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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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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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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2023 年岁末，全国大部分地区

遭遇寒潮侵袭。然而，在凛洌的寒

风中，今年强劲复苏的电影市场热

度继续升温，这些风格多样、题材

多元的影片中，由八一电影制片厂

导演杨虎执导的电影《孤军》，就是

一曲讴歌革命英雄主义的慷概壮

歌和令人热血沸腾的佳作。

这部电影取材于一段真实的

历史事实：1935 年 2 月，为配合中

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

中革军委决定建立川南游击纵队，

袭扰、牵制围追截击中央红军的敌

军部分主力。这支队伍不负中央

重托，在川滇黔人民的支持下，以

敢于担当、不怕牺牲的勇气，同力

量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进行殊

死搏斗，孤军勇战，最后失败消亡。

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在正本

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

实现新作为”的要求，以对革命先

烈的无限崇敬之情和极大的创作

热情，深度挖掘这段尘封的历史，

通过电影艺术独有的表现形式，塑

造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这一英雄

群体，传播了他们的光辉事迹，昭

示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弱小还是

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

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了民族的

伟大复兴，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

第一，这是一部对长征题材创

新和拓展的好电影。红军长征是

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

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组成的中国

工农红军，四处转战，纵横跨越 11

个省，行程数万里的伟大远征。长

征途中的一些战斗，如血战湘江、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

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等

等，都有影视剧反映和作品。但

是，红军长征中的游击队问题是长

征史研究的一个相对薄弱的问题，

更少有影视剧反映。事实上，红军

长征中的游击队，也是伟大长征的

一部分，在宣传民众、打击敌人、坚

持斗争、播撒革命火种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电影《孤军》通过

反映川南游击纵队的故事，填补了

中 国 军 史 及 军 事 影 视 作 品 上 的

空白。

第二，这是一部讴歌伟大信仰

和牺牲精神的好影片。任何时代

都需要一种坚定的信仰。我们常

说，国防使民族强大，信仰使民族

伟大。长征精神最本质、最核心的

要义，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

意志坚如铁，为了践行初心和使命

不怕牺牲、不畏艰难、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电影《孤军》是不怕牺牲、

英勇战斗的长征精神的缩影，书写

了红军长征史的光辉篇章，向观众

再现无数信仰者和先烈们前赴后

继、无畏牺牲的光辉形象，展示共

产党人拯救祖国、拯救民族的时代

信仰，充分反映了川南游击纵队指

战员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为

信仰赴死的坚定意志。

第三，这是杨虎导演守正创新

的又一部力作。导演是一部电影

的灵魂。一个优秀的导演，他要有

出色的的视觉表达能力，他总能通

过镜头语言将故事主题展现得淋

漓尽致。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看

到杨虎导演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从《三湾改编》到《信仰者》，再到今

天的《孤军》，我们看到，杨虎导演

以一个军人的情怀，在近年来他执

导的作品中，始终突出坚毅与信仰

的主题，在表现形式上又与时俱

