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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26 日，《长津湖》

超越《战狼 2》成功“登顶”中国电

影市场票房榜。《长津湖》的成功不

仅是中国电影为建党百年献上的

一份重大贺礼，而且象征了这一年

国产电影的整体基调。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上，

中国电影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革命者》、《1921》、《我和我的父

辈》等一批主旋律电影不仅再度唤

醒了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中

国电影市场，而且彰显出中国电影

人的浪漫与爱国主义情怀。从长

远的视角来看，2021 年有很多国产

影片正在逐渐摆脱西方电影的叙

事框架，将镜头聚焦到家庭、社会

和时代议题，讲述属于中国观众的

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

主流大片中历史故事的重写

《革命者》、《1921》作为建党百

年的重点献礼片，同时登陆 2021 暑

期档。两部电影虽表现相同的历

史题材，却采用了不同的讲述方

式。影片《1921》通过对历史群像

的刻画，表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革命者》则将叙述视点聚焦到李

大钊身上，人物性格的刻画更加饱

满。影片以李大钊被执行绞刑 38
小时倒计时开始，通过反复的插叙

和闪回，凸显出当时混乱割据的中

国社会，以及黑暗中燃烧的革命

火种。

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父

辈》延续了之前的两部作品，仍然

采用拼盘式的叙事结构，影片这次

选取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

时代四个历史坐标，通过发生在小

家庭中有关父辈的故事，刻画大时

代背景下飞跃巨变的中国，讲述中

国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记忆。其中

章子怡导演的《诗》以 1969 年中国

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发射首颗人造

卫星为背景，表现在茫茫戈壁中一

个普通的航天建设者家庭牺牲与

传承的故事，航天人的形象不仅保

留在卫星发射成功时的喝彩中，还

奔波在面对失败的坚韧、随时牺牲

的风险以及失去亲人的隐忍中。

《诗》将航天精神的宏大叙事与航

天家庭的个体经验交织在一起，在

两代航天人的坚守与传承中，老一

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牺牲

的精神激励着当下的中国。

《长津湖》影片讲述了 1950 年

朝鲜战争中，中国志愿军第九兵团

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在极度严寒条

件下与美军殊死拼搏、奋勇抵抗最

终取得伟大胜利的感人故事。作

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编剧和

导演没有将叙事的重心放在彭德

怀、毛岸英等著名的英雄人物身

上，而是将目光集中于军营中的普

通战士。电影在真实还原历史的

前提下，虚构出伍家兄弟、雷公、梅

里、余从戎等人物性格鲜明的七连

战士，以普通志愿军的视角展开叙

事。影片中对兄弟情、战友情的刻

画将志愿军形象表现得饱满而立

体，在行军途中种种生活细节的表

现下，影片中的人物褪去了“战士”

