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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嫌疑人》

华人金牌女律师陈智琪联手警察

金志雄展开调查一场绑架案，然而随

着案情深入她发现自己被卷入另一场

阴谋之中……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悬疑/罪案

编剧：孙琳 / 张末等

导演：张末

主演：张小斐 / 李鸿其 / 惠英红 /
王子异

出品方：恐龙影业/猫眼微影等

发行方：猫眼微影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父亲柳庭深一直不肯将冰晶糕制

作秘方传给儿子柳见三，父子之间产

生误解和隔阂。多年后，因父亲病重

回家探望的见三，终于发现父亲隐藏

多年的秘密原来和自己有关……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剧情

编剧：桂冠

导演：泷田洋二郎

主演：韩庚 / 张国立 / 薛昊婧

出品方：剧魔影业/剧角映画等

发行方：人间指南

《普通男女》

电影围绕在大城市拼搏的李一甜

的故事展开，展现新一代年轻人的生

活现状。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剧情

编剧：刘雨霖

导演：刘雨霖

主演：黄璐 / 郭涛 / 张国立 / 段博文

出品方：爱奇艺影业/恒业影业

发行方：淘票票/阿里影业等

《家园·重返地球之战》

太空作战部队士官姜森接到任

务，将与大部队一起登陆地球。来到

地球后，他意识到这场战争背后似乎

有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科幻

导演：陈乐春

主演：张博楠 / 张双利 / 冀贞贞

出品方：无锡第八区影业等

发行方：辣条屋影视

■文/虞 晓

《无价之宝》：

不知所起的“一往情深”

