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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美

“别怕狂风暴雪的阻挡，不过是人生的

一场较量。”一场硬战，踏雪而来。

与《复仇者联盟4》和《何以为家》等正

面相遇的警匪片《雪暴》，由张震、廖凡、黄

觉、李光洁等实力演员上演长白山夺金案，

致敬森林警察，却因故事内核软塌惜败五

一档。

雪中劫金正邪对决

《雪暴》肃杀冷峻。深山雪林，金条当

前，各怀鬼胎，疯狂搏杀。悍匪指望大雪掩

埋罪恶，猛警坚决守住原则底线。皑皑白

雪反衬暴力美学，类型手法娴熟。

张震所饰王康浩和李光洁所饰韩晓松

同是森林警察，都对倪妮所饰的林区医生

孙妍暗生情愫。黄金劫匪则有廖凡、黄觉

和张奕聪饰演的老大、老二和老三。

长白山雪林的场景设置与场面调度颇

有亮点。追凶寻金，生死对峙，人性抉择，

雪白血红。两颊冻伤，须发结霜，在东北最

高峰，在海拔2800米、零下42摄氏度的超

低温无人区完成极难拍摄。

这部探寻真相的影片，既有金条失踪

之谜，也有晓松牺牲的真相，还有康浩是否

离开林区的悬念。电影构建了三组“密室

逃脱”：如何逃脱避难所（旅游度假村）？如

何逃脱整个雪山？如何获得情感与人生的

解脱？雪山户外戏的广袤视角和暗黑室内

戏的局促空间形成鲜明对比，与昆汀的《八

恶人》、科恩兄弟的《冰血暴》、宁浩的《无人

区》、刁亦男的《白日焰火》等形成互文。

《雪暴》的主调是正与邪、黑与白，警匪

间搏命狙击、惊险对决。几个亡命之徒阴

鸷残忍狠绝，在狭路上枪击警察，斧头砍杀

无辜弱者，甚至背叛和杀害亲兄弟。大雪

倾覆仍藏不住猩红的罪恶。李光洁和廖凡

所饰警匪初遇时互相试探，实则心照不宣，

杀机雷霆万钧。匪首秒杀韩晓松后，枪袭

王康浩，使之跌落雪沟，眼睛惊恐圆睁，隔

了几秒才敢眨眼……

王康浩在雪原中对抗老二，在芦苇荡

追击匪首，斗智斗勇。最后，多方闯入度假

村，武器和警惕、猜疑仍紧绷如弓，运筹帷

幄的老大，阴险狡诈的老二，莽撞乖戾的老

三，佯装重伤的康浩，救人也被救的孙医

生，藏在床下的郭三，杀戮一触即发，幽闭

空间形同“三国杀”。

《雪暴》篇末致敬森林警察，对题材做

出创新突破。他们远离城市人烟，在极端

环境下工作生活、默默守护。那道雪线把

五彩斑斓的生活剔除，留给他们漫长又寂

寥的时空。虽然内心会有去意，但终还是

挺身而出、勇往直前。

“半出好戏”

