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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电影《红星照耀中国》

在京首映

■文/周 夏

影片出品方之一绿地控股集团董事长

张玉良表示，很荣幸作为影片的出品人，和

大家共同见证一部伟大且具有纪念意义的

电影佳作诞生。这部电影重现了党领导的

伟大革命历程，阐述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

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影片对全党上下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和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顾问何理良为大

家展示了属于《红星照耀中国》那个时代的

历史真实故事，介绍了斯诺见证中国共产

党三军会师、完成采访及其背后的意义，希

望影片能够激励中国人民更加努力地建设

祖国，使全世界人民能够更加了解中国，增

进世界人民与中国的友好往来。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贺晋东

从陕西历史出发，展现了陕西历史文化发

展风貌，称赞电影《红星照耀中国》以独特

的视角讲好中国故事，以精品奉献人民，并

预祝电影圆满成功。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电影

局局长高中伟从文化自信出发，指出坚定

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他坦言：“我们的

文化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一是中华优秀

传统；二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即红色文

化；三是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红星照耀

中国》就是传承红色文化，彰显社会主义文

化的一个重要题材。”同时他欢迎更多的影

视文化创作者了解四川，感受四川，达成更

多合作。

向初心之源追溯

真实历史共鸣时代之音

将于 8月 8日全国公映的主旋律电影

《红星照耀中国》，讲述了八十三年前，一个

美国记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责任感，冲

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冒险深入到被重重封

锁的“红色中国临时首都”——陕北小镇保

安，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亲眼

见证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工农红军的迷人风采，第一次向全世界

揭示了“红色中国”的秘密，并庄严预告：中

国共产党及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

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

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影片通过斯诺的视角，真实再现了抗

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条件下依

然心系民族大局、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无

论是时局动荡中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不畏牺

牲的大义担当，还是与根据地老百姓同甘

共苦打成一片的鱼水情谊，亦或是团结并

带领人民群众革命到底的信念情怀，都伴

随情节的展开一一铺陈、精细刻画，可谓是

当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

动教材和历史映照，受到众多学者专家的

一致赞叹。

“影片回答的不仅是历史的问题，更是

现实的问题与未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何在、信仰何在，以及中国共产党

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仲呈祥如是评价。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也称赞说影片是同类