的光环，观众看到的不光是战场上

奋勇杀敌的战士，还是感情丰富的

愿意舍家为国的“最可爱的人”。

这让主旋律影片摆脱了厚重的历

史感，赋予了电影更多的艺术和审

美特征。

在上世纪五六十代，就涌现一

批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比如

《上甘岭》、《英雄儿女》等作品，至

今仍被视为经典；七八十年代以

来，抗美援朝题材的影片显著减

少，同时其他现当代历史题材的影

片也更热衷于表现近代以来中国

的受难史，将抗日战争中的屈辱与

苦难向人们展示出来，比如《南

京！南京》、《金陵十三钗》、《1942》
等，在这种现代化的启蒙叙述中，

中国近代以来是悲情的、遭受创伤

的历史。直到近些年，《战狼》系

列、《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一系

列主流电影开始讲述新的中国故

事，呈现新时代中国以自主的形态

在国际冲突中成为负责任大国，这

是一种强大、自信、人道主义的新

国家形象。这一历史叙事观点的

转变，既是中国崛起以来文化自信

的结果，也是未来应对更为激烈的

全球竞争的时代要求。

平民英雄主义的彰显

除了上面几部表现重大历史

题材的影片，还有几部电影改编自

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讲述时代

背景下不同行业的奋斗故事，这些

散落的故事碎片共同拼贴出当下

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不同背景的

平民英雄汇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

《中国医生》按照时间的发生

顺序全景展示了新冠肺炎疫情从

暴发到得到有效控制中真实的武

汉。影片通过丰富的细节将观众

代入到疫情肆虐下的金银潭医院，

影片通过特效镜头等方式对治疗

过程进行了细致、科学的呈现，体

现出医护人员和电影制作者在疾

病面前的专业素质和人文关怀；同

时，防护服和床位供不应求、缺乏

有效的治疗方案、面临随时感染的

风险，对于这些问题和困难的呈现

让大众能够客观地看待医生的工

作，从而缓解当下日益紧张的医患

矛盾。然而，在各种现实的压力

下，无论是支援武汉的医护工作者

还是挺身而出的快递员金师傅，这

些平凡的“逆行者”更加彰显了中

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政策制

定、物资调度和医疗支援中可以看

到疫情危机下国家强大的动员和

组织能力，最后，随着方舱医院中

轻松的歌声响起，武汉这座城市也

在中国医生的守护下渐渐苏醒。

《守岛人》根据英模王继才和

妻子王仕花的真实故事改编。从

1986 年开始，王继才和王仕花开启

了在黄海前哨的开山岛长达 32 年

的守岛生活，2014 年王继才夫妇被

评为全国“时代楷模”，2019 年获得

“感动中国 2018 年度人物”荣誉，

同年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

称号。电影借助精心打造的视听

空间还原了被台风和暴雨包围的

海岛，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海

岛艰苦恶劣的环境。该片并没有

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神化的英模

形象，而是真实地表现了王继才在

岛上遭受的困难以及人物内心的

摇摆，通过这种平民英雄主义叙

事，来讲述新时代的英模人物故

事。最终，通过“守岛就是守国”

这一简单的道理凸显出“守岛人”

