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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郭富山》

影片取材于郭富山植树造林事

迹，以写实的笔法，勾勒了主人公艰

苦创业的艰难历程，用现实主义的创

作精神，反映了一系列在郭富山创业

过程中平凡而又感人的事迹。

上映日期：2月28日

类型：剧情

编剧：杨晓文

导演：朱江华

主演：逯长恩

出品方：甘肃三军会师影视文化

发行方：旭日平安文化传媒

《断网》

郭富城饰演的程序专家意外陷

入一起网络金融犯罪的巨大阴谋中，

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与

黑白两道展开一场实力悬殊的暗网

对决……

上映日期：3月3日

类型：动作/罪案

编剧：吕冠南等

导演：黄庆勋

主演：郭富城/任达华/林家栋/谭
耀文

出品方：银都机构/寰亚电影等

发行方：联瑞影业

《不二兄弟》

母亲的偏心、女友的不理解，

让内心埋怨挣扎的文修感觉自己

被哥哥束缚。困顿的生活最终让

两人的矛盾爆发。以亲人的名义

互相捆绑住的他们，能否用爱照亮

彼此的生命？

上映日期：3月3日

类型：剧情/家庭

编剧：郭修篆

导演：郭修篆

主演：李茂/林哲熹/何泓姗

出品方：厦门满满额文化/佛山

雍腾文化等

发行方：华夏电影

《荒原》

三 十 岁 出 头 的 丛 林（任 素 汐

饰）如 何 也 想 不 到 ，与 哥 哥 丛 来

（李 晨 饰）的 又 一 次 戈 壁“ 寻 人

之 旅 ”，会 被 一 场 沙 暴 推 向 生 命

绝境。

上映日期：3月3日

类型：剧情/冒险

编剧：左志国

导演：左志国

主演：任素汐/李晨/周申/王静

出品方：麦特影业/捕影传奇文

化等

发行方：上狮文化

6 月 10 日公映的枪战动作片《极寒

之城》其实是一部旧作，看到片头许可证

上 2019 年的出品编号，难免对曾经疫情

冲 击 下 中 国 电 影 人 的 顽 强 坚 韧 心 生

感慨。

虽然搁置数年，但《极寒之城》仍有

养眼的看点。影片讲述东北“苏据”时

期，夏雨饰演的小顾卧底于滨城黑帮阵

营，为战友报得全家灭门之仇的故事。

“极寒”的美学风格让男性之间的生死搏

杀尤其显得冷酷惨烈，棒骨穿胸、利刃断

喉等动作场面张扬的“血性”和“劲道”，

打造出了这部电影“硬核”的暴力奇观。

此外，夏雨、谭凯、张奕聪等演员的“民

国 ”扮 相 也 可 圈 可 点 ，在 总 体“ 酷 ”与

“帅”的造型风格之下，沉默隐忍的硬汉

杀手、干练洒脱的江湖大哥和邪魅阴狠

的黑道少爷又各有擅场，他们带来那种

“霸屏的荷尔蒙气息”。所以不难理解，

据“猫眼想看”所提供的数据，这部影片

女性观众的比例超过了 50%。

可惜《极寒之城》的票房成绩并不理

想（截至 6 月 12 日共计 495 万），导演杨

枫的前作是 2021 年 11 月上映的《铁道英

雄》（<极寒之城>摄制在前，但公映在

后），这两部书写历史的群像戏，都有着

沉稳厚重的影调和冷峻硬朗的气质，但

市场和舆论的热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导致差别的原因无疑是多元的，既

有资源上的不对等，《铁道英雄》的出品

和宣发阵营实力更为雄厚，其中包括中

影股份、华谊兄弟等电影头部企业；也有

时间导致的电影市场环境改变，《铁道英

雄》问 世 于“ 红 色 ”电 影 创 作 的 高 潮 时

期 ，《极 寒 之 城》则 要 承 受 当 下《蜘 蛛

侠》、《变形金刚》等进口大片带来的市

场压力；当然，还有两部影片艺术品质上

的差异，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风格的趋

同和接近，让我们看到《铁道英雄》在叙

事上的某些瑕疵，在《极寒之城》中被凸

显和放大。

《铁道英雄》和《极寒之城》讲的都是

“对抗”的故事，是处于弱势的主角和强

大的敌人之间的斗智斗勇。前者鬼子穷

凶极恶又诡计多端，铁路线上的胜利要

靠老王（范伟饰演）点头哈腰潜伏在车

站，搞到重要的情报；也靠老洪（张涵予

饰演）和游击队员们无畏牺牲的勇敢战

斗。后者小顾要单枪匹马对付势力庞大

又层级森严的滨城黑帮，他靠卧底其中，

一步步瓦解和消灭的对手。而电影故事

的讲述中，在展开对抗的行为之前，首先

需要告诉观众对抗的理由和原因，要讲

清楚对抗的欲望为何强烈执着。有了这

个坚实的基础，后面对抗的动作才能让

人 信 服 ，它 值 得 主 人 公 去 冒 巨 大 的 风