题材作品在新时代的艺术新展现和精神新

探索的代表。

秉至诚之心创作

倾情再现献礼共和国华诞

斯诺笔下的见闻，不仅仅是中国红军

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更是中国共产党人

初心源起的历史追溯。讲述这样的一个故

事，让影片的主创团队倍感责任重大。

《红星照耀中国》由曾执导过电影《焦

裕禄》的王冀邢执导。他拍摄本片的初衷，

正是想用厚重的历史真实和严谨的细节刻

画，为当下的年轻人勾勒出关于初心和使

命的清晰答案。“这不是一部应景之作，它

是从我心里流出的东西。”王冀邢在接受采

访时如是讲到，从1987年步入导演生涯的

那一刻起，他便有了将《红星照耀中国》搬

上银幕的想法。经过三十年的耐心沉淀和

三年多的精心雕琢，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的重要节点，他终于将心中寄托完完整整

地呈现，将一名导演对祖国的热爱和敬意

真挚流露。

影片同时还集纳了众多实力派演员倾

情加盟演绎，李雪健、李幼斌和蒋雯丽等一

批艺术家参演，还有数十位优秀演员参与

其中。剧组成员和创作团队秉承匠人之

心，辗转陕西、甘肃、上海和北京等地，历时

10周取景拍摄，精雕细琢、反复打磨，将西

北的粗犷风貌和南方的柔雅风情囊括其

中，更把战争场面的动人心弦和伟人风采

的迷人魅力淋漓呈现，成就了影片的恢弘

气度。

首映现场，导演王冀邢、编剧兼制片人

汤溪、总策划任平，以及李雪健、果靖霖、王

鹏凯、柯南·何裴（美）、侯祥玲、徐僧等主创

人员纷纷分享了参与影片制作的故事与

感悟。

导演王冀邢表示，这部电影是自己酝

酿了30年的夙愿，也是和李雪健老师的又

一次合作，希望观众多提意见；主演李雪健

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拍摄感受，无论是《红星

照耀中国》还是之前的《焦裕禄》，都感谢王

导对自己的信任，从焦裕禄到鲁迅都是很

重要的人物，自己会努力演好；饰演斯诺的

柯南·何裴（美）展现了自己出色的中文能

力，并坦言斯诺的角色是融合了斯诺著作、

导演想法和自己的经历塑造而成；毛泽东

的饰演者王鹏凯表示，自己已经是第六次

出演毛泽东，这部影片不同之处在于站在

外国人的视角看中国历史，对于主席形象

的塑造客观真实，是对新中国70周年华诞

的一份优秀献礼；蒋介石的扮演者果靖霖

现场呼吁年轻的观众朋友们静下心来去观

看这部《红星照耀中国》；而演员徐海东则

直言迫不及待要看到影片。

每一位主创都荣幸于能够通过自己的

创作，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前夕送上自己

的祝福，也希望可以把这份收获和幸运传递

给每一位观众。

担使命之重感悟

传承致远砥砺复兴之路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

量。《红星照耀中国》所再现的老一辈共产

党人对信仰的忠贞和坚韧，在当下依然指

引和鼓舞着华夏儿女们奋勇前行，为中华

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聚集起磅礴力量。

首映礼还邀请到片中数位人物原型的

后代，与电影主创和现场观众互动。他们

分别是：毛泽东的后代毛小青，周恩来的后

代周秉和，彭德怀的后代彭宇，徐海东的女

儿徐文惠，斯诺的后代Eric，刘鼎的后代刘

文石，吴良平的儿子吴毅凌及马海德的后

代。现场，他们对影片、人物形象和史实真

实的还原度纷纷点赞，并分享了革命前辈

坚持初心、无忘本色的事迹。

毛小青表示能看到《红星照耀中国》

非常激动，希望影片受到中国和世界人民

的喜爱；Eric 表示很高兴能有一部电影来

讲述姑夫斯诺的故事；周秉和表示《红星

照耀中国》讲述了斯诺第一次把中国共产

党介绍给世界，并预祝影片成功；彭宇用

简短但有力的“讲好现代故事，传承红色

基因”形容这部影片；刘文石则回溯当年

往事，为大家重现了斯诺还原这段光荣历

史背后的故事。这些精彩的发言为即将

开启的电影首映礼做了精彩的铺垫，让影

片更值得期待。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电影局

局长高中伟，陕西省委宣传部副巡视员贺

晋东，李雪健、王冀邢，峨眉电影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韩梅，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

良，四川新文广影业有限公司汤溪，西安嘉

方影视董事长任平，五粮液股份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唐伯超，中国电影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副经理王立等嘉

宾共同手按水晶球，为影片正式开启全国

首映礼，荡气回肠的音乐响彻大厅，人们的

思绪和情感也仿佛穿越时空，在我们党 98
年披荆斩棘的历程回顾中心潮澎湃，更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展望里热血沸

腾，将首映礼的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

据悉，《红星照耀中国》由中共四川省

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峨眉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

