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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 宇

张艺谋对《狙击手》

剧本创作的三点要求

今天是 1月 10日，《狙击手》有三

个 1月 10日。从这里倒回一年，去年

的今天，电影在吉林长白山开机。再

倒回一年的 2020 年 1 月 10 日，张艺

谋导演电话里对我说再创作一部

影片。

当时我们已经合作了两部作品，

一是《坚如磐石》、二是《满江红》，他

提出《满江红》先延缓一下，“咱们先

弄这个”。因为已是即将合作的第三

部电影，和导演也有了一定默契，他

不会先做任何的预设，而是常带着一

个非常宽泛的“帽子”来，基本是几句

话，给予了我充分的创作空间来进行

原创性的设计。《狙击手》同样，他只

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这是一部关于抗美

援朝题材的主旋律影片。第二句话

是，避免去拍全面战争和宏大叙事的

内容，因已有同期制作中的《长津湖》

采取这个策略，所以要呈现战争的切

片，由小见大。第三句话是，要全程

紧张，戏剧性强，构思巧妙，全程无

“尿点”。

叙事第一性原则，

要给观众讲一个好故事

基于这三点要求，我首先确立

了第一点创作原则——叙事第一性

原则，这是我自己创作的出发点，

我认为也是张艺谋导演近些年来创

作的一个转向点。

所谓的叙事第一性原则，大致

也可归结为三句话：一是讲故事是

一部影片的最高目标。第二，讲一

个优秀的故事是一部电影能够被投

入拍摄的根本理由。一部电影当然

应该是以好的故事为基础才能决定

去拍，但实际上常有相违，也可能

是因为演员、因为概念，而不一定

是因为优秀的故事本身，但我认为

只有故事值得去拍才要拍。

第三，一部影片的各种要素，包

括演员的表演，一切的表现会纳入

到叙事中，演员演得好不好，设计

处理得是否到位，都要基于叙事原

则，即将叙事的角度是否优秀作为

一个评判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

重拾叙事的本体地位，举起叙事第

一性的大旗，是当今电影艺术发展

的趋势。

张艺谋导演是世界公认的场面

调度和电影形式设计的一流大师，

但一度也有评论的声音认为他往常

的电影谱系中，没有体现对叙事的

相当重视。但是这一两年间，特别

是我和导演合作以来，感受到了导

演有很大变化，即叙事的第一性原

则逐渐明确，甚至将形式全部压到

最低，讲故事本身这件事在他那里

成了第一原则。在这种原则的共识

下，我们达成了一个非常契合的状

态来创作故事。

硬核叙事原则，

希望做到全程高度紧张

第二点创作原则，我总结为硬

核叙事。硬核叙事比较像封闭时

间、空间内的内驱性叙事，是在时

间空间都相对封闭的情况下，由内

部自身的冲突驱动的叙事。

这源于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博

期间的训练。本质上就是运用极简

的方式锻炼叙事能力。舞台空荡荡

的，旁边放一椅子，相当于是公园，

东面来了一个人，西边来一个人，

两个人走到这儿，互相不认识，之

后他们要发生故事，需要不断地用

内在驱动故事，不断地升级，一直

升级到最终的高潮。

不能以其他的外部因素来影

响叙事，只有内部的问题，以人物

关系、人物性格、人物立场进行驱

动，我们把它叫做硬核叙事。这部

影片希望的和呈现的也都是硬核

性的叙事，正如刚才所说，将所有

其他要素都剔掉，只保留核心的

动力。

例如在创作过程中，我们经常

有各方面的需求，外部因素的介

入，宏大的背景，还有一些其他的

影响故事向前发展的各种因素，但

后来我们逐渐坚定地全部排除掉

了，代之以不断地升级矛盾和冲

突。希望由此种方式做到全程的高

度紧张，将戏剧“三一律”的复现做

到极致，这在主旋律的类型电影中

是相对罕见的。

人的主题：

凸显集体主义下的个人情怀

第三点创作原则，就是关于人

的主题。在创作过程中我也反复同

导演讨论和辩论，最后他问我这个

影片的主题是什么？我只回答了一

句话，就是人的牺牲。不止是牺

牲，是人的牺牲，中间还是一切围

绕着人的。初始情景是写一件事，

而后由事及人。虽然此片叙述的是

关于历史的重大事件，但在主题表

达中将爱国纪实创作成一个关于人

的类型片，最终还是还原到人。