险。好莱坞的经典剧作方法把这一幕称

为“建置”，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让观众相

信这个故事并为后续的发展提供强大的

推动力。

这两部影片都省略/简化了建置的

过程，但产生的效果却大相径庭。《铁道

英雄》并不让观众疑惑之处在于，“铁道

游击队”的故事经过小说、电视、电影等

媒介的反复讲述早已耳熟能详，几乎不

用铺垫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鬼

子的战斗经历顺理成章成为影片主线

故事。

《极寒之城》中小顾作为故事的讲述

者，摧毁黑帮的经历其实是他临死之前

的回忆，建置部分被拆分成两个对称的

“半圆”，一部分放在开头，表明他要以

暴制暴的行动；另一部分放在结尾，通过

身份的揭秘和“侠义”的呼吁，说明他只

身 犯 险 的 心 理 动 机 ，中 间 是 对 抗 的 过

程。当两个半圆合为一个整体，在完成

建置的同时，也终结了故事。影片用叙

事结构的取巧，去弱化建置对故事质感

的影响。

但取巧也让主人公的身份设定左右

为难，《铁道英雄》中老洪和老王共产党

员的政治身份，让他们和鬼子的斗争有

着不证自明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但《极

寒之城》小顾不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卧

底的故事就会成为《悬崖之上》或者《无

名》那样的谍战片，严格的纪律和个人的

私欲情感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需要用

细腻的笔触去刻画不为人知的压抑和痛

楚，这会拖慢整部戏的节奏；小顾也不能

是江湖儿女，江湖儿女卧底黑帮会变成

港片的警匪卧底故事，越是在帮派组织

中浸淫日久，就愈发怀疑自己所代表的

“正义”，这势必会减弱暴力的程度。所

以小顾有着奇异化的前史，可能先是抗

联的战士尔后又参加前苏联卫国战争后

退役，这种“黑白通吃”的设定，让他既

有坚定的意志去完成艰难的对抗，又可

以挣脱纪律去无所顾忌地使用暴力。

这 种 设 定 给 故 事 带 来 双 重 的“ 伤

害”。从类型的角度考量，《极寒之城》

是个相当拧巴的“卧底”故事，它几乎完

全舍弃了这种类型影片的要素和看点，

卧底仅仅成为了暴力的背景。

从故事的完整性而言，“出道就满

级”的小顾其实失去了成长和变化的空

间。《铁道英雄》也有着类似的问题，它

是依托范伟出色的表演，多少填补上了

故事中的缺陷，正如有论者评价，“哪怕

在很细碎的剪辑中，范伟都能迅速呈现

一个人物的完整性”。人物的完整在相

当程度上关涉着故事的完整，完整的故

事不仅要求主人公解除外在的危机，更

要涉及人物的心理和情感，“要经历挣扎

和抉择，最终完成人格的蜕变”。《极寒

之城》中小顾早已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

生死对他不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是他在

影片中最大的危机——被识破身份那场

戏——从根本上软弱无力的原因。不难

设想，这个杀手身上最大的冲突在于，在

妻子和小孩的性命与完成任务之间该如

何抉择。可惜每到这种能看到人物情感

与 内 心 的 时 刻 ，影 片 总 是 轻 巧 地 闪 避

而过。

从这个意义上，《极寒之城》讲述的

是一系列暴力事件，而并非一个电影“故

事”，正如“阿郎”的评价，这是一部下了

功夫制作，“每一个镜头都精致，仍然词

不达意”的电影。它缺失了故事中最重

要的元素——人，小顾和那些被他杀死的

黑帮分子一样，只是“正义”或“邪恶”的

符号。创作者试图用让人目不暇接的、

快节奏的暴力场面去掩盖故事肌理上的

缺陷，可能恰恰忽略了这样一个道理，越

是张扬的暴力越是需要真实的情感为根

基，否则就会显得空洞和怪异。

近年来，得益于中国电影产业繁荣发

展的长尾效应，以及各类电影节展、创投

平台的有力助推，一批青年电影创作者崭

露头角，以多样化的题材选择与多元化的

类型架构丰富了中国电影艺术的作品集

合与产品样态，为行业的提质增效与迭代

升级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创新力量。中国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指出，许多年轻导