川新文广影业有限公司、西安嘉方影视有

限公司、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出

品，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

行分公司发行，并将于 8 月 8 日在全国公

映。届时，让我们走进影院，共同感悟初心

无悔信仰承继的时代力量。

■文/王 霞

（上接第1版）

相较四年前《大圣归来》对于

《西游记》的改编，《哪吒之魔童降

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原版中哪吒

自刎，削肉剔骨，还于双亲，这些过

于决绝刚烈的悲剧情节被删除了，

挑战父权的极致行为反而柔化为

现代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平等、尊

重、爱护，甚至父亲对哪吒鸡汤式

的鼓励：“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

算，永远不要放弃”，立马让我联想

到《银河补习班》中的马皓文。当

回放中，父亲愿意为儿子牺牲自己

的生命，成为影片中最动人的一

幕，舐犊情深的中国好父亲和原版

中大义灭亲冷酷无情的李靖形成

了强烈反差。而这一幕也形成了

对哪吒爱的教育，促成了他的觉醒

和成长，甚至最后哪吒反过来感恩

父母，主动担当，控制自己身上的

魔性，成为一个拯救陈塘关百姓的

顶天立地的少年英雄。这种“牺牲

精神”不仅发生在父亲身上，还有

“唯一的朋友”敖丙，关键时刻用万

龙甲抵御天劫雷，加上哪吒的师傅

太乙真人，他损失了几百年的道

行，用七色宝莲保住了哪吒和敖丙

的魂魄。

大家齐心协力对抗的是天命，

是早已被安排的宿命，原版哪吒对

抗的则是强大的父权权威和恶霸

势力，是具象的二元对立。天命是

抽象的，没有具体的敌人，哪吒拼

命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更多彰

显出一种强大自我的存在感，充溢

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热血

少年气，洋溢着浪漫理想的英雄主

义精神，由此也引发出一种绝望抗

争的悲剧感。敖丙也一样，万龙甲

是荣耀也是束缚，当他背负起龙族

所有希望的时候，这种沉重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与自我的矛盾冲突让

当下许多被“爱”包围的独生子女

感同身受。影片中没有绝对的反

派，也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就连

出身妖族的申公豹都有感于命运

的不公，并且说出了一句现代命题

的至理名言：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

大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搬动。

这比《白蛇：缘起》中非黑即白的反

派要丰富立体，和实际的复杂人性

更相符合。“成见”是关乎每个人

的，在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中，在成

长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能被孤

立、被误解，但内心却又渴望被理

解，被接纳，被认同。就像哪吒从

小被认为是妖怪而被孤立，外表顽

劣不堪，火爆易怒，又带有极其敏

感的孩子气，容易受伤害也容易被

感动，强硬凶悍、不服管教成为自

我保护的外壳，内心却极度脆弱，

极度渴望有朋友，渴望做被人敬仰

的大英雄，喜欢踢毽子、捉迷藏、玩

游戏，这和当下独生孩童的孤独状

态不谋而合（虽然哪吒是三太子，

但是为了突出哪吒缺少陪伴的孤

独感，金吒木吒在影片中均未出

现，也未交待；对敖丙的处理也一