进。电影《孤军》中，人物形象众

多，但每个角色又都有他的归宿和

自身命运变化的逻辑，他们真实立

体、有血有肉，鲜活生动、情感细

腻，与当代观众有着较强的共情和

共鸣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

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

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

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

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电影

《孤军》给人们的启示是，在我们党

的百年发展历程中，有无数感天动

地的红色故事。这些故事蕴含着

党的初心使命、彰显党的优良作

风、展现党的奋斗精神。在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的新时代，我们必须着力讲

好新时代党的故事。这方面，杨虎

导演的电影《孤军》带了个好头。

对许多年长的电影观众来说，八

一厂军徽、光芒伴随着军歌旋律在大

银幕上亮起，会油然生出无法取代的

共情。这份情感是复杂的，它承载着

有关中国共产党百战艰难、缔造共和

国的记忆，宣示着解放人民、为有牺牲

多壮志的使命情怀，同时也传递出军

事文化工业电影艺术工匠的气质。在

距离战争年代烽火较近、人民生活较

贫困的年代，八一厂出品的影片无形

之中给了民众一种激励，使人们的情

志更趋向于刚健、乐观。在逐渐进入富

裕消费社会之后，国产战争片里开始加

入类型化的理念，而八一厂的声音似乎

有些遥远。这一动向至少引出两个问

题，一是文化层面的，西方式的类型片

理念是否可以完全搬运过来作为当代

中国文化建设的建材，还是应该经过

“拿来主义”的取舍、改造？这无疑需要

小心论证、摸索实践；二是八一厂的工

业模式、艺术标准、人才培养等文化资

产，如何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重视，

加以整理、研究和传承，进而实现现代

化转型，以贡献于新的时代？

庆幸的是，近年来八一厂时有新

作推出，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面的两

个问题。当然，这些新作多是与其他

出品方联合完成，这部影片《孤军》虽

然是由成都市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

兴文县文旅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共同完成的，但在精神气质和制作

水准上则仍然保留了八一厂的风格，

同时在题材选取、主题开掘、人物塑

造、电影语言运用等方面又颇有创造，

给人清新之感。

影 片《孤 军》就 是 这 样 一 部 新

作。这里的所谓“新”，不是单指新鲜

出炉，更指理念和手法上的新意、创

新。笔者不揣冒昧，尝试用“新时代

军教片”这一说法来概括它的一些特

点，或许可以让看过和没看过它的观

众能对其有意无意包含的战争片新理

念有所把握。

《孤军》是军史之一页。它的故事

发生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之后，为掩

护中央红军北上，川南游击纵队在川

南黔北吸引敌人重兵，陷入苦斗。如

果从类型片来看，川南游击纵队的战

斗规模并不大，在今天知道他们的人

也很少，因此不具备足够的市场号召

力。然而，正如《解放军报》原文化部

主任陈先义同志所说，历史长河中不

只有一个“孤军”，红军长征中还有诸

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故事如果要

被今天的人们知晓和纪念，影视仍然

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媒介。于是，今天

的影视工作者就面临了一个难题：如

何以有限的成本完成有质量的艺术作

品，并对潜在的受众形成吸引、对观众

造成影响？

现代哲学大家冯友兰在《<中国哲

学简史>自序》说，“小史者，非徒巨著

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

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

胸，曷克臻此。”这或许可以给我们一

些启发。

首先，《孤军》题材，不宜、也不必

追求所谓“大片”模式。但在主题立意

上，却做到了“全史在胸”。政委余泽

鸿（黄少祺饰）在惨烈战事间隙，露营

的山洞里，对衣衫褴褛的战士们讲述

革命胜利后的“好日子啥样”——其实

就是今天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那

些年轻人都看不到那好日子了，但都

愿意为了中国未来的孩子们——也就

是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而战、而死。

没有这一种信仰的传达，军史、战争故

事，是不会有精神力量和灵魂的。《孤

军》最主要的线索和人物矛盾，发生在