演的作品呈现出国产电影中少见的批判

性、残酷性、尖锐性，最终虽然普遍以一种

大团圆结局彰显人性的善良与社会的进

步，但依然体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的统一。《温柔壳》是青年电影人王沐自编

自导的长片处女作，讲述了患有精神顽疾

的男女主人公戴春和觉晓在治愈病症的

过程中相遇相知、在直面生活的磨砺中相

爱相守的动人故事，以含蓄克制的心性现

实主义表达酿制了真善交融的创作愿景、

沉郁顿挫的审美格调与褒贬皆有的理性

态度。

尽管在视听表达及影像风格的呈现

手法上，《温柔壳》显示出旗帜鲜明的“作

者电影”质感，但对绝大多数普通观众来

说，围绕人物塑造展开的情节编织，以及

其中渲染开来的情比金坚，是直抵他们内

心深处之柔软与细腻的探测器。爱情作

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叙事母题，始终在电影

创作中绵延与繁盛。电影史上的经典爱

情题材作品的叙事轴线通常并不会单纯

聚焦狭义的谈情说爱，而是侧重在历史语

境、时代场景、社会议题、家庭伦理等多种

客观因素的交汇与缠绕中讲述“爱情它是

个难题”的迷思。当然，在爱情电影中也

容易出现一种比较普遍的吊诡现象，即在

类似“男强女弱”或“女学霸与男学渣”的

刻板印象与既定套路，以及与为怀旧而怀

旧、为恋爱而恋爱的生搬硬套中，制造出

了人物空心化、叙事悬浮化、情感机械化

的伪现实症候，给观众矫揉造作、尴尬苍

白、无病呻吟的感受。

在《温柔壳》建构的爱情关系中，女性

不仅没有被置于描述、观看和等待救赎的

客体位置，甚至在某种层面上成为男性的

拯救者与守护者；更重要的是，身处生活

逆境之中的男女主人公以源于“爱之本

能”的勇气、力量与抱持，淋漓尽致地阐明

了“相濡以沫”的内蕴与外彰，使影片在希

冀与绝望、坚韧与破碎、温情与悲惨并置

的情绪节奏与调性布局中，以一种理想

化、仪式化、神圣化的叙事姿态在银幕上

勾勒出了一场动人心弦的爱情神话。

戴春与觉晓的相遇充满“同是天涯沦

落人”的宿命感。当戴春在迷雾中抱起因

割腕而昏厥的觉晓时，俩人的命运便就此

相连。从此，善良天真的戴春开始有意无

意地观察起孤独沉默的觉晓，对与觉晓相

关的一切都怀揣好奇和情切。或许彼时

的戴春并不知道自己喜欢觉晓，他只是单

纯希望能给觉晓一些快乐、一些温暖，让

寡言少语的她别再伤害自己。在这个段

落中，戏弄工作人员、去天台吃苹果、找

家、买鞋、逃跑等一连串的情节点都指向

了戴春对觉晓的关心与付出。当然，恰恰

正是因为戴春这样无意识、无功利的行

为，才得以真正融化觉晓内心的阴霾与坚

冰。两个同病相怜就这样在朝夕相处的

点点滴滴中爱上了彼此。

戴春与觉晓的相爱浓缩了“此心安处

是吾乡”的归属感。如果说戴春的告白是

默默的长情陪伴，那么影片中至少有三处

情节点明确交代了觉晓的告白。第一处，

是觉晓说戴春是第一个愿意帮她找家的

人。第二处，是觉晓心中囚禁的小鸟飞走

了。第三处，是觉晓为保护戴春，向小姨

说出了从未说过的“对不起”。当然，直到

觉晓说出“对不起”，她与戴春的恋爱才得

以真正确立。这一刻，戴春与觉晓拥有

的，不仅是爱情，更是彼此之间的救赎与

疗愈。这三个字具有多重含义。一方面，

让戴春对觉晓的爱，得到了最正面的回

应；另一方面，既代表了彼时觉晓对戴春

的挺身而出，也意味着此后觉晓对戴春的

保护正式开始，更隐喻着觉晓的自我和解

与内心成长。可以说，“对不起”让觉晓所

有的前尘往事随之划上告别的句号，也开

启了她与戴春共同的人生新旅程。事实

上，戴春与觉晓的疾病，与他们支离破碎

的原生家庭及其造成的童年创伤密不可