样，因为龙角被人族排斥，从小到

大同样也没有朋友，完全呈现的是

独 生 子 女 的 家 庭 环 境 和 心 理 状

态）。女将领殷夫人也是反传统

的，但却顺应了当下女性力量崛起

的潮流，同时也映射着现代职场女

性的两难困境，身兼母职和守护陈

塘关重任，她疼爱哪吒，抽空和儿

子踢毽子，却又不得不返回战场斩

妖除魔。

看到最后，突然明白，原来这

是一部罩着神仙外衣的热血青春

片，亲情、友情一个都不少，和当下

观众的现实生活处处呼应，从不同

侧面满足了观众的主流诉求，唤起

观众对家庭、亲子、教育、成长、身

份认同等话题的情感共鸣，尤其是

对自我的执着追求，不服输不认命

的抗争精神引领起大家亢奋的少

年心。也有人说这样世俗化的改

编失去了哪吒原本叛逆的锐度，但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哪吒，电

影是世相的一面镜子，面对的命题

也需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主题

变化而变化，就像《画皮》当年所取

得的成功就在于对三角恋婚外情

的透视和深挖，由而引发了当下观

众的强烈共鸣。这是给当下神幻

故事片的启示，无论怎么上天遁地

变形超能，都要有时代精神的指涉

和注入。

从故事层面来讲，影片融神

幻、青春、励志、喜剧、动作于一炉，

极大程度地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

求，人物性格色彩丰富，极具个性

魅力，完成度相当高。太乙真人既

是讲述者，又是参与者，他见证了

哪吒的成长，并保住了他的魂魄，

贯穿始终，而且还承包了影片大部

分的笑点，说着“川普”骑着小飞猪

嗜酒如命的胖子自带喜感，完全人

性化的神仙下凡，彻底颠覆了我们

印象中仙风道骨的师者形象，亲切

如我们身边善良又油腻的大叔，和

有点口吃的申公豹犹如一对说相

声的逗哏和捧哏，指纹解锁、虚拟

回放则网感十足，充满了现代趣味

性。对于村民群戏的夸张描写更

是带着香港无厘头喜剧的基因，古

灵精怪的熊孩子哪吒瞬间让人想

起了《绝代双骄》中恶人谷的小鱼

儿，而哪吒和敖丙这对少年英雄的

反差设计不就对应着武侠江湖中

的“小鱼儿和花无缺”嘛，对于看着

香港影视剧长大的我们再熟悉不

过了。小爷无聊时打油诗朗朗上

口，打斗上又活用“变身术”，增添

了不少笑料，哪吒鬼马爱整蛊的顽

童性格也展露无疑，又酷又拽又

皮，邪真有趣爱面子，生动极了。

就连配角的设计也是独具匠心，又

兼具民间特色，比如唾液泡泡能石

化人的海夜叉，爱斗嘴的青铜器结

界兽，话唠长生云，个个活灵活现，

还不忘用李府家丁的形象向老版

动画片致敬。整部影片叙事流畅，

逻辑清晰，节奏紧凑，环环相扣，层

层递进。

最后讲讲视效，毫不夸张地

讲，3D 动画达到了一种审美惊奇

的效果，水、火、冰、云、闪电的特效

逼真，呈现出来一流质感的工业化

水准，让人身临其境。画面时而唯

美、时而磅礴、时而阴沉，尤其是龙

宫炼狱震撼惊人，各种狰狞怪兽在

海底游弋，龙须在水波纹中游动，

与原版美幻斑斓的水晶宫形成鲜

明对比。另一空间山河社稷图则

展现出世外桃源的美丽画卷，将女

娲娘娘的法宝和神笔马良的创意

相结合，想象力丰沛，还有许多有

趣味的现代性，犹如游乐场的激流

勇进、水柱过山车，莲花朵朵，鱼儿

穿梭，美轮美奂，童趣盎然。从虚

拟回到现实也不乏美景，哪吒和敖

丙在夕阳西下的海边踢毽子的画

面，小友嬉戏，美好温馨，令人赏心

悦目。虽然导演对于最后高潮戏

中的日月交替，斗转星移的宇宙宏

大景象未能展露而感到遗憾，但已

然超出期待。

总之，无论在故事、人物、主

题、环境、细节、视效设计各个环节

上，《哪吒之魔童降世》都达到了一

个全新的高度。就像逆天改命的

哪吒精神一样，电影的逆天改编创

造出一个全新哪吒的时代版本，彰

显了青年电影人大胆的创造力。

不仅给当下观众周全的代入感和

审美娱乐，而且获得了一种被鼓舞

的精神力量。

《哪吒之魔童降世》：

新时代的“绝代双骄”

