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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斌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

物，张艺谋电影的美学风格早已被

广大观众所熟知，自成名作《红高

粱》起，其影片一直重场面营造，重

画面构图、重色彩象征，以强烈的视

听造型凸显独特的艺术境界。无论

是《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英

雄》《十面埋伏》，还是《满城尽带黄

金甲》《三枪拍案惊奇》《金陵十三

钗》《长城》《影》等，均是如此。虽

然在此过程中也曾拍摄过《秋菊打

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

母亲》等一些艺术形式较朴素的影

片，但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

影片还是前者。近年来，他创作拍

摄的《悬崖之上》《一秒钟》《狙击

手》《满江红》《坚如磐石》直至今年

春节档热映的《第二十条》，其电影

美学风格有了较明显的变化，可以

说是洗净铅华、返璞归真。具体而

言，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重视思想内涵的艺术表达

张艺谋以前导演的多数影片在

思想内涵上或较浅显，或较陈旧，或

引起争议，能让观众在审美娱乐享

受之后回味和思考者较少，印象深

刻的乃是他在电影语言上的大胆探

索和创新，并以影像表意系统的建

构引领电影创作风潮。近年来，他

创作拍摄的影片首先在思想内涵的

艺术表达上能符合时代与社会发展

的需要，并融入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和探索，注重通过不同题材和不同

类型的作品或致敬不怕牺牲、英勇

战斗的革命者，或赞颂爱国主义精

神，或表现反腐败斗争，或艺术地诠

释法律条款等；凡此种种，均显示了

其电影创作新的美学追求。

当然，对于影片思想内涵的艺

术表达，张艺谋往往别出心裁，有自

己的艺术构思、情节设计和人物塑

造 ，在 这 方 面 也 显 示 了 其 创 新 意

识。例如，《悬崖之上》作为他首次

执导的悬疑谍战片，着重描述了张

宪臣等四人组成的中共特工小队奉

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营救

行动时，在遭遇了叛徒出卖之后，如

何与伪满特务组织斗智斗勇，并在

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周乙密切配合

下，以两人牺牲为代价最终完成了

营救行动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真

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革命智慧

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又如，《一秒

钟》注重叙述为了看女儿在《新闻简

报》里一秒钟的电影影像而选择逃

离劳改农场的张九声和被迫偷胶片

做灯罩的刘闺女萍水相逢后三天两

夜的故事，表现了影片中的电影如

何承载了人世间的真挚情感；该片

里的“一秒钟”被当做一种丈量历史

与人生的尺度，包含着沉重的时代

记忆和情感寄托，由深厚的父女情

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令观众感动。

再如，在创作拍摄以抗美援朝战争

为题材的《狙击手》时，他既没有采

用宏大叙事结构，也没有运用自己

驾轻就熟的大场面去表现敌我双方

的激战过程；而是删繁从简、以小见

大，注重通过一场狙击战从一个侧

面描述了敌我双方在战场上的生死

较量，既生动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

的英勇和智慧，赞颂了他们勇敢的

献身精神，也通过这场狙击战反映

了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反腐题材影片《坚如磐石》讲述了

金江市公安局侦察员苏见明通过一

起公交爆炸案的侦破，执意追查幕

后真凶，揭露了飞扬跋扈的金五集

团董事长黎志田与苏的养父、副市

长郑刚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的真相，

并使之得到了应有惩罚，由此表现

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至于历史题材影片《满江红》，描述

了张大等一群军中小人物为了获得

一首岳飞抒发爱国主义情感的诗

词，并以此激发广大民众抵御外敌

的英勇精神而不惜前仆后继献出自

己生命的故事；其情怀壮烈，精神感

人。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第二十条》

则通过三个不同案件的描述，生动

地诠释了《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

当防卫”的内容，探讨了正当防卫、