分。然而，不论是戴春的梦魇，抑或是觉

晓的执念，都从另一侧面证明俩人对“远

方家园”的渴望与追寻。两人冥冥之中的

相爱，其本质是携手创造共同的“新家”。

这一行动既打破了他们原本无家可归的

现实境遇，也终结了一直以来的灵魂流浪

与精神漂泊。

生活对这份感情的历练与考验，在戴

春与觉晓搬出疗养院、回归社会后，全面

拉开帷幕。这一过程也是影片最核心的

叙事篇章，由两部分主线情节构成。其

中，“灶前与你立黄昏”的生活流叙事通过

铺陈一连串琐碎、真实、温暖、氤氲着烟火

气息的日常细节，轻描淡写地展示出了戴

春与觉晓之间的绵绵情意，以及他们心中

对于美好生活的信念、向往与追求。在这

个段落中，互换礼物的那一场戏，既是叙

事的高潮点，也是情节的转折点，观众同

时收获了觉晓看到手表时的感动与戴春

得知自己要当父亲时的喜悦。此后，影片

进入情节设计最复杂、矛盾建置最锐化、

戏剧冲突最激烈、人物塑造最揪心的叙事

部分。在这个段落中，爱情叙事的主视角

落在了重点表现觉晓对戴春无微不至的

关心于矢志不渝的真心之上，觉晓也用坚

韧不拔的守护与奋不顾身的挚爱证明了

什么是“不辞冰雪为卿热”的执着行动。

虽然现实的厄运与苦难并没有绕过戴春，

接踵而至的突发事件和父亲的各种意外

状况刺激着他的精神，造成了病情的反复

发作，而亲历父亲的死亡过程则成为压垮

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戴春彻底崩溃了。但

面对随时可能会失控的戴春，以及环环相

扣的打击，觉晓始终未曾有过丝毫厌弃的

想法和任何退缩的行为，而是一直坚持用

缱绻的柔情与隽永的心意呼唤和拯救自

己的爱人。毫无疑问，戴春与觉晓在双向

奔赴中以爱的柔光互相照亮了彼此心中

原本阴郁暗淡的天空。在这份真挚的感

情中，没有计较、没有猜疑、没有背叛，有

且只有的是“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的

果决、凝望与相依。

虽然戴春和觉晓只是虚构的人物，但

任何看完电影的观众应该都会发自肺腑

地希望和期待俩人能在光影世界里勇敢

且幸福地生活下去，即使未来还有一地鸡

毛与艰难困苦需要面对、经历与解决。这

是因为《温柔壳》的故事或许在现实世界

并不常见，然而男女主人公彼此之间义无

反顾的救赎与不离不弃的坚守却恰如其

分地诠释了什么是“至真至纯”，生动有力

地回答了观众对什么才是“爱情最好的模

样”的疑问与遐想，所以潜移默化地让观

众在影片落幕时油然而生“同量天地宽，

共度日月长”的美好祝愿与质朴憧憬。

不可否认，因为核心人物特殊的身份

设定，《温柔壳》的文本意味并不止于描绘

爱情的象征意义与理想内涵，而是进一步

延伸到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相

关社会现象的考察、反思与观照，并以想

象性解决的表述方式传递了爱的能量可

以缝合与修复生活的裂缝、困境与创伤。

这样的现实意蕴赋予电影叙事更深层次

的美学张力与表意价值的同时，促成戴春

与觉晓的人生际遇在假定性设置上超越

了书写日常世俗的一般范畴，表征和凸显

出更为极致化的浪漫主义悲剧色彩，从另

一个维度以更形而上的象征性与寓言性

让《温柔壳》为“朝向当下”的当代神话学

提供了重要切片与生动注释。

（赵丹系北京电影学院视听传媒学院

讲师，鲁昱晖系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

心科研助理）

6 月 11 日，第 25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科幻电影周举办主旨论坛，导演陆川、郭