特派员龙厚生（凌潇肃饰）与叛徒王逸

涛（小沈阳饰）之间，这二人恰恰代表了

对信仰的坚持和背叛，而后者为背叛寻

找的借口又正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在

上世纪30年代的版本，影片的叙事也因

此获得了充分的当代性。

其次，电影艺术方面要做到“形神

自足”。这意味着在艺术形象的感性

传达方面，要有能力达成。《孤军》里，

鸟巢意象的使用体现了创作者的巧

思。余泽鸿和李桂英的结合，是叙事

里关乎人性和伦理的又一条线索和副

主题，表达了共产主义者在残酷生存

环境下品格的高洁与胸怀的豁达。他

们吐露心声之后，用屋檐下鸟巢里一

对小鸟欢叫的镜头，来转换到婚礼场

景。敌军军官来访，余母闭目端坐堂

屋，前景高处鸟巢和小鸟依稀可见。

李桂英产子后离家去追赶队伍，此时

余泽鸿已牺牲，鸟巢特写镜头里已没

了小鸟。这一意象的三次出现，剧情

一波三折，情绪一咏三叹，印证了《诗

经》的比兴传统与电影思维的相通。

再次，在军史、战法等信息、知识

和意识方面，《孤军》有相当好的真实

质感。这造成了观众理性认知的教育

功能。如对红军建制和党纪的突出，

如对我党我军民族政策和工作方法的

呈现，如对战斗中战术乃至技术的重

现，都指向了新时代军教片模式的思

路。限于投资规模等客观条件，新时

代的军教片不必太多重头武戏，一来

可以着力于文戏，二来精心做好轻量

级武戏。如敌人袭击总指挥部一场，

电台报务员和副司令员两位主要角

色，分处室内室外，空间上一高一低、

一前一后，摄影构图考究，同时与战斗

空间、掩护战术实施、作战员战斗姿势

等相契合，都有八一厂的功力在。再

如影片里几次截听敌军电话的细节，

都能看出八一厂的看家本领。《孤军》

延续了导演杨虎长于以有限细节刻画

点染人物情态的优点。

也存在一些遗憾。如时空人物信

息过多，普通观众难以记取。结构也

因此显得松散。现在版本中已有相当

多的主人公旁白，主要用作叙述史实，

兼有内心独白。如果将其进一步加

强，提升到全片故事“叙述者”的地位，

增添反思、抒情的味道。现代叙事学

的理念和方法，既可以把时间人物更

有机、自然地融合起来，掩盖片段断裂

的感受，又可以成为本片的某种特色。

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来讲，军教

片是一种宝贵的传统。如何传承、发

扬、转换为现代型艺术，如何发挥军

事、历史、教育等文化方面的复合效

应，如何与各地方和教育系统深入合

作，都是值得深思的研究课题，也是值

得尝试的电影行业实践课题。

《孤军》一片问世，为讨论这些问

题再次提供了契机。希望更多观众看

到这部影作，领略新时代的中国兵家

美学。

《三大队》突破了犯罪片以犯罪事

件的侦破和对犯罪者的惩戒为核心的

叙事范式，拓展了中国犯罪片对真实

生活中丰富且非凡的警察故事进行银

幕改写的类型范式，传递出直击人心

的善之信念与绵延悠长的守望力量。

生成坚守力量：信念空间的建构

在原著故事《请转告局长，三大队

任务完成了》中，作者深蓝提到不少领

导和群众都曾向检察院请求对程兵等

人从宽处罚。电影中省略了这一情

节，影片并未交代公安局领导和受害

人家属替程兵等人求情的往事，反而

通过增设程兵为中风住院的师傅讨要

工伤待遇碰壁与程兵出狱后在派出所

得知受害者父母多年来的悲痛经历，

强化着制度与法律的公正与严苛。这

是一种结构性的剧作创新和影像调度

上的空间赋能策略。影片没有将程兵

在服刑期间的遭遇作为他事业受挫的

主要因素，看守所认识的大哥与朋友

都为他出狱后继续寻找王二勇提供了

帮助。真正阻碍程兵追捕犯罪嫌疑人

的是他失去刑警身份后随之而来的行

为与信息受限，以及嫌疑人王二勇狡

猾躲避追捕的隐秘行踪。在三大队前

队友们的协助下，程兵等人前往湖南、

贵州、辽宁、云南、四川和广州等地收

集王二勇线索，城市中的流浪与打工

为他们提供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

也不同程度修复着他们因事业变故而

留下的心结。大海捞针般的千里追凶

与冷峻现实的生活变故才是阻碍程兵

完成惩恶心愿的主要因素，程兵内心对

善的呵护与珍视在一次次寻人失败中

日渐衰弱，而一直逃亡在外的恶人/犯

罪嫌疑人和藏匿在社会深处的恶行一

次次挑战着程兵心中善的核心地位。

表面上看，程兵出狱后在全国多省市搜

寻王二勇信息并协助抓捕人贩子的经

历构成了影片犯罪惩戒的主要事件；但

作为犯罪类电影，真正彰显犯罪片特质

的叙事元素是作为惩戒者的程兵等人

在与具体的（犯罪嫌疑人王二勇）和抽

象的（隐藏在平静生活背后的诸种恶

行）罪恶抗争时，内心对善的坚守及其

在影像上呈现出来的信念空间。

中国犯罪片多将叙事空间聚焦在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和乡村之中，

以场景的不同形态、空间结构、地域特

质和文化记忆为核心，建构犯罪惩戒

故事背后的伦理反思与社会隐喻。对

空间叙事的倚重，也成就了中国犯罪

片影像上的二元对立特质，城市与乡

村、新居与旧宅、建设与拆除、动与静

等对比鲜明的影像调度生成了犯罪片

辨析善恶的重要空间坐标。《三大队》

延续了上述类型特质，21 世纪初的广

东某县城（犯罪事件发生地）与程兵和

队友所到城市（犯罪惩戒可能发生之

地）皆为裹挟着浓郁市井风情和怀旧