在我看来，当今新主流电影经

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

国大业》等，我们完成传统的主旋

律电影商业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

《中国机长》、《中国医生》等，使得

主旋律类型重工业大片化。

而这部影片我们想尝试第三个

阶段，旨在主旋律意识形态下拍一

部类型片，提升影片的整体维度。

不是说类型片化，而是确确实实就

是要做成类型片，这就要求必须是

落实到人，不只是国家意识形态的

层面。

其中难度最高的就是凸显集体

主义下的个人情怀。中国主旋律影

片一直有关于集体主义表达的创作

传统，但是在兼括的同时写到个人

的成长弧光就有相当的难度，所以

在此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说回人的主题。在《狙击手》

中，此原则体现为一个中国人面对

武装到牙齿、拥有飞机大炮的美国

兵，孤零零的一人持一杆枪站在原

野上跟对方对抗的画面。通过此类

安排，在主题上做了集体主义下的

个人情怀描写的尝试。

本报讯 2 月 15 日元宵节，战争

史诗大片《长津湖之水门桥》走进

北京大学进行特别放映，影片出

品人及总制片人于冬、总监制黄

建新、监制及导演徐克来到北大

百周年纪念讲堂，与现场师生互

动。主创当晚还与闭环驻地的百

余名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大志愿

者进行了现场连线，为这些同学

的志愿工作打油打气。

《长津湖之水门桥》上映半个月

以来，接连打破各项纪录。黄建新

现场解读《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升

级：“续作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将人

物命运、情感与战斗场面融合在一

起。万里的红围巾、千里捏万里的

脸等等细节都是对前作的呼应和衔

接，全体创作者的心境也融入到了

每处细节和情感当中。”徐克对《长

津湖之水门桥》台前幕后的所有工

作人员表达了感谢：“从他们身上我

感受到了勇气和力量，先辈的牺牲

也感染到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可

以齐心协力去完成这部作品。”现场

有同学提到影片中“七连应到一百

五十七人，实到一人”的结尾处理让

他“破防”了很久，徐克对此回应：

“伍万里象征着未来，象征着新一代

的希望。”

《长津湖之水门桥》在北大的观

影结束后，现场响起阵阵掌声，并有

众多同学积极向主创提问，分享观

影感受。现场有冬奥志愿者同学特

意戴上了自己的红围巾前来观影，

她动情发言：“志愿军战士们不战斗

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的精神，以及

战友之间毫无保留的信任与爱深深

打动了我，我会带着这份力量，站好

作为冬奥会志愿者的每一班岗。”

还有同学表示“三刷”过《长津

湖》又“二刷”了《长津湖之水门桥》

后，深受七连故事的触动，他非常

好奇七连的故事是否还有续集。

黄建新表示：“看过兰晓龙编剧的

《士兵突击》应该就会明白，钢七连

的前身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猛

虎七连。《长津湖》的故事结束了，

但七连的故事还在继续，七连的精

神也会永远延续。”

活动现场，《长津湖之水门桥》

主创还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的百余名北大闭环驻地志愿者

进行了连线互动。有志愿者同学表

示自己是前作的忠实观众，并分享

了这次冬奥服务的真实感受：“《长

津湖》不仅让我看到了宏大的叙事，

还有真挚的情感。因为有大国才有

小家，有小家所以有大国。今天的

中国之所以能办成如此精彩的冬奥

会，正是基于影片中的七连，以及许

多没有留下姓名的先辈，用生命和

鲜血换来的底气！”

（杜思梦）

本报讯 张艺谋首部春节档电

影《狙击手》正在热映中，票房、排

片、上座率连日“逆跌”，超过 1000
万观众走进影院为狙击五班战士

们的战友情感动，更多观众真实

观后口碑稳定持续发酵中。

近日，片方发布“致敬上甘岭”

