局限于

单一的近身格斗，而是颇具想象

力地刻画了海滩近身肉搏、公路

摩托追击、断崖极限拉扯、深海下

潜营救等多个动作场面，营造出

了危机四伏的紧迫感。三是动作

可看性高，影片对格斗场面的塑

造 ，在 追 求 真 实 的 同 时 ，还 辅 以

“暴雨剪辑”的创作手法，即通过

快如闪电的剪接法，使动作场面

呈 现 为 连 珠 炮 似 的 电 影 速 写 镜

头，进而提升动作场面的速度感

和力量感。

作为一部以现代为背景的反

恐题材影片，《深海危机》在精心

刻画传统动作场面基础上，还借

助高科技手段，向观众呈现出以

往同类型影片较少表现甚至未曾

表现的现代战争奇观，无论是深

海核弹追击，还是空中战机对垒，

抑或是海上舰船争锋。这些场面

壮烈的战争奇观，不仅令观众获

得了撼人心魄的视听体验，更彰

显 出 了 我 国 军 队 强 大 的 军 事 实

力，以及背后可信、可亲、可敬的

中国形象。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深 海 危 机》

对暴力、奇观场面的呈现并未受

制于表层的类型法则，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内在审美追

寻、艺术化有效呈现依然是其核

心议题。可以看到，影片不仅通

过动画模拟的方式向观众客观呈

现了核弹爆炸给沿海数十个国家

带来的灭顶危机，还在不同段落

铺设了大量壮美的风光类空镜，

以此作为对比，不断提醒观众和

平的珍贵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意义。而和平本身，就

是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内在要求和核心要义。

《深 海 危 机》在 人 物 塑 造 方

面，也颇具新意。不同于许多军

事题材影片主人公铁血硬汉般的

“孤勇者”形象，《深海危机》将镜

头 聚 焦 于 林 湛 、夏 苏 这 对 夫 妻 。

这种人物形象塑造，首先充分彰

显出了中国反恐事业中的女性力

量。众所周知，在国际反恐事业

中 ，女 性 一 直“ 巾 帼 不 让 须 眉 ”。

但在相关题材的影片中，以女性

作为主人公的影片却较为稀少。

而《深海危机》一改常态，选择用

大量笔墨刻画夏苏这一女性公安

干警形象，生动展现其不畏艰险，

全力捍卫国家和人类利益的英勇

壮举。从这一人物身上观众能够

切身感受到中国女性反恐人员的

巾帼风采和英勇气魄。

其次，这种人物形象设置，也

在叙事功能上将以往单纯“英雄”

化的军人形象还原为有血有肉的

“普通人”。可以看到，影片中无

论是夏苏还是林湛，都通过各类

英勇壮举展现出了中国军人和反

恐作战人员的不怕牺牲的大无畏

精神。如夏苏孤身闯入敌军海上

基地，林湛只身潜入海底追击核

弹等。但不同于过去许多军事题

材影片，创作者并未止于对这些

英勇壮举的展现，而是详细追溯

这些行为背后的情感线索，生动

刻 画 了 林 湛 和 夏 苏 之 间 的 夫 妻

情，以此将难以置信的惊天壮举

和扎实可信的人物情感相融合。

这不仅使人物的行为更加真实可

信，也更能让影片与观众产生共

情、共鸣与共振，进而建立起共同

体美学。

除 却 主 人 公 ，影 片 还 着 重 刻

画了王海泉、李芊雨、参谋长、国

安首长等一批人物，并以国家利

益作为隐形纽带串联起这些人物

之间的关系，以此让影片中的人

物行为与国家意志相关联。这种

艺术表达，有效突显和传递出了

影 片 所 蕴 含 的 主 流 价 值 和 国 家

形象。

相较于同类型影片，《深海危

机》的制作成本并不高。正如该

片监制黄建新所言：“这片部资金

有限，算是 B 级片的一种探索。”

但即便资金受限，创作团队也力

求做到每个细节都能尽善尽美。

如在剧本方面，《深海危机》为了

追求极致，创作历时多年，几经修

改和打磨，付出了超常规的汗水

和艰辛；在服化道方面，《深海危

机》力求每个细节都做到贴近真

实 ，创 作 团 队 不 仅 1:1 搭 建 了 船

舱、作战指挥所等重要场景，还通

过视效技术为观众真实还原了无

人机、战机、舰艇、导弹系统等各

类现代化军事武器和装备。

诚 然 ，《深 海 危 机》在 人 物 关

系塑造和后期声音处理等方面还

有一定提升空间。但总的来看，

影片无论是在艺术表达层面，还

是在视听品质层面，都实现了反

恐题材影片的新突破，是一部诚

意满满且具有标志性、范本性意

义的力作。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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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中 共 贵 州 省 委 党 史 研 究