综 观 人 们 的 观 影 兴 趣 ，观

众对电影的期待更多会去延伸

日常生活的惯性，希望故事强、

节奏快，热闹折腾，几乎没更多

的耐性来观看一部慢于日常节

奏的电影。其他艺术形态也同

样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例如人

们不愿意花时间看完一部慢节

奏的小说，或者一出戏曲，甚至

文艺晚会，总是把生活中积极

投资赚钱的那股劲带到对艺术

的欣赏中来，普遍缺乏耐性，快

餐式地浮光掠影，浮躁情绪弥

漫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真

正的艺术倍受冷落，那些哗众

取宠的假、伪艺术错误地引导

着大众的审美认知，大有劣币

驱赶良币之势。

书 画 界 趋 利 倾 向 尤 为 严

重，丑书丑画横行，网络平台助

推着这种现象，使得当下文艺

审美追求滑坡渐成趋势，短视

频中粗俗的影像展示，网络电

影题材的妖魔鬼怪、血腥暴力、

色情暴露、离奇古怪的题材混

浊了观众的眼睛。日常生活题

材的艺术呈现是要达到“陌生

化”效果，是需经艺术家对题材

的理解、对艺术凝炼加工之后，

通过不同的艺术形态，遵从艺

术创作规律而完成艺术创作过

程。作品虽源于生活，却高于

生活，其目的是挖掘日常生活

中本有的真善美，或者是创造

生活中缺失的真善美的精神内

核，而非假恶丑的内容展示和

夸大。近期上映的表现“敦煌

女儿”樊锦诗先生的影片《吾爱

敦煌》是一部值得静心去接受

灵魂洗礼的一部电影佳作。

在 电 影 题 材 上 ，要 把 一 个

英模人物搬上银幕，容易被套

上主旋律电影的概念性认知。

《吾爱敦煌》的高明之处在于对

樊锦诗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展示

到位，有血有肉，有家庭，有日

常，各种普通人所要面对的一

切，樊锦诗同样要面对，她鲜明

的个性是通过漫长的生活累积

形成的，是有性格发展的过程

变化，从一个北大毕业的青春

少女到大漠敦煌工作 60 年，历

经了生活的沧桑变化。对于观

众而言，樊先生伟大人格的形

成有可信度。这是基于生活真

实，而非导演选择性地横截面

式仅展示其辉煌的一面，否则

容易让人有刻意拔高之感。

一 个 艺 术 形 象 的 塑 造 ，无

论是英模人物还是其他，要注

重在情节推进中刻画人物性格

的变化，这样更易于观众的审

美接受，所塑造的形象真实可

信，是在生活土壤中成长起来

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樊锦诗经

历了就业、成家、为人母、职业

升迁、亲人生老病死每个节点，

每个生活阶段都无异于常人，

但是观众从影片中假设若置身

她的阶段，大多数人可能做不

到樊先生那样，电影题材的表

现 恰 恰 提 供 了 这 种 反 思 的 可

能 ，观 众 做 不 到 ，樊 先 生 做 到

了，她的伟大人格顺理成章被

观众接受，人物形象就立起来

了，这样的艺术处理给拍摄主

旋律题材以很好的借鉴。

《吾爱敦煌》有很强的艺术

感染力。作品的形式外观是纪

录电影，没有很强的戏剧冲突，

但是人物的生存与自然环境之

间构成了巨大的冲突，樊先生

60 年坚守大漠，研究和守护敦

煌文化，这份工作在外人看来

是极其枯燥乏味的，在莫高窟

的时间仿佛凝固了，空间也禁

锢了一样，与社会发展似乎脱

节了。要有什么样的毅力才能

坚守这样的人生？樊锦诗先生

作为常人的生存与这样的工作

环境之间产生了反差张力，吸

引着观众去接近樊先生的伟大

灵魂，从她对事业的执着中，从

日复一日的平淡工作中，从与

旅游开发者的顶撞中，从莫高

窟的数字化保护中，一种生活

平乏与事业伟大之间的反差让

观众窥探到了樊先生的人格魅

力。电影用自述的形式外观来

叙事，让观众感觉亲近，容易产

生带入感，进而产生共情。影

片叙述语言的（内心独白）文学

性很强，像一篇内涵深刻的优

美的随笔散文，娓娓道来的叙

述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还在于

音乐的旋律渲染，大提琴曲的

垫 乐 与 大 漠 苍 茫 的 景 象 相 应

和，也只有这样深沉的大情怀

配乐加上敦煌的大全景，才能

映衬樊先生的崇高精神，作为

大写的“人”的樊先生，她的精

神 境 界 笼 罩 着 观 众 的 审 美 感

受，影片带动的审美情绪波澜

壮阔，敦煌自然景观的大美与

樊先生精神的大爱相辅相成，

互相激荡，影片从而给观众产

生崇高、壮美的审美感受。

《吾爱敦煌》让我们又重拾

理想，反思自己的人生，观众在

樊锦诗先生高尚的灵魂面前接

受了一番洗礼，洗涤庸碌的人

生俗气，寻求坚守理想信念，追

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追寻平凡

生活中的意义。所有这些正能

量 的 感 悟 都 能 从 影 片 中 汲 取

到，这种感悟是悄无声息地沁

入我们的审美感受，而不是生

硬地说教，观众沉浸在樊先生

的高尚的精神世界里，看似平

淡无奇的纪录电影拍摄，其带

来的精神冲击力很强烈，这种

表现手法是值得拍摄主旋律题

材影片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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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建礼