防卫过当以及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

限问题，直面社会热点和法治进步，

表达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只有

坚持公正、公平执法，才能维护法律

尊严的主旨。虽然该片表现和探讨

的是关于“正当防卫”的具体案件，

但不仅概括反映了许多社会风气和

社会现象，而且还涉及深层次的法

理、人情、公平、正义等内容，能让

观众回味思考和共情共鸣。该片关

于“正当防卫”的艺术表达之所以会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实际上

反映了广大民众对法治、公平、正义

以及安全等问题有更高的需求。较

之张艺谋以前拍摄的同类题材影片

《秋菊打官司》，该片反映的社会问

题更多，其思想内涵也更深刻，并由

此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我们不难看出，重视思想内涵

的艺术表达和深入开掘既是上述影

片的共同特点，也是张艺谋近期电

影创作的一种美学追求。这种创作

策略的转换和美学追求的调整，进

一步强化了其影片的社会意义，并

提升了美学价值，这样的美学追求

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因为一部好影

片不仅仅是为了赢得高票房，更应

该很好地体现其社会意义和美学

价值。

二、重视情节叙述的美学作用

张艺谋以前导演的多数影片均

注重视听影像的营造，而对故事情

节的叙述有所忽略，往往情节叙述

的美学作用未能得到很好发挥，叙

事逻辑也较薄弱。而近年来创作拍

摄的影片在情节叙述方面有了明显

改观，不仅重视发挥了情节叙述的

美学作用，而且也由此加强了人物

形象的塑造。

首先，注重将情节叙述与人物

命运有机融合在一起，通过叙事着

力 于 刻 画 人 物 性 格 、表 现 人 物 个

性。例如，《悬崖之上》注重于群像

塑造，无论是中共特工小队的张宪

臣、张兰、王郁和楚良几个成员，还

是伪满特务科的高彬、金志德等主

要成员，抑或是潜伏在伪满特务组

织内部的卧底周乙，在叙事中都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刻画，在展现

其命运中较好地表现了各自的性格

特点。其中如张宪臣的勇敢坚定、

周乙的机智果敢、高彬的阴狠狡诈、

金志德的心狠手辣和有勇无谋等个

性，均随着情节发展得以凸显；而情

节叙述的悬疑感、紧张感和节奏感

也得以很好体现，遂有效地增强了

影片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由于《一

秒钟》的情节很简单，主要人物也不

多，所以其情节叙述与人物命运的

结合就更加紧密，对人物内心情绪

的刻画也更加细腻，张九声和刘闺

女在看电影时内心的复杂情感得到

了很好呈现，也同时感染了观众。

其简单的情节承载了许多无法言说

的内容和情感，让观众回味和思考。

其次，加强了类型叙事，使叙事

更符合类型建构和人物刻画的需

要。例如，《狙击手》表现的是抗美

援朝战场上一场小的战斗，故而以

“切口小、纵向深”的类型叙事，通过

限定空间将戏剧时空进行了电影化

呈现，其故事内容简约、矛盾焦点集

中、叙事场景单一，情节设计环环相

扣，注重以纪实的影像风格表现了

残酷的战场搏杀之真实感，并很好

地刻画了志愿军某部以著名狙击手

刘文武为班长的狙击五班战士的英

雄群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又如，《满江红》是一部高情节密度、

多重情节反转且不乏喜剧色彩和浪

漫情怀的影片，该片的故事内容虽

然与岳飞有关，但却没有直接表现

他驰骋疆场、收复河山的英雄事迹，

而是描述了岳飞被害逝世几年后，

在卖国贼秦桧与金国头目相约会谈

期间发生的一场刺杀案件抽丝剥茧

的审理过程中，逐步展现了张大、刘

喜等一群爱国士兵和普通民众对岳

飞的深沉怀念之情。在封闭的空间

和有限的时间里，叙事情节的不断

反转使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悬念

也越来越吸引观众，直至最后在全

军将士高声诵读岳飞的《满江红》诗

词中达到了高潮。

（下转第8版）

张艺谋导演的《第二十条》聚焦

刑法“第二十条”的实践案例，讲述

了三个或遭遇欺凌而反抗、或路见

不平而出手的故事，一个是王永强

郝秀萍遭受欺辱反杀村霸案、一个

是主人公韩明的儿子反抗校园霸凌

案、一个是公交司机张贵生见义勇

为却被判定为故意伤害案。影片春

节档上映以来，口碑不断走高，显示

出很强的“后劲”，不仅票房不断攀

升，而且带来的社会反响与讨论愈

加热烈。人们为何会对《第二十条》

如此关注，简单说来就是三个方面：

对恶的抗争、对善的呵护、对法的

追求。

对恶的抗争

该片第一个层次要讨论的，就

是对恶抗争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是

自己、或者他人，当受到恶的伤害

时，每个人是否有奋起反抗的正当

性？影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个问

题。一个是在自身遭遇巨大伤害而