王继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以及

深厚的爱国情怀。

还有电影《峰爆》和《铁道英

雄》两部电影都将叙述视角聚焦到

中国“铁道兵”。《铁道英雄》讲述了

抗日战争时期，临城枣庄英勇的

“铁道游击队”与敌人斗智斗勇、捍

卫家园的故事。《峰爆》则讲了一个

面对突发地质灾害，新时代铁路建

设者展开生死救援的故事。灾难

电影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可以询

唤社会认同，塑造捍卫人类家园的

命运共同体意识。借助灾难片既

能反思现代社会的诸种危机，又能

在人类的自救和他救中呈现人性

的伟大，彰显对自然、对生命的敬

畏之心。

无论是《长津湖》、《我和我的

父辈》，还是《峰爆》、《铁道英雄》，

可以看这些带有主流价值观的影

片电影不仅越来越具备类型片的

特征，希望通过强大的阵容、紧张

的节奏、震撼的视听来赢得市场的

认可，而且还逐渐跳脱出宏大叙事

的框架，选择将镜头对准时代洪流

中的芸芸众生，这种更加注重个体

经验的叙事转向，体现出现代化过

程中社会价值观念的流变。通过对

个人经验的书写，观众更容易产生

共情，于是个人记忆再度与国家叙

事交错重叠，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

品，在观众产生的情感认同中其文

化教育、社会治理的功能得以实现。

商业电影讲述中国故事

这一年，商业电影整体上虽表

现并不突出但仍有亮点存在。各

种题材的类型电影丰富了国产电

影市场。《你好，李焕英》、《关于我

妈的一切》、《了不起的老爸》等讲

述中国式家庭中的亲情故事；《盛

夏未来》、《五个扑水的少年》表现

青春的迷茫与梦想；同样根据小

说改编的奇幻类型电影《刺杀小

说家》和《侍神令》在中国风格的

特效场景打造上做出了新的尝

试；《怒火·重案》作为一部港式警

匪动作类型片，格斗场面的精彩

呈现让电影票房突破 13 亿，登上

港片票房最高；《唐人街探案 3》延

续其前两部的 IP 价值取得高达

45.23 亿的票房成绩；根据张爱玲

成名作改编的作品《第一炉香》上

映前便备受关注，不过大胆的改

编并没有获得观众的认可，尤其

是主演的选择，因与原著形象不

符成为不断发酵的“吐槽”点。

值得一提的是，贾玲导演的处

女作《你好，李焕英》以超过 50 亿

的票房成绩领跑春节档。贾玲用

她擅长的喜剧形式讲述了一个关

于妈妈的温情故事。故事发生在

80 年代的胜利化工厂，这种穿越

的叙事打破了原本的时空关系，

让传统的母女关系发生了改变。

妈妈不再是以前银幕中那个年迈

的、唠叨的、操心的传统女性，而

变成了青春的、独立的、自由的年

轻女性；母亲不再是长辈，而成为

“我”身边朋友般的同龄人。这种

视角的改变将观众引入关于妈妈

的青春叙事中，重新思考妈妈作

为个体的存在。最终，在双向奔

赴的母女情的渲染下，“子欲养而

亲不待”的悲情结尾更加容易引

起观众的共情，“笑中带泪”成为

影片最典型的特征。

相比之下，徐帆主演的《关于

我妈的一切》没有突破传统中国

式家庭的框架，操心的妈妈和叛

逆的女儿构成全片最主要的冲

突，在对抗癌症的过程中原本对

立的母女关系逐渐走向和解。虽

然人物的设定和故事的走向显得

有些俗套，但是片中妈妈在与癌

症对抗中积极的态度依然打动了

不少观众。

而另一部女性创作者主导的

电影《我的姐姐》彰显出强烈的女

性主义色彩，张子枫饰演的女主人

公安然成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

庭中，一次意外的车祸造成了父母

的缺席，姐姐便“理所应当”地承担

起抚养弟弟的责任。电影尝试通

过安然的处境揭示重男轻女的传

统家庭观念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不

过，虽然安然起初尝试反抗和逃

离，但最终还是在自我和家庭中选

择了回归后者。

11 月份上映的《扬名立万》实

现了喜剧片、悬疑片等多种类型的

融合，借助“剧本杀”这种当下流行

的叙事形式，故事层层展开，这种

“剧本杀”结构的特点在于节奏紧

凑、高潮迭起，频繁出现的反转突

破了观众的预期，再加上演员表演

营造出的喜剧效果，满足了娱乐消

费需求，也让电影获得了良好的票

房和口碑。

今年还有两部纪录片值得关

注，分别是贾樟柯导演的《一直游到

海水变蓝》和徐蓓执导的《九零

后》。前者讲述了导演与马烽、贾平

凹、余华、梁鸿四代作家的对话，通

过跟随作家实地探访，回望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

的变迁。后者通过杨振宁、许渊冲

等 16 位学者的回忆，再现了西南联

大的昔日风华，借助文学家、科学家

的人生感悟共同书写百年中国的历

史沧桑和多样的文化图景。

2021 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中

国电影坚持初心不变，创作出一系

列兼具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的优

秀作品，镜头内外是山川巨变的中

国社会以及发生在每个中国人身

上的时代故事，彰显了全球文化博

弈中愈加坚定的中国精神和中国

自信。

（宋宇昊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研究生；张慧瑜系北京市文

联 2021 年度签约评论家、北京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在纪念中

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成立 90 周年座谈会上表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深入原中央苏区考察调