情结的空间。然而，影片中的夜宵摊、

老厂房、宿舍楼和老社区等颇具21世

纪初中国社会转型之际新旧交替特质

的建筑与景观，并非只是为了呈现恶

的藏身之所与善的感召之场。传统意

义上的犯罪片叙事空间已经从营造影

像/视觉层面中的逼真感，跃升而至想

象/精神层面的信念感。换言之，影片

中不同地貌、气候和文化景观的城市

与乡村空间不仅是程兵等人千里寻人

故事的发生地，也是程兵等人从世俗

生活中淬炼出善之信念的精神场域。

流浪式的旅居生活，在影像与视觉上

带给观众的是丰富广袤的祖国风光，

但同时，也潜移默化的在观众心中开

拓了对罪恶必严惩和真善必弘扬的信

念空间。该精神场域的开拓，离不开

影片对称且点到即止的场景调度策

略。程兵和前队友们在前往长沙的列

车上分配调查工作、在出租屋内汇总

情报、在郊外合力抓捕人贩子并从警

灯闪烁中的警车旁走出，诸如此类的

调查行为与他们之前的刑警工作高度

相似。在之后老队友纷纷离开程兵的

过程中，出租屋、饺子店、沙滩旁和浅

河滩上的那些原本意义重大的离别，

都以一种渐强的节奏愈加呈现出简洁

和干练的特质。如果说马振坤在火车

站送别队友后幻听到的那一声对自己

的称呼是影片在预告队友相继离开终

将只剩程兵独自战斗的序曲，以及对

兄弟情深意重伤离别的感叹，那么在

程兵与蔡彬分别的浅河滩中，影片通

过镜头远处率先游到河对岸的程兵背

对蔡彬挥手告别的影像和还在河中央

的蔡彬略显无力的呼喊声的叠加，宣

告出程兵勇敢独行的魄力与他对蔡彬

和其他队友们虽有万般不舍，但都藏

在心头的内敛情感。在单镜头和单一

场景中书写如此丰富的情节转向与情

感波动，进一步突显了影片信念空间

的功能和意义。

编织多维真实：类型范式的创新

《三大队》动人之处不仅与银幕上

以程兵等人为代表的人民警察坚守善

之信念，将保障人民安全放在个人得

失之前，不遗余力千里追凶的故事相

关；同样也与深蓝的非虚构故事中真

实存在的拥有不寻常人生经历的警察

密切相关。观众对程兵的多元想象丰

富了影片的类型范式。从文学到电

影，真实生活中的程兵原型与文学和

电影中的艺术形象之间生成了情感张

力。无数散落民间尚未被艺术化呈现

的人民英雄警察故事，支撑着每一位

知晓、相信并被这些惩恶扬善故事感

动的人民的精神生活。或许与追问谁

才是电影和原著故事中的程兵相比更

重要的，是把握住电影所编织的多维

真实背后，颇具穿透力的情感体验极

其类型范式的创新。《三大队》的故事

讲述和影像调度将还原现实追捕嫌疑

人之困难以及社会转型中的生活质

感，共同视为犯罪类型创作的重要标

准。无论是美术部门对场景、服装和

道具等视觉层面的设计，还是剧本中

细到一个地名的称呼（如长沙市岳麓

区被简化为台词中的“岳麓”）、不同方

言的运用、突显地域性的食物、不同媒

介（车内收音机广播中的音乐、餐馆内

电视机中的春晚）显现/见证着的时间

流逝，都向观众呈现出大跨度的影像

空间转换与地道的地理人文风情。于

是，有着强烈戏剧冲突和情感张力的

犯罪现场、惩戒空间（看守所、监狱、警

车、小区空地等）、犯罪者（嫌疑人王大

勇、王二勇和三大队队员们）与惩戒者

（人民警察、群众和三大队队员们）等

犯罪类型元素，也就少了些许类型电

影程式化的技术化处理，多了一些复

杂性和残酷性的生活逻辑。

停顿与延宕是《三大队》设计角色

动作的特色。与大多数犯罪片相比，

《三大队》中的惩戒者追捕与打击犯罪

者动作场面并为占据影片的较大比

例。相反，影片更多围绕程兵未能顺

利抓捕王二勇的心结，呈现他与家庭、

兄弟、单位和社会的裂隙，并在每一处

他遭遇挫折的情境之中，勾勒并强化

他对善的信念与对恶的拒斥。程兵与

三大队前队员们出狱后的相聚与离散

故事成为了电影替代惩戒者不断接近

犯罪者并最终完成罪恶惩戒的类型化

叙述。换言之，《三大队》中的程兵一

方面即是犯罪者（职务犯罪）更是惩戒

者，另一方面，他与罪恶/嫌疑人王二勇

之间的距离（无论是时空上的，还是情

感上的）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从影

片开头程兵初到犯罪现场时的愤恨之

情，到他在贵州某小区居民家中发现

疑似嫌疑人王二勇的证据（俄罗斯方

块游戏机）时的惊讶之情，未被法律审

判的嫌疑人王二勇在程兵心中的位

置，始终是首要的。如此设计，也就更

加突显了程兵在小区楼下用饮用水桶

反复击打王二勇的合理性和崇高性。

在享有至高地位的法律未做出审判之

前，程兵并未高呼眼前的群众就是王

二勇。哪怕在看守所的玻璃墙后，目

睹疑似王二勇的男子即将再次摆脱公

安机关控制，他依然强忍个人恩怨（程

兵自己和前队友们的前途与命运因王

二勇而改变），坚毅注视并等待着法律

的强力召唤。克制与停顿，成为了影

片塑造程兵的重要策略。在影片结

尾，昔日的战友想象般地从程兵面前

走过，他们并未对程兵报以英雄回归

般的欢呼，而只是一如往常的简单称

呼。超现实的场面调度在程兵走到十

字路口并在斑马线前驻足而结束，镜

头随即拉升，车水马龙的街头因为程

兵的坚守而多了一份秩序与稳定。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新时代军教片的艺术逻辑与叙事策略
——评八一厂新作《孤军》兼论军教片的新理念

《三大队》：

重塑信念空间与类型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