室、贵州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摄

制，贵州知行影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出品的电影《征程之星火》，

即将与观众见面。

大 家 一 定 会 感 到 惊 异 ，一 个

贵州毕节出生的毛头小子，没有

读过大学，却经过自己多年对党

史的学习研究，成长为贵州省中

共党史学会的理事，由他担任编

剧和出品人的表现贵州省毕节籍

青年革命家林青英雄事迹的传记

电影《征程之星火》，不仅成功拍

摄，还在北京让众多专家观摩研

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党的

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

科书。”“持之以恒推进党史总结、

学习、教育、宣传，让正确党史观

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正

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

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

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

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

全景纵览毕节视角

影 片 的 片 头 ，可 以 看 作 是 影

片讲述故事的“序章”，在推出片

名前，我们看到了历史座标的纵

轴，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1919 年

五 四 运 动 席 卷 全 国 ，1921 年 7 月

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发生了开

天辟地的大事件。1931 年上海，

林青等五位进步青年入党宣誓。

时间的纵轴一下推到了 1935

年 7 月 ，国 民 党 毕 节 特 派 员 陈 悌

庐（又名陈资平）指挥便衣警察、

特务四处搜察抓捕中共贵州省工

委书记林青，地下党员刘茂龙去

交通站裁缝铺冒死传递信号，被

敌人逮捕入狱；地下党员李策看

到“信号”，火速跑去报告。林青

得知后非但没有逃避，反而昂首

走向特派员会客厅。陈悌庐先是

以恭维其“书画双绝”求其墨宝，

后又以高官厚禄、许诺林青去日

本留学为条件诱降，均被林青凛

然痛斥。

从 林 青 真 实 的 历 史 来 看 ，他

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1911 年

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13 岁到一商号当学徒，

15 岁 时 因 不 堪 老 板 虐 待 逃 到 重

庆 ，此 后 考 入 西 南 美 术 专 科 学

校。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 年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 年 1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

达遵义，林青坚定信念、历经艰险

辗转赶到遵义，在遵义找到了昔

日“狱友”——红一军团地方工作

部长、中央纵队秘书长吴亮平，经

引见，林青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

工作部长李维汉（罗迈）汇报了贵

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李维汉代

表党中央充分肯定了贵州地下党

的工作，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

工作委员会，林青任省工委书记，

同时兼任遵义县委书记。贵州省

工委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批准

建 立 的 唯 一 的 省 级 党 组 织 。 不

久，贵州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工

作搞到敌人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

本，交给了中央特派员潘汉年，为

红军长征做出了贡献。同时，林

青又将从遵义带回的红军战报秘

密传阅，并利用刊物宣传红军、宣

传抗日。

1935 年 4 月，国民党中央组织

部所属调查科利用一名叛变分子

（剧中陈悌庐），大肆破坏中共党

组织在贵州的革命活动。因叛徒

出卖，同年 7 月 19 日，林青不幸被

捕。敌人得知抓捕到贵州省工委

书记后，威逼利诱不成后又对他

施以酷刑，妄图从林青口中获取

重要情报，一网打尽整个贵州地

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

折磨，林青始终谨记入党宣誓时

那句“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

地向敌人展示了共产党人对马克

思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甘愿为

党的事业献身的革命气节。国民

党当局无计可施，判处林青、刘雪

苇（剧中刘茂龙）死刑。在狱中，

林青曾有一次逃狱的机会，但他

却以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命令刘

雪苇越狱，把生的希望留给了革

命战友。

1935 年 9 月 11 日敌人将林青

押赴刑场。行刑前，林青高呼“打

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

万 岁 ！”等 口 号 ，高 唱《国 际 歌》，

大义凛然，从容面对死亡。牺牲

时年仅 24 岁。

编 剧 赵 伟 作 为 毕 节 人 ，他 选

取林青作为传主，必然会以毕节

人的视角予以审美观照，同时又

将主人公放置在宏阔的历史漩涡

里，在典型的历史时空中，塑造典

型 的 英 雄 性 格 。 这 样 的 叙 事 策

略，不仅满足了他作为一个毕节

人 要 为 家 乡 毕 节 做 事 的 个 人 心

理，同时也暗合了他作为一个“草

根党史专家”所具备的符合党史

规律的历史表达，可以说是“大事

不虚，小事不拘”。一切取舍以历

史核心事件为准，以核心人物形

象塑造、性格逻辑为准，再辅以讲

好电影故事的各种艺术手段。作

为这部影片的出品人、制作人，赵

伟功不可没，在投入资金十分有

限的情况下，科学配置各种资源，

合理调度主创团队，实现了影片

整体性高质量的完成度。

诗意呈现历史本质

和精神向度的“双重叙事”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在《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英 文 版 正 式 出 版 时 ，于《光 明 日