自去年 6 月入围上影节金爵奖

后，《女他》在国内一直为各地影迷

点映场与视觉艺术展拥趸。来自北

京大学艺术学院的90后导演周圣崴

纯手工炮制 6 年，建模 268 个，拍摄

照片 58000 多张，做声画理念论文

1.6 万字，设计了 5.1 全景声的 24 个

声道，却拖了一年后，在最终发行时

无缘院线大银幕，实在令人遗憾。

所 谓 物 动 画 是 定 格 动 画

（Stop-motion Animation）的一种，比

较常见的定格动画往往是以黏土

偶、木偶、橡皮偶等扮演的偶动画。

物动画复活了万物有灵的世界，更

加发挥对材质的想象性运用，更加

强调定格动画的假定性，也因此从

某种意义上讲更加回归电影性。这

恰恰是多少年来中国动画片最缺乏

的品性之一。

《女他》的出现，让中国有了与

世界物动画的对话关系。周圣崴以

女鞋与男鞋为核心人格，创建了一

个以衣服、鞋袜、围巾、烟卷、酒瓶、

香水瓶、螺丝钉、灯泡、铁丝、齿轮、

纸杯、铁管、水果、玩具娃娃、瓶盖、

水杯、塑料布等日常生活用品构成

的魔幻寓言世界，分享导演个人在

独生子女制度下的成长体验，一方

面肯定了强大母亲的自我牺牲，一

方面也反省了一代人亲子关系中的

情感缺陷，虽然在描绘和推演权力

社会的压抑、残酷、丑态和反噬人性

时，部分陷入了符号过载和象征指

涉的跨场景断裂中，但整部电影不

可思议的癫狂想象、高速剪辑下的

视听轰炸以及对物动画本体性的理

性实践都非常值得推荐。

假定性动作引导叙事

史云梅耶动画里有一个核心叙

事动作是吃，奎氏兄弟的是窥。同

样师承史云梅耶的物动画《新鲜鳄

梨酱》（2012）浅尝讽喻，重在趣味。

它清晰地展示出定格动画的魅力，

即由一个假定性动作不断引发奇异

叙事就能轻易达成。在这部不到 2

分钟的黏土动画中，不断的刀切动

作创造出手榴弹、高尔夫球以及各

种赌具的陌生化效果，将它们轻松

变成一盘清新沙拉，小拿轻放，对消

费主义泛滥 的 小 小 嘲 讽 令 人 莞

尔。《女他》的奇异叙事，也因在不

同场景的创建了假定性动作而构

建出来。影片第一个场景羽绒服

生育监狱由 1-4 号牢房和监狱广

场中的性别改造台组成，红鞋妈

妈们先后生出了柠檬、桔子、猕猴

桃和苹果。黑鞋监狱长的咳嗽指

令、钥匙的飞出开锁、白手套的残

忍切割、红鞋妈妈的被强制逼退

等所有这些动作都在苹果妈妈的偷

窥视点中节奏不同地重复了三遍，

最后才导致苹果妈妈造反成功，同

时搭建出一个充满诡异想象的男权

世界。此后几个重要场景包括卷烟

厂和樱桃加工厂，同样因鞋怪们在

生产线上和酒席上不断累加的趋同

动作——吞吐——建立起整个场景

在叙事上的暴力逻辑。

材质的媒介性与价值逻辑

史云梅耶对于定格动画的开拓

意义还在于材质的拓展上。著名的

《对话的维度》（1982）里，以动作

“吃”进行斗争和融合的食物、餐具

与文具等材质不仅完成叙事主体的

造型功能，其材质本身还纳入到了

叙事等级中，直接参与了影片在文

化逻辑上的隐喻与象征。现成品

（Ready-Made）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以 此 创 作 的 废 物 艺 术 作 品（Junk