反抗的王永强，一个是帮助同学反

抗霸凌的韩雨辰，一个是见义勇为

被误判故意伤害的张贵生。

影片用这三个故事，反映出了

对恶的抗争的正当性，这个本来理

所当然的朴素情感认知一度受到了

质疑。不仅自身反抗恶行受到了质

疑，因此王永强案该如何判决一直

悬而未决，甚至为此其妻郝秀萍不

惜以死抗争；并且帮助别人反抗霸

凌也受到了质疑，因此韩雨辰帮助

同学反抗霸凌而被逼道歉，甚至帮

助别人反抗恶行要付出更大的代

价，比如说张贵生被误判故意伤害

而入狱三年。这也是该片反复阐释

的一个理念“所有正确的事情都是

有代价的”，并不是理所当然、自然

而然的。

影片最可贵的地方也恰恰在

此，即便“所有正确的事情都是有代

价的”，但是“并不能因为有代价就

不去做”。无论是曾经大学时代帮

助吕玲玲伸张正义，却耽误了自己

毕业时工作分配的韩明；还是因为

坚持正当防卫而被停职的检察官吕

玲玲，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去做正确

的事情。德国法学家耶林在《为权

利而斗争》中对反抗恶行的正当性

进行了极富感染力的论述：“任何目

睹恣意侵犯权利的行为而感到义愤

填膺、道德愤怒的人们……对亵渎

权利的具有道德性质的强有力反

抗，是法感所产生的最美丽、最振奋

人心的证言。”正因为他们的坚持，

对恶抗争的正当性得到了承认和强

化，所以王永强被无罪释放，张贵生

在死后被洗刷罪名并认定为见义

勇为。

对善的呵护

影片极力要呵护的，就是人们

见义勇为的义举，以及对善恶评判

的良知善念。有意与无意之间，影

片用为善付出最大代价的张贵生的

死，来唤醒人们心中的最深沉的善

念。贵生，生之为贵，是个极具中国

文化的名字，但是当面对恶行，而义

无反顾，这正是孟子所谓“生我所欲

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

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

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即便在亚圣

孟子看来，人的良知良能也并非必

然是现实的，也可能会被遮蔽而只

是潜在的，这种潜在的良知良能是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影片向我

们展现的就是一个追求致良知、知

行合一的真实过程。

在追求良知的过程中，最具代

表性的是始终坚持“为民请命”的检

察官吕玲玲。在影片中，这是一个

正直而固执、善良有原则、阳光不世

故的大龄未婚中年女性形象，她对

善的追求“一以贯之”。最具普遍性

的是犹如多数人的韩明一家，曾经

的热血青年韩明人到中年，生活一

地鸡毛、身体不复当年，心中对善念

的坚持虽被生活的琐碎遮蔽，但又

被吕玲玲特别是张贵生的死所唤

醒。最具悲情色彩的是张贵生，他

为见义勇为的善举付出了最为惨重

的代价，先是被误判为故意伤害而

入狱三年，继而在上访途中被撞身

亡，但依然留下了对善的坚持。最

应该被呵护的是韩雨辰、张贵生的

女儿、王永强郝秀萍的女儿，张贵生

和王永强的女儿都坚信“我爸爸是

好人”，韩雨辰坚持自己是见义勇为

而拒绝道歉。人之“四端”在他们身

上都未被遮蔽而得到本能的表现，

应该被善加呵护。让“四端”充分萌

发、让“四德”生长形成，这样的社会

也许就是影片主人公想交给下一代

的社会。

对法的追求

该 片 的 主 旨 ，就 是 对 法 的 追

求。在法治社会，法就是惩恶扬善

的定盘星。影片反复阐释的核心理

念是，“法无需向非法让步”“法律是

让坏人犯罪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

人出手的代价更大”。

最终决定好人敢不敢出手的，

不是恶本身，而是是否得到法的保

护。就像影片中的追问，郝秀萍作

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为什么愿意

丢下身陷冤狱的丈夫和残障女儿选

择跳楼？“压垮她的不是黑恶势力，

而是她的绝望，是她对法治的绝

望”。这个逻辑，对于受害人是如

此 ，对 于 见 义 勇 为 者 来 说 ，亦 复

如是。

韩雨辰反抗校园霸凌案和张

贵生见义勇为误判案，其实是从不

同的时间段来讨论见义勇为。韩

雨辰和张贵生其实一类人，如果韩

雨辰的见义勇为受到错误的惩处，

他心中见义勇为的种子就会像被

车撞死的张贵生一样死掉。影片

把张贵生的死这样一个偶然演绎

得更像一个隐喻，但若作为“正确

事情的代价”未免太过残酷。对韩

雨辰来说，如果他的义举受到错误

对待，如果他为他的义举而认错道

歉，虽然他还活着，但在他心里见

义勇为的善良和勇气将死去，这对

一个社会来说甚至是更为悲哀的

事情。韩雨辰是否还是韩雨辰，而

不会成为另一个张贵生，这取决于

法，法是惩恶扬善的定盘星。法保

护韩雨辰，则韩雨辰还是那个会见

义勇为的韩雨辰；法惩处韩雨辰，

则韩雨辰就会是另一个张贵生，即

便还活着，但是见义勇为的良知善

念则已湮灭消失。

当然，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决

不允许和鼓励“以暴易暴”的私斗，

这样只会带来更大的恶。但是当伤

害正在发生，受害人或者任何一个

人，应该都被赋予制止这种伤害继

续发生的权利，这便是“第二十条”