报》撰文中指出：“透过这种全景

式的、大跨度的事迹与精神的‘双

重叙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彰显得更加完整、更为清晰，读后

也更能感悟到正是有一大批革命

烈士视死如归、一大批英雄人物

顽强奋斗、一大批先进模范忘我

奉献，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保持

旺盛生机、才能始终拥有奋发前

行的不竭动力。”

如何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故事，塑造历史上作出杰出贡献、

壮烈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员英雄形

象、特殊性格，曲青山总结出一条

规律：“全景式、大跨度的事迹与

精神的‘双重叙事’。”而诗意的呈

现历史本质和精神向度的“双重

叙事”，则是以影视剧创作为代表

的视听艺术的美学遵循。

“套层结构”是《征程之星火》

的主要叙事方式，影片要在 96 分

钟的时间长度中，集中讲述林青

从 1935 年 7 月 19 日被捕入狱，至

1935 年 9 月 11 日 英 勇 就 义 止 ，不

足两个月的时间。无疑狱中斗争

生活已无多少故事可挖，编导巧

妙运用“套层结构”展开“双重叙

事”，以林青狱中遍体鳞伤，在监

牢地铺上与狱友刘茂龙交流、回

忆一生中最爱的几个人和最难忘

的 几 件 事 ……，以 闪 回 场 景 依 次

呈现，为观众描述了林青短暂而

伟大的一生，从中呈现和揭示出

林青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贵州省

早期领导人的伟大人格魅力和崇

高精神境界。

庆 祝 建 党 百 年 的 电 影《革 命

者》，也 是 运 用 了“ 套 层 结 构 ”的

“ 双 重 叙 事 ”。 影 片 编 导 匠 心 独

运，用李大钊牺牲前 38 小时的时

空限定，一反常规人物传记影片

线性表现手法，用多个主观视角

平行并联叙事结构、以蒙太奇电

影手法将多种不同视角下的回忆

片段统领在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网

格中。这种叙事结构的优势是，

在特定艺术语境下，主人公于行

刑前 38 小时的心理活动应该是异

常复杂、丰富、浪漫而多彩的。在

38 小时的特定时空中，由此而引

出的任何心理活动、人物回忆、场

景回忆、情感回忆都是符合艺术

逻辑和生活逻辑的。而影片编导

按照历史逻辑选择的回忆片断不

仅可以纵横捭阖，而且又合情合

理、顺理成章。在观影中，当我们

发现、领悟、习惯了编导的这种叙

事策略和叙述结构之后，便会瞬

间觉出这种“形散神聚”的散文诗

化表现方式的高妙奇绝。

通过上述两部表现中国共产

党早期革命历史英雄的传记影片

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异

同点，尽管都运用了“套层结构”

“ 双 重 叙 事 ”手 法 ，但 是 ，《革 命

者》侧重于“散文诗化”、“形散神

聚 的 的 表 现 方 式 ，而《征 程 之 星

火》则呈现出“诗意风格化”展现

的审美风格。究其原因，一是主

人公林青多才多艺，不仅“书画双

绝”，而且具有诗人情怀，生前创

作 了 大 量 诗 词 ，“ 诗 言 志 、歌 咏

言”，每当生离死别、动情之处都

有诗作产生，影片中也有多处情

节展示；二是编剧赵伟也有自己

的诗意人生，影片中的几段民歌

以 及 片 尾 主 题 歌 词 也 是 他 的 创

作；三是贵州自然风光旖旎，毕节

山水风景怡然，为这里的生灵赋

予了诗情与画意。因此，诗情画

意 成 为 这 部 影 片 的 一 大 艺 术 特

色。我们之所以欣赏这部“红色

诗史”电影，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

美学原因，这就是“诗意的呈现历

史本质和精神向度”。

这 部 影 片 的 编 剧 、出 品 人 赵

伟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贵州人。

他曾不止一次的向我讲述过中国

工农红军在贵州省的众多可歌可

泣斗争故事，他在高中毕业之后，

和几个同乡同学一起闯深圳，挣

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结识

了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在红

军故事、先辈精神、红色基因的影

响下，注册了知行影视文化传播

公司，自己投资数千万拍摄了电

影《征程之星火》，还正在拍摄纪

录片《乌江》，他根据自己的青春

经 历 正 在 创 作 一 部 励 志 文 学 作

品，也准备拍成影视作品。今天，

赵伟奉献给我们的这部电影，让

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力量，看到了

党史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的力量，愿我们心弛神往的多

彩贵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浸润下更加多彩！

（作者系河北省影视家协会

艺术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影视理

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河北传

媒学院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