《我本是高山》：

凡人张桂梅的不平凡更励志感人

看完《我本是高山》，被张桂梅

带领云南山区女孩子们不屈不挠与

命运抗争的故事所打动。影片人物

平凡朴实，细节鲜活生动，没有平庸

主旋律电影里容易出现的高大全或

假大空，尽管存在一些缺憾，但绝非

网上一些人攻击的那样不堪，是一

部励志感人的人物传记故事片。

《我本是高山》根据云南丽江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校张桂梅长真实事

迹改编，以往这类主旋律影片最常

见的问题是把英模主角塑造成高大

全的完美人物。本片无论是在人物

塑造还是叙事策略上，都力图避免

出现这一问题，呈现给观众一个既

平凡又伟大的张桂梅，她凭借坚定

的信仰、顽强的意志和对学生无私

的爱心，率领一群山区女孩子们完

成了逆天改命的不平凡壮举。

张桂梅是很多中国老百姓很熟

悉的当代著名英模人物，二十多年

来，经过全国媒体的广泛采访和报

道，大量文字、图片、影像资料和纪

录片，让她的事迹在全国广为传颂，

在信息传播尤为迅捷的网络时代，

她成为网上的热点人物，曾被主流

媒体誉为“当之无愧的顶流”。

“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十大女

杰、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张桂梅身上的荣誉和光环不

胜枚举，将这样一位英模人物的事

迹改编成故事片搬上大银幕，最安

全最省事的做法，就是呈现给观众

一 个 与 媒 体 报 道 完 全 一 样 的 张 桂

梅。绝大多数观众是通过各类媒体

了解到张桂梅，这样拍也符合他们

对这个人物已经形成的固有印象。

然而，故事片不等同于新闻报

道和纪录片。新闻报道和纪录片的

记录和宣教功能大于艺术功能。故

事片作为最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艺术

表现形式，则正好相反，有着完全不

同于前者的艺术创作规律，需要在

两个小时左右的篇幅里完成戏剧冲

突的起承转合。照搬新闻报道和纪

录片看似安全省事，实际上很容易

拍成平庸主旋律电影里常见的高大

全式英模人物片，很难具有优秀故

事片应有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正因如此，《我本是高山》主创

从海量的张桂梅事迹素材中，结合

影片创作过程中的采访素材，截取

了华坪女高首届学生从入学到参加

高考的三年时间，作为影片故事的

时间线，围绕着这三年里张桂梅与

师生一起筚路蓝缕、克服重重困难，

冲破重重阻碍的经历展开叙事，着

重描写了她和山英、山月、唐小萍、

玖朵云等学生之间的感人故事，以

及卢南山、徐影影、付春盈等年轻教

师的群像，还有他们与张桂梅的戏

剧冲突和师生情谊。

影片前半段，海清饰演的张桂

梅强迫全体女学生剪短发，对学生

严格得近乎粗暴。对老师则严苛得

不近人情，霸道要求“周六周日老师

就不放假了，寒假就休息五天”，刘

雅瑟饰演的年轻女教师付春盈怀孕

了，她不赞成，后来付春盈孩子生病

要请假，她又很不高兴。这是张桂

梅平凡和不完美的一面。

但随着故事的进展，观众逐渐

发现张桂梅严厉背后对学生无私的

爱和对老师的愧疚：强迫学生剪短

发是为了她们更集中精力学习；“体

罚”那名学生是为了晒出钻入她身

体的蚂蝗；自己生病刚收到捐款，就

拿钱去给学生买了助听器；付春盈

上课没空照看孩子，她默默帮着照

顾，结尾对方告别，她流露真情表示

愧疚，说“为了这些小孩子，对不起

你们这些大孩子”。

这种在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上

先抑后扬的戏剧化处理方式，不仅

能使人物形象更立体饱满，也让故

事更有戏剧张力和艺术感染力。合

情合理的艺术虚构是故事片的权力

和特点，即使是人物传记故事片也

不例外，只要符合人物塑造和叙事

的需要，就无可厚非。

一些网友质疑《我本是高山》多

次闪回张桂梅对胡歌饰演的亡夫董

老师的怀念，彷佛亡夫成了她唯一的

精神支柱和信仰支撑，认为这是把张

桂梅的崇高信仰矮化为小情小爱。

这样的理解是断章取义和片面

的。首先，影片对张桂梅的崇高信仰

并非没有体现，而是巧妙地融入了她

最喜欢唱《江姐》主题歌《红梅赞》的

情节，融入了她带着教师做入党宣誓

的场景，融入了她和学生齐声朗诵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

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的段

落，更是融入了她躺在病床上弥留之

际，原本要在梦中随丈夫西去，最终

被学生们在医院楼下合唱《红梅赞》

挽留下来的感人画面。

其次，信仰不是挂在嘴边的空

洞口号，而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

精神力量。张桂梅既有崇高信仰的

大爱，又有对亡夫思念的小爱，但支

撑她办免费女子高中的根本原因，

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对学生们

的爱，否者她也不会在丈夫去世后

一直坚持下来。崇高的信仰不会架

空个人的情感。两者并不矛盾，而

是互相支撑，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

的人。

影片还有几处令笔者感动的地

方。比如，高考前，老师带学生们爬

上山坡眺望远方，老师对学生说“向

XX 方向 XX 公里是 XX 大学……”