要表达的内容。对这种制止伤害行

为合理性的认定，要设身处地从当

事人的情境出发，作出合乎天理、合

乎人情、合乎国法的评判。

以法之名，惩处恶行，弘扬善

举，其实不仅仅体现在司法领域。

法者，准则也。推广开来，以我们的

良知善念观照人生社会，在每一个

起心动念之时，我们是否都能够祛

恶存善，如王阳明所言：“知善知恶

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影

片最深层次对每一个观影者的追

问，也蕴含着对孔子所谓“举直错诸

枉，能使枉者直”的深沉期盼。

当然，法律问题是更为严谨复

杂的，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远远不

是一部电影可以完全讨论清楚的。

但是，对一部电影作品而言，《第二

十条》是成功的，最成功的地方就在

于强化了人们对恶的抗争、对善的

呵护和对法的追求。

（作者为陕西省委宣传部电影

处副处长）

2024 年春节档以 80.16 亿元的

票房成绩创下影史新纪录，《飞驰人

生 2》凭借 24.03 亿元（截至初八）的

成绩位列春节档票房第二名，与第

一名的《热辣滚烫》共同领跑2024年

春节档。由于韩寒导演上一部春节

档影片《四海》表现惨淡，再加上大

家对于续作可能只是“消费前作”的

担心，影片上映前观众对其期待程

度并没有很高，然而随着影片公映，

迅速积累的正向口碑让《飞驰人生

2》像影片中的主人公张驰一样超越

了过去的“自己”——《飞驰人生》，

成为春节档系列影片中唯一一部总

票 房 和 豆 瓣 评 分 都 超 越 前 作 的

作品。

故事讲述更加贴近普通人

把握大众情绪，以更贴近普通

人的方式讲述故事，是一部电影被

广大观众接受和认可的基础。《飞驰

人生》讲述的是由沈腾饰演的曾经

的“五冠王”张驰如今只能经营炒饭

大排档，痛定思痛后决定找回伙伴，

重返车坛。老将重返赛场的故事固

然令人感动，但难免让观众觉得是

别人的故事。

《飞驰人生 2》讲述的依然是张

驰的故事，上次坠车事故造成的身

体伤残和经济负担，让张驰沦为落

魄驾校教练，勉强度日，不料天上掉

馅饼，濒临停产的老头乐车厂厂长

主动提出赞助张驰组建车队，再闯

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车厂

“少爷”小海与驾校“钉子户”显德带

资进“队”，成为这个散装车队的新

成员。对于一身伤病、穷困潦倒的

张驰来说，梦想太奢侈，他需要解决

的是生存问题。所以面对这个“馅

饼”，他不再执着于输赢，而是想“躺

平把钱赚了”。然而小海的天赋与

执着和张驰自己深藏内心的不甘，

还是让他决定拼尽所有，再来一

次。面对因对手车队失误而产生的

争取车队第一的机会，他不再说“我

不想输”，而是说“我想试试”。对比

前作，续作中的张驰更能引起观众

的共鸣。因为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也

想过“躺平”，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

时也说过“我想试试”，拼尽全力不

一定会有结果，却能不留遗憾，比起

执着于外界的认可，给自己一个交

代是普通人更大的圆满。也因此，

张驰最后的胜利不再是别人的故

事，而是努力了千百次的自己终于

了抓住机会，憋屈了那么久终于能

长出一口气。

喜剧桥段更加服务情节发展

作为一部以喜剧为主类型的春

节档影片，“好笑”是观众对影片的

最大期待。然而随着观众信息接收

渠道和娱乐方式的丰富，生硬制造

笑点、照搬网络流行梗等方式已经

很难让观众笑出来。很多观众对于

《飞驰人生》的不满足也在于部分喜