崔斯韦此前参与《一出好戏》等多部影

片的编剧，自编自导电影处女作《雪暴》在

韩国釜山电影节获最高奖项“新浪潮奖”，

但只能算“半出好戏”，市场遇冷，不敌同档

期的好莱坞电影《复仇者联盟 4》、黎巴嫩

影片《何以为家》、国产爱情片《下一任：前

任》，说明口碑时代凭质量胜出。

早一天上映的《何以为家》，小成本、小

语种，但历时五年精心打磨，获奥斯卡、金

球奖等多项提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

国际电影节两载预热，200场点映和短视频

扩散宣发，在抖音成为热搜，口碑很好，成

为“黑马”。此前印度高分悬疑改编新作

《调音师》也刷爆了朋友圈。

而《雪暴》未能好戏连台，劫金戏和

遭遇战手起刀落、干脆利落、开局良好，

但气势未能持续，细节不断泄气，节奏一

路崩坏。

在孤立无援的恶劣环境里，猎物与猎

手都必须在最危险的时刻作出最快、最准、

最狠的决断，但在温暖初夏观感却如感情

文戏般温吞不解渴。《雪暴》酝酿半天，却付

之阙如，感觉最后吹了点泡沫完事，未能成

为推动整个故事的内在驱动力。外在风雪

奇观与内心情感矛盾、人物命运抉择缺乏

深层次的关联，未能叠加形成高潮。

剧情本身戏不强，宣发只能夸演技，或

赞长白山极寒实景拍摄。匪徒们呈现复杂

面向，小角色如狡猾的度假村老板郭三和

看花样游泳的守门人聋子这对偷猎搭档也

颇有戏，原木挂冰溜子、眼神示意藏好新

枪、进屋就喝烧刀子与啃排骨等细节真实。

但正面人物显扁平，动机欠铺排，性格

欠铺垫，感受不到内心的汹涌情感或纠结

矛盾，复仇和自我救赎的酒味寡淡，难见森

林公安与气候、孤独和罪犯斗争的艰难。

虽有好兄弟猝死后的颓废、孤注一掷

救下小女孩、在小酒馆与“瘪三”大打出手、

含泪吻别女主角，但线性叙事平淡，警察个

体的困惑无共鸣。女主角“偏向险中行”的

行为牵强，“最后一分钟营救”竟靠她说教。

男女主角如同开了外挂，拿到免死金牌的正

面光环太过。献礼剧还需摆脱“伟光正”标

签，丰满人设，丰实剧作，丰富情感。

《雪暴》的“夺金”，不是宣传文案中的

“褫夺”黄金，也不是“虢夺”。劫匪老大说：

“听听外面的风声，就像人死前的哀嚎，充

满绝望。”多处出口成章的他，不知学历几

何？编剧思维需要转换为影像思维：全片

摄影、剪辑、声音并不出彩，开篇站在匪徒

的视点进行叙事的亮点转瞬即逝，后面鲜

见持枪主观镜头，交叉剪辑也欠凌厉紧凑；

音效未能扣人心弦，鲜有鹤唳的风声“绝望

如哀嚎”。而《暴裂无声》却在多组节奏断

点处，于无声处听惊雷；设计塔型锐物、射

箭和标本等，于细节处显硬朗。

地域场景和黑白人物，未能包裹现实

社会内核。偏远落后的犯罪空间，给侦破

力量的定位和抵达设置了障碍，也帮助营

造类型的影像风格。《白日焰火》、《无证之

罪》、《北方一片苍茫》等都取景衰落颓败的

东北雪冬。其中，《白日焰火》里冰封着真

相与隐秘，也让从刑警下岗成为保安的张

自力坠入心魔囚笼。一些边陲城镇数十年

前发生过多起悍匪越货杀人案件。《可可西

里》、《无人区》、《白日焰火》等都取材真实

刑侦案件。但《雪暴》只在开片提及禁伐

令，点了句林业衰败了，恶的根源只在金

钱，仍陷于以往警匪片二元对立善恶观的

窠臼，主角生死去留缺戏剧张力，“个体的

困惑”、“走出人性的暗黑”、“人和大自然共

处”等想法未能表现在电影语言。

岁月静好的盔甲

尽管《雪暴》主创一丝不苟，但影片缺

乏深刻超越的价值蕴含，留白余味不够。

观众们觉得感人精华是作为片尾“彩蛋”的

森林警察纪录视频，如四川凉山木里火灾

致 31 位消防青年牺牲和网上边防、消防、

缉毒警察及军嫂长相思等诸多事迹般让人

泪奔。

两年前的五一档，《拆弹专家》解密“拆

弹者”这一神秘却高危的警种，解读其责任

与牺牲，催人泪下，4亿多元的票房成绩跃

居档期内国产电影票房首位。邱礼涛导演

随后的《泄密者》为中年王大伟（吴镇宇饰）

和青年李永勤（张智霖饰）两位警察加设了

分别在“办离婚”、“办结婚”的戏份，都有着

心照不宣的“无能”和没有答案的“无奈”。

但香港警匪片与韩国犯罪片近年都面

临困境。国产犯罪悬疑题材创作不能单靠

小成本、商业包装，必须打磨原创故事，强

化现实力度。要发挥好与本土现实具有天

然原生紧密联系的优势，既要在复杂烧脑

叙事中变得生猛“好看”，也要有现实厚度

温度力度。观众也欢迎在社会阴暗面或者

人性暗黑面寻求光明和希望的影片，如《我

不是药神》、《无名之辈》、《何以为家》。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连续 38 年无重特