Art）已经成为当代装置艺术的常

客。《女他》的动画材质 80%基于废

弃日用品，也即没用的现成品。这

与影片设立的两套意识形态编码直

接相关。影片将自然生态的植物世

界与工业化的钢铁世界对峙，将女

性、母爱牺牲与自然繁殖逻辑与男

性、权力控制与机械化复制逻辑编

制为论文式的辩证影像关系。但由

于情节上的最大篇幅在于高跟鞋妈

妈女扮男装潜入男权世界做出了一

番花木兰式的女性复仇的改天换

地之举，所以影片的主体叙事空间

在由废弃现成品构成的工业化世

界里进行。除了前文提到的羽绒

服监狱，还有袜子酒、衣夹苍蝇、金

属烟囱的酒瓶、恐吓与阿谀的钉子

海胆、卷烟工厂的烟蛆和烟蛆神经

管道、铁丝加尖叉子组成的酒脑四

肢、螺帽组成的齿轮森林和烟囱、

鞋带和彩色电线组成的触手、灯泡

或钉子组成的男鞋眼睛、瓶子盖的

监控眼珠、废旧报纸做的石林，还

包括借鉴和改造的吉利·巴塔式的

手套、达利和伯格曼的无针钟表、

史云梅耶的大嘴、奎氏兄弟的半头

人偶等等，加入到对男权世界的指

认中。相对来讲女性世界的藤蔓、

欲望树、樱桃乳房果、毛茸茸的月

亮、轻薄塑料袋的海洋等等材质在

发挥的叙事作用和视觉象征就比较

弱，所以影片结尾女儿反噬其母成

为植物世界新的霸凌者，这样的叙

事反转在视觉逻辑上解读起来显得

比较生硬。

声画对立的超现实世界

《女他》的整体色调浓烈绚烂、

角色造型喧嚣繁冗。特别是生育监

狱场景基本以明黄色与亮紫色为两

大主要色块为主，另点缀有蓝、红、

绿、白等水果糖拼盘颜色点缀其间，

但却成功塑造出一个极端压抑怪诞

的世界。这主要归功于影片的拟音

创作。生育监狱的声音设计几乎是

以粗暴、刺耳、恶心的压抑感为目

标。为此音效师把扩音器和麦克风

贴近饿了一天的肚子，模拟人体内

五脏蠕动的声音；还将吹了气的避

孕套放进塑料箱子，以便让憋闷的

声音透过层层阻隔传到采集器中。

为了在白色纸壳绘制的卷烟厂里塑

造声势浩大的男权化工业社会，周

圣崴的 11 个朋友一人负责一个音

节，令“噗噗呲呲”的蒸汽声音如劳

动号子无处不在。

杨·史云梅耶的超现实主义作

品无不充斥着政治反思，师承杨师

傅的周圣崴却对政治毫无兴趣。《女

他》中母亲的性别身份困境和她颠

覆男权世界的壮烈举动并不是出于

平权意识和女性觉醒，而是出于丧

失自我的母爱牺牲。这也导致生育

监狱建立起的母亲视点在影片主要

段落里反而没有与观众达成主体认

同关系。影片似乎更加警惕的倒是

女权主义发展到最后会不会成为一

种意识形态勒索。影片结尾鞋怪女

儿站在了新的权力世界的顶端，她

对同类的残暴剥削，对享受阿谀的

在上满足更甚于曾经的男权世界统

治者。

有意思的是《女他》与《哪吒之

魔童降世》的两个90 后动画片导演

建构了一个非常相似的独生子女的

人伦世界图景。成长中父亲角色长

期缺失，看似强势的母亲担负起双

重职责、焦虑不堪，因为没有时间陪

伴和物质补偿上的予取予求，独子

独女们既对父母敌视又对父母之爱

没有遏制、理所当然的索取。他们

对父权（男权）世界不是反抗而是充

满漠视和嘲弄。因为世界早晚都是

他们的，他们自认为拥有超能力。

如鞋怪女儿与哪吒，他们拥有先天

的超级人格和社会等级意识。他们

之所以作出熊孩子的样子，是因为

需要独自面对“瞒”与“骗”的成人世

界规训，他们在成长中没有机会与

人建立起信任的情感关系，他们的

弱点是孤独。不同的是，《女他》以

人性贪婪自噬的名义对女鞋的跋扈

提出看似客观的批评，《哪吒之魔童

降世》以反抗偏见为掩护、打着“我

命在我”的口号对哪吒失控的暴力

给予了最大的同情。

《女他》的鞋怪女儿与魔童哪吒更像一对C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