“翻过这些山，我们一起走出去”；山

英的家人来学校要强行带她回去嫁

人，全校学生齐声为她加油，那是山

区女孩们对命运不公的呐喊；结尾，

张桂梅和卢老师翻山越岭，连夜打

着手电、隔着山谷大喊，告诉山谷那

边的山英考上大学的喜讯那一幕，

更是令人喜极而泣。

观者当然有权利批评一部影片

不好，但前提是至少你要看过这部

影片，围绕着剧作本身展开客观公

允的评论。中国电影需要健康的舆

论环境和专业的文艺批评，坚决反

对对任何一部影片断章取义、乱扣

帽子、生拉硬拽、蹭热点话题、上纲

上线地批判。

《我本是高山》用电影故事片的

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一个既平凡

又伟大的张桂梅，讲述了一群山区

女孩子在张桂梅等老师孜孜不倦地

教育下，由浑浑噩噩到奋发图强、逆

天改命的故事，尽管受篇幅限制，对

孩子们和学校的巨大进步略显铺垫

不足，但不失为一部励志感人的主

旋律电影佳作。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

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

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无 价 之 宝》改 编 自 韩 国 电 影

《担保》，讲述了一段“大叔与萝莉”

之间超越血缘的伦理亲情故事：下

岗工人石振邦（张译饰）和杨武（潘

斌龙）开了一家五金店维生，为了讨

回欠债，两人临时照看欠债人的女

儿芊芊，没想到的是，作为债务“担

保”的芊芊却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

“无价之宝”。

身 兼《无 价 之 宝》导 演 和 编 剧

（联名）的张大鹏，此前是资深的广

告导演。 2019 年他联合执导的《小

猪佩奇过大年》在春节档期表现欠

佳（豆瓣 3.8 分、票房 1.25 亿），反倒

是宣传短片《啥是佩奇》在网上火爆

出圈，口碑和热度远超这部“水土不

服”的真人动画电影。某种意义上，

《无价之宝》可以视为张大鹏掌控了

叙事权，由广告跨界电影的银幕“处

女作”，广告经验和类型叙事的融合

与冲突，也为辨析影片提供了一种

可行的维度。

传神的时代质感

故 事 发 生 在 1995 年 的 东 北 小

城，是当下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

的影视作品中不停回望的岁月，是

在下岗失业大潮和商品经济浪潮的

冲击下，东北的企业职工正经受转

型期阵痛的年代。张大鹏说“人们

都有对那个年代的记忆，时间距离

很近，但是从内到外，一切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还原年代感是拍摄中的

“最难点”。除开服、化、道的逼真还

原和影像的技术处理以达到追求的

效果之外，影片更用“精练”的艺术

手法，勾画着那个时代的人。

清晰简练正是广告创意基本的

准则，它要求抓住对象最主要的因

素，从思想和形式上加以提炼。如

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倡导的，

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无价之宝》并不是一个温暖的

故事，这从芊芊的母亲王曼丽身上

就能看得出来。她对石振邦（或者

所有人）习惯性撒谎，花盆里满是烟

头却说自己不抽烟，上了偷渡的江

船却声称坐飞机到了国外；更为恶

劣的是身为母亲她卖掉了自己的女

儿，否则贪财的“二叔”不会千里迢

迢过来送钱，寻回芊芊的石振邦也

联系不上她。但王曼丽的蛇蝎心肠

并没有让人（格外）厌恶，因为那个

时代很多人和她一样，江湖大哥王

宝会赖掉洗澡买票，“二叔”会转眼

就背弃承诺，石振邦还想和前妻怀

孕生娃。

1995 年的质感就从这些角色身

上折射出来，“当社会对个体的美好

允诺消失，而个体的价值感随之崩

溃，那些看似不合理的人性崩塌，就

有了无条件成立的理由”。每个人

都在用尽全力活下去，但他们的一

部分已经“死亡”，比如王曼丽“母