大森林火灾，离不开默默无闻的森林警

察。他们是逆火英雄，逆雪勇士，也是常被

遗忘的一群人，却始终在暗流涌动处挺身

成为人民的脊梁。康浩因出警不能送别孙

医生，留言“愿你平安”。

战斗时刻都会打响，必须保持 365 天

不间断备勤，24 小时内随时准备出警，就

是到盗伐点日常巡逻也可能与悍匪正面相

遇。上一刻兄弟还在车上讨论爱情与去

留，下一刻已经人仰车翻到谷底，热血转瞬

冻成冰。

你之所以看不见黑暗，是因为有人把

黑暗挡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全国约有6

万森林警力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最边

缘地区，从可可西里到大兴安岭再到延边，

承担 160 万平方公里森林、草原安全任

务。《雪暴》中出现的鹿，就像森林公安，守

护静好岁月。

当前，原公安边防部队改制；消防部队

和武警森林部队划归应急管理部，成为应

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如警匪片般面临

转型蝶变。让我们铭记负重前行的英雄，

感恩青春无悔的奉献，珍惜和平幸福的生

活，创造更多力透纸背的艺术精品。

国产警匪片的雪线

雪线是一种气候标志线，指常年积雪

的下界。最近几年，国产犯罪题材电影在

数量和质量上都明显上升，渐成气候。《烈

日灼心》、《解救吾先生》、《心迷宫》、《唐人

街探案》、《火锅英雄》、《追凶者也》、《暴雪

将至》、《湄公河行动》、《“大”人物》等电影

和《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网剧，融汇了

以犯罪题材为导向的作品生产和以警匪片

类型为导向的产业化生产。

吸聚新锐编导。这种题材类型电影的

谜题叙事、悬案模式，剧情反转“烧脑”吸引

年轻观众，满足网络时代“爽感”；商业化和

艺术性（作者性）、类型叙事和现实意义的

互洽性较好，在保证好看的同时也可提供

“我表达”和“让你想”的空间，成本低、好操

作，吸引不少新晋编导。

《唐人街探案》系列和西班牙《看不见

的客人》等电影基于原创剧本，取得不俗成

绩。改编自日本原著的《嫌疑人X的献身》

和翻拍自韩国电影《老手》的《“大”人物》，

票房均有4亿元左右。

展现表演才华。廖凡、段奕宏、王千

源、陈建斌、王学兵、张鲁一等优秀演员涌

现。潘粤明在网剧《白夜追凶》中分饰兄弟

两角，眼神、说话、小动作都有明显不同，与

《白日焰火》、《暴雪将至》、《无名之辈》等将

视角从警察公职人员转向编外。但除了

《白日焰火》中桂纶镁所饰蛇蝎美人，《烈日

灼心》、《暴雪将至》、《幕后玩家》、《雪暴》中

白百何、江一燕、王丽坤、倪妮等现代女性

角色依旧薄弱，缺乏《看不见的客人》和《暴

裂无声》谭卓等的爆发力。

国产犯罪类型片有所精进，但在剧情

人设、空间景观、类型编码、思想观念和现

实内核等方面仍待进阶。

较量不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雪线之上，雪原林立，雪峰在望。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