研、缅怀革命先烈，强调要大力弘

扬苏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能

忘记党的初心使命，不能忘记革

命理想和革命宗旨。电影作为文

化传播最普遍、最便捷的方式之

一，近年来涌现了《我和我的祖

国》、《长津湖》等诸多“新主流”佳

作，在传承红色文化，讴歌革命精

神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关于

苏区题材电影的创作如《浴血广

昌》、《信仰者》、《八子》、《古田军

号》、《半条棉被》、《三湾改编》等

却“叫好不叫座”，与“十七年”时

期以苏区为主题创作的《翠岗红

旗》、《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

星》等经典作品相比相距甚远。

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中国电

影如何讲好苏区故事，弘扬苏区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是一个全新

的课题。

紧扣苏区精神

紧扣“苏区精神”是中国电影

讲好苏区故事的基础与前提。

2011年11月举行的纪念中央革命

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成立 80 周年座谈会，首次明确了

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

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

流、无私奉献”为内涵的苏区精

神。2021 年 11 月 2 日，在纪念中

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成立 90 周年座谈会上，更

是强调了“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

体现，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许多

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都是苏区精神的生动诠释”。要

想讲好中央苏区许多革命先烈可

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就应该紧紧

围绕苏区精神的内涵，从历史与

当下两个维度进行开掘。

近年来苏区题材的电影如

《古田军号》、《八子》较为集中于

围绕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斗争描

写，包括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而

往往忽视了在苏区建设时期共产

党执政时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

正廉洁等更为具体的表现。比如

说求真务实方面，毛泽东同志在

苏区开展的《寻乌调查》、《兴国调

查》、《长冈乡调查》等，提倡反对

本本主义，强调实事求是，为毛泽

东思想的形成打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贪反腐方面，如苏区严惩第

一贪官谢步升的故事，不失为一

个很好反映苏区精神中“清正廉

洁”的切入口。此外，中国电影苏

区故事的表达还可以集中在新时

代下苏区（革命老区）社会主义建

设的新发展、新面貌，充分展现新

时期以来苏区新农村建设与脱贫

攻坚成果，尤其是新时代下那些

默默奉献在苏区乡村振兴一线的

党员同志们，而不只是停留在历

史、战争与政治述说中。

创新叙事角度

紧扣“苏区精神”是讲好苏区

故事的基础，创新叙事角度则是

关键。苏区题材电影应该跳出战

争渲染、直白说教、强硬抒情的窠

臼，让电影回归“十七年”电影时

期“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寻找

新的叙事角度和故事体裁，创作

出能打动观众而又情感充沛的电

影。例如反映“军民鱼水情”的夜

渡于都河的故事就非常感人。红

军开始长征时，于都人民每到傍

晚时分就自发地将自家的门板、

床板乃至棺材板拆下来到于都河

搭桥，帮助红军顺利渡河，等天一

亮，又将浮桥拆除，将行军脚印抹

掉，使其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当

时 30 万于都群众对此守口如瓶，

严守这一个“天大的秘密”，保证

了红军顺利从八个渡口通宵达旦

渡过于都河，安全成功的踏上长

征第一步。在这几天，于都的夜

晚总是起此彼伏的传来木槌在大

石头上捶打稻草的声音，勤劳的

苏区人民夜以继日赶制了20多万

草鞋送给红军，在红军离别时，本

就不富裕的苏区人民拿出自家的

红薯、鸡蛋等粮食塞给即将远行

的红军战士们，周恩来同志为此

发出“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

亲”的感慨，这期间很多故事真挚

感人，很好反映出党和群众的血

肉联系。

此外，从小人物或者从群众

的角度来表达人类一般性情感往

往更能打动观众。如在得知即将

开始长征时，由于战争的残酷性

和长途跋涉带来的不确定性，很

多苏区的领导干部不得不忍受骨

肉分离之痛，将自己年幼的子女

托放在苏区老乡家就地安置，其

中就包括毛泽东、林伯渠、邓子

恢、陆定一、邵式平等领导干部。

待新中国成立以后，领导干部们

纷纷来到中央苏区寻找昔日遗失

的孩子，期间有错认、误认乃至牺

牲的情况，涌现了很多富有戏剧

性而感人的别样寻亲故事，何尝

不是一个富有新意的角度。还有

关于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秘密

交通线的故事以及苏区妇女解放

活动、苏区文化建设活动等，都是

很好的叙事角度。创作者需要向

历史、群众、生活要素材，从新的

角度去讲述苏区真实的故事。

探索多元类型

讲好苏区故事重点还在于注

重多元类型的探索，尝试更多苏

区故事表达的类型和方式。关于

苏区的历史与故事较大程度上集

中在剧情片上，至今未见有一部

完整的关于苏区故事的纪录片，

也缺乏苏区题材的动画电影，不

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剧情片上，除常规的战争

片、传记片外，还可以尝试谍战片

类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之

际，中央红军能够及时转移开始

长征，得益于第一时间获悉蒋介

石150万军队合围中央苏区的“铁

桶计划”。而这个情报来自于赣

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

和潜藏于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

党员项与年。莫雄是一个国民党

进步人士，此前曾要求加入中国

共产党，在担任江西第四区行政

督察专员和第四区保安司令期

间，积极联系中共地下党员传递

情报，成为党组织安插在国民党

剿共前线的重要人物。在庐山会

议中得知“铁桶计划”后，莫雄迅

速将消息告诉了身边的中共地下

党员项与年、江西省第四保安司

令部任机要秘书刘哑佛、卢志英

等，随后项与年将情报隐匿于字

典中，从南昌跋山涉水前往中央

苏区。为掩人耳目顺利过关，项

与年不惜砸断自己的牙齿，以乞

丐的装扮顺利抵达瑞金，成功将

情报传递到了中央苏区，使得中

央红军得以顺利长征，免于全军

覆没的危险。此外，苏区还涌现

了许多感人的爱情故事，如在兴

国县被誉为“共和国第一军嫂”的

池煜华，为了一句承诺等待红军

丈夫70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

为苏区题材电影的新类型探索提

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共产党

局部执政早期实践的苏区，集中

体现着青春、汗水与智慧的闪光，

在党史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讲好苏区故事，传承苏区精神，中

国电影不能因循守旧，应该以苏

区精神为基础，创新叙事角度，注

重多元类型探索，创作出具有温

度的、真实的、情感充沛而又符合

当下观众口味的电影作品，如此

才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通过银

幕传播党史的好方式。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

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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