片尾彩蛋片段，主题曲《回家》致

敬《上甘岭》特别版 MV，重新演绎

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我国首部抗美

援朝故事片《上甘岭》插曲《我的

祖国》片段，新时代电影人跨越时

空以光影致敬艺术先辈和抗美援

朝英烈，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一

代代传递。

该片段作为电影《狙击手》的

彩蛋出现在影片的最后，不少观

众表示“因为‘致敬上甘岭’彩蛋

我站着看完了滚动字幕才走”，直

呼“有心又惊喜”，惊叹“真的是原

样复刻，我看着画面听着主题曲

《回家》却能和上记忆深处‘一条

大河波浪宽’的节奏”，用心做电

影获好评无数。在刚刚过去的农

历年里，《狙击手》靠着高质量内

容逆转了起初排片不利的劣势，

不仅在春节假期奠定了良好口

碑、实现了票房逆跌，还在复工后

至今表现出强有力的“后春节档”

长尾效应，排片、票房、口碑齐涨，

多次获赞“春节档最佳”。

截至 2 月 22 日，该片票房已

超过 5.2 亿元。片方近日发布了

幕后花絮，张艺谋导演强调以民

族文化自信为根，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中国精神传承中国精神，《狙

击手》团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

影片以小切口从细节剖面刻

画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宏大战场的

一隅，以普通“狙击五班”一场看

似普通的战争，折射了千千万万

志愿军战士守和平卫家乡的英勇

故事，展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正如张艺谋导演所讲，正是近

年来越来越奋进从容的中华民族

文化自信带给他自己和整个团队

乃至每一个人以个人自信落实到

创作，也因此“知道了我们每个人

该怎么做，该展示什么样的精神

面貌”。小而美，优而精，聚焦每

个宏大叙事背后每个鲜活的个

体，是“狙击五班”也是“最可爱的

人”中的他和他们。

在电影《狙击手》制作过程中，

为贴近真实的朝鲜战场，张艺谋

导演带领主创团队在吉林白山最

低温度达到零下 35 度的山坳里坚

持全外景冰雪实拍，“等不到雪就

不能拍”，誓以精益求精的制作匠

心为观众带来视听震撼。同时张

艺谋导演也以“中国式浪漫”讲好

中国故事，从具有标志性的张艺

谋式美学特征，到冬奥开幕式上

令人印象深刻的二十四节气，到

《狙击手》在几近黑白的极致克制

的视觉表现中，翻涌着充沛的情

感力量。

72 年前，跨过鸭绿江的孩子

们走向“青春的战场”，用热血捍

卫民族的尊严、保家卫国，我们用

从未忘记他们；72 年后，的电影人

们用高质量的电影作品致敬他们

永远年轻的生命，更有年轻奋进

的中国少年谷爱凌、苏翊鸣在北

京冬奥会摘金夺银，无数的青年

为冰雪运动和中国故事贡献自己

的力量。72 岁的张艺谋导演，一

边描绘着五千年中国向世界展示

的冬奥答卷，一边带领着平均年

龄不到 20 岁的“狙击五班”战士们

走上冰雪用匠心拍摄出高质量的

电影作品，用实际行动展现历史

细节之中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伟大

精神，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在冬奥会闭幕设计中，张艺谋

导演也表示会延续“一朵雪花”的

故事，聚焦运动员本身“这是他们

经过辛苦训练和赛场拼搏后的欢

庆聚会”，在红色的激情和蓝色的

浪漫碰撞之中，把运动健儿冰雪

激情和热血拼搏以中国式浪漫呈

现给世界观众。从“一把狙击枪”

的狙击五班战士到“一朵雪花”背

后的每个普通冬奥健儿，每一场

宏大叙事的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

又生动的参与者，每一场胜利与

奖牌的荣耀都是他们的拼搏与付

出。从“等不到真雪不如不拍”，

到“再伟大的战争都是由每一个

鲜活的人构成”，再到“讲好中国

故事就是最伟大的致敬”，张艺谋

一次一次把自己对于人与历史的

理解融进自己的作品中，用“中国

浪漫讲好中国故事”。

（影子）

编者按：

截至2022年2月22日，由张艺谋、张末执导，陈宇担任编

剧，陈永胜、章宇等主演的抗美援朝题材影片《狙击手》累计票

房达5.2亿。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冷枪冷炮运动”为背

景，讲述了中国志愿军在敌我军备力量悬殊的境地下，与美军

精英狙击小队展开殊死较量的故事。在日前举办的专家研讨

会上，影片编剧陈宇阐述了文本创作的三层创作思路，以及在

创作中遵循的三条原则。

张艺谋对剧本三点要求
我遵循三个创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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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之水门桥》主创与北大学子合影

北大志愿者在驻地观看《长津湖之水门桥》映后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