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网络信息处处长）

由王家卫监制、万玛才旦执导的电影新作《撞死

了一只羊》不出意外地热映，一如既往地引发关注，

夹杂着一些并不喧哗的争议与惶惑。这是导演继

《静静的嘛呢石》、《塔洛》之后，又一部成为各大电影

节宠儿的中国藏地题材作品。

跟随着长途运输司机孤独驶过可可西里高原的

车轮，人们目睹了司机金巴遭遇的奇事奇人：莫名其

妙撞死了一只羊，半途搭载的康巴复仇男人竟然同

名同姓。超度了羊，夜会了情人，司机金巴的思绪却

被复仇者金巴羁绊得恍恍惚惚。他循迹而至，金巴

复仇的行迹、场景与片段在他人的讲述中，成了无法

分辨的道听途说。

没有外化的戏剧矛盾冲突，自始至终，观众也难

以拼贴出一个具有完整逻辑链条的故事。现实又梦

幻的影片风格，朴素又迷人，简单又杂糅，不少人慨

叹86分钟的观影时间“相当短暂”，在非剧情的影像

呈现中，延宕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

车与路，人与羊，两位金巴，来自生命的偶遇，如

藏香般，氤氲成作品丰富细腻的艺术质感和迥异于

日常经验的精神旨趣，泛起种种读解与猜想的涟漪。

出格·入画：

藏地题材的深化升华

无论是基于文化场域的阐释，还是出于文化想

象的读解，多年来，藏地不断被祛魅与赋魅。虽如雾

里看花，但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藏地文化，确实在

不断地敞亮与遮蔽的艺术生产与文化传播中，获得

了较多的关注度。

纵观近年来问世的中国藏地题材电影，大多散

发着较为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朝圣、信仰、教徒、

修行等人设与行为，构成藏地题材电影的主题与主

线。藏地题材电影受到的关注，可能因为其表达往

往迥异于日常生活经验，也有别于惯常熟悉的类型

影片观看体验，即便不像商业电影快销适口，也易于

满足观众窥视、猎奇的观看心理。

不过，藏地独特的文化情境、藏区风俗与精神追

求，也构成了对电影表达的某种限制。出身于小说

家的导演万玛才旦曾说：“经常有一些人用文字或影

像的方式，讲述我故乡的故事。这些使我的故乡一

直以来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神秘的面纱，给人一

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或荒蛮之地的感觉。”