亲”的属性、“二叔”内心的廉耻和王

宝 身 上 的 尊 严 ，所 以 多 年 以 后 她

（他）们的自杀、意外身亡或者是残

疾，其实是果报叙事对“1995 年”的

陪葬。

隐含的视觉冲击

广告的另一条原则是要具有冲

击性，要对观众产生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和心理影响力。《无价之宝》全

片基本采用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

最为华彩的部分是致敬《雨中曲》的

石振邦舞蹈段落，这段带有魔幻色

彩的镜头并不违和，是对角色的心

理写实和情感写真。

影 片 中 更 常 用 的 策 略 是 用 台

词、道具、场景等的重复和呼应，来

形成情绪的强化和视觉的节奏。比

如石振邦的口头禅“这事砸锅卖铁

也得办”，分别出现在去王曼丽家讨

债、得知王曼丽身患绝症晚期、和芊

芊报考北京舞蹈学院后担心学费太

贵几个场景，三次重复，指出了他最

在乎的事情，也把全片切分为三个

叙事大段落。

正如皮尔斯所说，若符号与其

指代对象间存在人为添加的属性，

则符号成为象征符号。《无价之宝》

中反复出现的道具也承载着象征的

功能，成为了人物内心情感或社会

群体思想意识形态的隐含的言说。

比如芊芊的游戏机，石振邦破门讨

债时夺过它，送别芊芊时小心在书

包里装上它，去“二叔”家解决芊芊

时专门带走它，游戏机象征着孩子

童年的欢乐和安慰。石振邦的小刀

也类似，讨债时带上它以壮声势，被

王曼丽顺手拿来切了苹果；它又被

送给即将出国的王曼丽；她自杀后

他在包里发现了这把小刀。这对男

女心中隐秘的情感，不曾说出口的

关心和珍惜，凝聚在这把小刀上。

石振邦的个人命运也隐匿在三

处天空的场景中。夕阳晚照中烟花

璀璨，是他的梦想；阴霾天空中炸响

的二踢脚，是他面临厄运的现实；而

最终从热气球上飞身而下，是他值

得期待的未来。

这些设计感极强的镜语，让这

个现实主义风格的故事有了一种浪

漫的诗意，让多舛的命运有了一份

苦中作乐的暖意。张大鹏视听语言

的娴熟值得称道，但过于密集的设

计多少显得有些刻意，这是广告思

维对电影叙事的干扰。

漂浮的类型叙事

上 世 纪 50 年 代 纳 博 科 夫 小 说

《洛丽塔》的问世，让少女有了一个

专用称谓——萝莉。自库布里克以

降，从《这个杀手不太冷》《孤胆特

工》《怒火救援》到《宝贝计划》《人生

大事》，“大叔与萝莉”的故事就在银

幕上不断上演，已经有着相当成熟

的叙事模式，无论面对枪林弹雨还

是身处情感危机，这些故事总是在

成人与孩童、强大与弱小、世故与天

真的对立、反差和结合中，传递着温

暖和治愈的力量。

按照《救猫咪》中对叙事类型的

划分，《无价之宝》属于“伙伴之情”

型的影片。这种类型故事讲述主人

公的生活会因另外一个人而改变，

它们有着共同的母题：两个个体的

生活因缺少对方而不完整。这类故

事需要设置一个“不完整”的主人

公，他在生理、精神或者道德方面有

所欠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才能

变得完整。最重要的叙事逻辑在于

讲清楚变化，两个人情感关系如何

一步步改变，从而对主人公产生影

响发生变化。主角的成长是在“他

者”意识不断觉醒而最终实现对“自

我”这一主体身份的认同与确认。

《无价之宝》叙事上的问题就在

于 偏 重 状 态 展 示 ，忽 略 了 叙 事 逻

辑。石振邦和芊芊之间的父女情几

乎是一步到位，中间没有发展和波

折；他对王曼丽的爱情更是来得相

当突兀，缺少应有的铺垫和推进；他

与杨武的兄弟之情在影片中是一个

不增不减的恒量，导致男二号的角

色戏剧功能极其孱弱。在这个时间

跨度长达十余年的故事里，人物少

有成长变化，情节缺乏延展和递进，

犹如一组不同时空的短片合集，单

独看成色不错，却无法有机的整合

成型 。

应该说《无价之宝》是有佳句而

无佳章，有一往情深的状态，也有着

不知所起的迷茫。张大鹏已经证明

了掌控影像的才华，但个人表达和

类型规范如何均衡，短片经验和长

片叙事如何交融，这是作为电影导

演仍然需要直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