剧情节设计稍显刻意，比如张驰补

考驾照时想要在驾校教练面前一展

身手，却一脚废了发动机，教练车前

盖飞起的情节多少让人觉得是为制

造笑点而刻意为之，且缺乏与前后

剧情的关联性。

《飞驰人生 2》上映后持续积累

正面口碑的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其

自然贴合情节发展的喜剧桥段和台

词设置，新段子让观众捧腹，与剧情

的关联又加深了观众对故事的理

解，这也让韩寒式的幽默得到了更

多观众的认可。老头乐工厂研发室

墙壁上的“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是

贯穿全片的喜剧点，第一次出现是

张驰初到工厂，看到的是“巴音布鲁

克永远的土”，“土”与他们脚下正踩

着的土对应，也反映出这些字已经

挂在墙上很久，厂长确实已喜欢张

驰多年，另一个层面，还很精妙地反

映了张驰的境遇：曾经的王，现在已

经低到尘埃里。第二次出现是厂长

试图把“王”字上面那一横钉回墙

面，却震掉了下面的一横，变成“巴

音布鲁克永远的干”，此时厂长无力

支付给车队的尾款，张驰将潜心培

养的徒弟小海“卖”给了对手车队，

故作轻松表示这是对大家都好的决

定，张驰此时“外强中干”，观众却希

望张驰奋起“开干”。第三次出现是

张驰不仅突破重重阻力完赛，了却

自己的夙愿，还带领车队打破对手

车队四年连胜的记录，获得车队第

一，此时的张驰终于又回到了“巴音

布鲁克永远的王”。除此之外，张驰

“吐槽”理想主义时说的“什么奉献

你的一生，我全奉献给我的医生

了”，以及厂长介绍两款老头乐分别

叫“劳德劳斯”“悍德悍斯”这样的谐

音梗也与剧情高度相关，能让观众

会心一笑。

高潮段落更加具有层次感

高燃的赛车场面是观众期望在

高潮段落中看到的重要场面。作为

现实世界中的“拉力赛五冠王”，韩

寒导演对于赛车场面的呈现驾轻就

熟。然而高潮段落仅靠赛车场面是

撑不起来的，还需要密集的困难与

反转来达成这一影片关键段落高潮

迭起的效果。《飞驰人生》的高潮部

分是巴音布鲁克拉力赛，张驰面对

的困境主要是没有领航员独自参赛

情况下面临的赛道上的危险，虽然

赛车状况不如对手也是他的困境，

但这一困境只能通过台词表现，这

使得高潮段落在情节设计层面显得

较为单一。

《飞驰人生 2》的高潮部分虽然

依旧是巴音布鲁克拉力赛，但情节

设计层面却丰富了很多，使得高潮

段落更具层次感。从前期情节铺垫

来看，观众预期的高潮部分是范丞

丞饰演的小海如何与对手车队的首

席车手角逐，这部分虽然热血高燃，

却只是高潮部分的一小段。影片出

人意料地将高潮段落的重点放在张

驰参赛阶段，张驰驾驶着本来准备

过两个弯就结束比赛的车却要争取

个人第六、车队第一的成绩！一身

伤病的张驰过弯时无法独立换挡，

刹车需要换脚，而这样的张驰要面

对的不只是驾驶配件不全的赛车强

撑着跑完全程带来的安全风险，更

有冰雹这样的极端恶劣天气，甚至

还有对手车队为了保住车队第一故

意挤占张驰赛道，变拉力赛为场地

赛，恶意撞击张驰赛车。这些不断

叠加的困境使观众的心始终悬着，

不自觉地握紧拳头，屏息凝神，紧张

地关注后续情节发展，自然达成了

高潮迭起的效果。

诚然，《飞驰人生2》还存在一些

问题，如反面人物的扁平化、工具

化，主人公的胜利过于理想化等。

但《飞驰人生 2》对过去“自己”的超

越也让我们看到了系列影片续作超

越前作的可行性路径，为后续系列

影片的开发制作提供了经验借鉴。

豪华落尽见真淳
——张艺谋电影美学风格之新变

■文/李岩

■文/房远

法是惩恶扬善的定盘星
——观《第二十条》有感

《飞驰人生2》：超越过去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