显然，对藏地予以神秘化的认知与感觉，在他看

来缺乏真实，甚至带有偏见。因此，远离猎奇式的藏

地影像呈现，回归日常生活的朴素表达，以不拘一格

的“出格”，带动真实立体富有质感的藏地入画，构成

了万玛才旦极为鲜明的创作立场与价值取向。

我们看到，影片内容突破了藏地主题的惯例，不

只围绕着宗教文化的神秘高原，不再强化独特的民

族风俗景观，不再展示陌生化的藏地异景，生活中的

普通人的悲欢成为画幅中的主体。

藏地天空荒野中，城镇屋宇街道里，男人女人，

吃喝玩乐。他们谋生——长途运输、经营茶馆、搭讪

客人；他们也谋爱——想念女儿、夜会情人、朝圣

转经。

藏地的现实生活，没有传奇性，与普天之下的平

常世界别无二致。从这点来看，影片实现了所想呈

现的——脚踩在藏地传统文化的大地上，寻求独特

又丰满的个体生命气息。

我们也看到，复仇的康巴人如同一颗石子倏忽

间激起了一圈圈涟漪，偶然性的事件，以貌似惊奇的

闯入性与义无反顾绝然的姿态，中断了人物的常态，

叙事的走向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追求意义

层面的唯一与独特，不是传奇，却超越了传奇，变得

梦幻与魔幻。

出神·入化：

形象文本的互文对照

“如果我告诉你我的梦，也许你会遗忘它；如果

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这句西藏

谚语，既是导演提领全片的叙事密码，也是探寻影片

叙事迷宫的图引。影片确实埋藏了不少秘密需要破

解：两个殊途陌路的男人，为何拥有活佛授予的共同

名字“金巴”——以“施舍”的藏语含义？为何一只被

撞的羊和一个复仇者对司机金巴的生活与精神造成

出人意料的影响？疑问支撑着悬念，调动着紧张情

绪，猜谜与答题的智力游戏贯穿了影片的观影过程。

从人物关系来看，金巴双重角色与人格的偶然

性关系的设置，是故事叙述的张力，也是促使观众调

动个体认知做出判断的动力。两个金巴形象是如此

迥异，司机金巴，面孔黝黑粗犷，毛发繁盛蓬勃，充满

野性的力量，颠簸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太阳镜遮蔽

的眼神，冷酷地端详着世界，就像歌曲《我的太阳》，

一举一动都带着血脉贲张的阳刚气息。而复仇者金

巴，却面露菜色，身型瘦削，行为落魄，颇似乞丐，形

象阴暗萎顿。即使怀揣藏刀，也很难与复仇使命联

系起来。司机金巴所有的行为都被记录，事无巨细；

复仇者金巴，除了驾驶室的寻仇自述外，基本上是一

个经由人们讲述而存在的影人。

两个金巴的世界，交织成形象文本的“互文

体”。司机金巴，超度死羊，不吝钱财；复仇金巴，追

踪仇人，不舍十年。面对死亡，两个金巴，两种态度，

两种行为，一阴一阳，一明一暗。那个分手的岔口，

带有某种“无为在歧路”的命运意味，他们透过各自

的生命经历、人生使命，彼此观照，互相救赎。这样

一体两面的形象，或许就是导演想表达的关于救赎、

慈悲和爱的核心主题。

司机金巴超度羊的行为，追寻复仇金巴的走向，

阻止意念中的复仇发生，是他，其实也是所有人潜在

的内在人格。羊的死或是意外，人的相遇也是偶然，

但是生命对于生命的救赎却是必然的。坚持超度与

放弃复仇，殊途同归，一场生命的偶然相遇演化出慈

悲救赎的人生态度。

故事借此跃出了“入化”的写实肌理，趋向了“出

神”的哲理思考。在影片结尾处，爆胎瞬间，那紧绷

的心弦似乎一下子松弛下来，暖暖的太阳，平静的湖

面，远远的路途，更换了轮胎的司机金巴，摘下了墨

镜，坦然入睡！这一幕的美好真是出神入化！

出尘·入世：

镜像叙事的艺术气质

必须承认，一部具有创新意图的影片，对于观众

来说，既有新的启发，随之而来的也有读解的困难

——空白的浮现，无解的指向，开放的结局，挑逗的

姿态。在故事空缺和环节跨越的背后，在叙事链条

断裂处，影片的张力和局促是同时存在的。

这，一方面体现在不动声色讲述的质朴外观，专

注于用镜头记录发生的行动，而不对行动进行逻辑

勾连；呈现了纷繁的元素，却不言说彼此的因果关

系。面对司机金巴之于《我的太阳》莫名的一路钟

情，以及他被墨镜遮挡的眼神，习惯为人物贴标签的

观众无法坦然。

另一方面散发着敢于留下空白与盲点的自信。

从司机金巴撞死一只羊，到遇见为父报仇的金巴，最

后金巴放下仇恨，故事的空白无处不在，对习惯于享

受完整故事链条给予的观众，影片没有迎合，反而提

出了自行脑补的挑战，根据不同个体的经验和意图，

去叠加出多义的故事和人物理解。

可见，影片在刻意追求一种从容淡定的叙事意

境，希望给观众留下足够的心理时空去体会感受。

4:3画幅的视阈边界，平静而魔幻的影像气质令人印

象深刻：现实正在进行中的行动，采用复杂细腻、毫

无卖弄之意的朴素画风；通过第三者讲述的故事、回

忆、以及司机金巴的梦境，采用了黑白影调，利用波

动的光影错觉，营造一种疏离现实、不是梦境的梦幻

感。如此朴素、带着素描般本色呈现的影像气质，对

于导演来说，是个性化的艺术创造，但若放置于电影

历史中辨识，却不啻为一种寂寞的回归传统。

包括片中康巴茶馆的老板娘对于司机金巴的种

种暧昧姿态表情，充满着挑逗的意味，虽然与影片总

体风格并不和谐，但是却与影片叙事策略对观众的

“挑逗”如出一撤。只是这种艺术上的“挑逗”，能不

能转化为一种可预期的观众理解，还取决于观众对

影片艺术旨趣的认知程度，也取决于观众内心的期

待与需求，以及观众自身的经验阈值和丰富程度。

这可能也是影片值得进一步观望的地方。

作为少数民族导演，通过电影这一时代艺术，塑

造本民族人心目中原汁原味的藏地形象，万玛才旦

无疑有着极其强烈而坚定的文化自信。《撞死了一只

羊》这部影片，为藏地电影的“在地化”、“民族化”、

“艺术化”作出了新的探索与尝试。

（作者为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雪暴》：警匪片的“半出好戏”

《撞死了一只羊》：
一切皆因生命的偶遇

崔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