帆、张吃鱼等嘉宾分享在科幻电影创作

中的感悟，以“科幻电影的国际视野与时

代语境”为主题，探讨科技发展在科幻电

影创作领域的价值。本次论坛中，国际

宇航科学院院士、空间科学家吴季受邀

出席并作题为《太空科技发展与科幻电

影的主题》的主旨演讲，以科学发展、科

技前沿为切入点，为行业思考中国科幻

电影发展提供了更宏阔的视野。

作为“科幻十条”颁布之后上映的首

部国产科幻电影，电影《独行月球》依托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智力支持，得以把真

实有趣的科学内容改编成电影元素，为

电影中虚构的世界提供真实的科技支

撑。该片结尾的字幕中出现了独立一页

的新角色署名，科学顾问和科学支持机

构正式地出现在我国科幻电影史中。《流

浪地球 2》的实践则更加深入，20 位一线

科学家从项目较早期即加入创作队伍，

有力助推这部作品实现了科幻与科技的

双向奔赴，导演郭帆和制片人兼编剧龚

格尔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科学家贡献的

感谢。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

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

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

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按照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

点，当代全球境遇下的中国社会现实或

社会存在状况，必然有着属于这个境遇

的特定影像传达需要。换句话说，当我

们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就

更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科幻电影的崛起是

伴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而出现的

必然。

以近年来我国频繁出现的太空题材

科幻电影为例，该题材的繁荣与我国航

天事业的高速发展息息相关。在中国航

天事业不断刷出新成绩、探索新高峰的

同时，相关的艺术创作也在不断书写新

篇 章 。 去 年 4 月 ，在 第 7 个“ 中 国 航 天

日 ”期 间 ，国 家 航 天 局 举 办“ 科 学 与 艺

术”特别活动，多部航天题材的科幻电影

发布特别海报，致敬我国航天事业起步

66 周年，《独行月球》《流浪地球 2》《外太

空的莫扎特》《群星闪耀时》等作品均受

邀参与其中。

随着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公

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影视作品的需求

与影视行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正在快速凸显。自 2006 年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实施以来，我国具备科学素质

公民的比例持续上升，2010 年具备基本

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 3.27%，2020 年则

上升至 10.56%。其中，北京市公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24.07%，上海市的

这 一 数 据 达 24.30% ，广 东 省 的 数 据 为

12.79%。而这些地区正好与国内最重要

的电影票仓相重合。未来，这一比例还

将持续上涨。更高的公民科学素质比

例，意味着更多高素养、高要求的观影群

体正在形成，科幻电影的观众准备好了，

这正是我们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充满

信心的原因所在。

在科技创新这一国际战略博弈的主

战场上，中国科学家在多个科技领域占

据 制 高 点 ，也 站 在 了 人 类 认 知 的 最 前

沿。大至宇宙起源，小至基因编辑，向深

处探测深海、深地，向远古探寻生物灭绝

的历史……中国科学家群体正在以勤

勉、以智慧、以无私的精神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福祉做出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

中，我们期待电影界能够给予科技领域

更多关注，通过与科技界携手合作，共同

打造更多题材多样、科学严谨、质量优秀

的电影作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增

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的了

解和认同，这既是中国电影提升影响力

的应有之义，也是电影强国建设的重要

战略目标。

一个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

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精神文化需求

不容忽视，而电影正是推动社会主义文

艺繁荣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

可或缺的力量。正是基于对电影强大影

响力的重视，中国科协自 2017 年启动的

“科学与影视融合”项目，目标之一就是

架桥修路，为科幻电影创作者提供路径，

了解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前沿进展，

通过科学家的力量将创作者直接送达至

人类认知的边界，从而帮助电影创作者

以更宏阔的视野，观察时代、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获得全新的灵感，释放更澎湃

的创作想象力。

（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协科学与影视融

合专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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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宏阔视野引领新时代中国科幻电影创作

《极寒之城》：

一场“无根”的暴力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