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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既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 周

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

局之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中

国电影必然不能缺席，必须要通过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纪念革命

先烈，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推动文化传承，

以此肩负起党和国家赋予中国电影的时代

使命和文化责任。在这方面，由中国电影

股份公司出品，陈凯歌执导，唐国强、王砚

辉、刘劲、辛柏青、张颂文、黄晓明、章子怡、

陈飞宇等主演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志愿

军：雄兵出击》，发挥了很好的表率和引领

作用。影片通过对抗美援朝这场新中国立

国之战的全景式、立体式展现，实现了对抗

美援朝精神的生动注解，让观众深刻理解

了抗美援朝精神的丰富内涵，增强了人民

的历史自觉和精神力量。

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

正义战争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抗美援

朝精神由多种精神组合而成。具体来说，

抗美援朝精神首先以爱国主义作为根本。

爱国，既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坚定维

护，也是对祖国山河和人民的真挚热爱；

既是对祖国和民族尊严的自豪与认同，也

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使命与责任。《志

愿军：雄兵出击》充分彰显了伟大的爱国

主义精神。如片中领袖毛泽东虽深知当时

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国际局

面，但为了让“新生的共和国”走向安居乐

业，毅然选择排除万难派出志愿军支援朝

鲜；杨少成、孙醒、戴如义等志愿军，为了

救出敌机轰炸中的老百姓，不顾自身安危，

挺身冲入火海；留洋 12 年的军工专家吴本

正，在看到中国共产党“一月为人民免费注

射卡介苗，二月禁毒，三月碰到粮荒开仓济

民，四月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之后，毅然决

定放弃国外的一切，回国献出毕生所学。

这些人物和情节都充分体现出了伟大的爱

国主义精神。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

精髓。革命英雄主义是敢于斗争、夺取胜

利的英雄主义情怀，是冲锋陷阵、血战到底

的斗争精神，是越战越勇、艰苦奋斗的革命

气节。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无论是彭

德怀司令员冒着生命危险勇闯前线探察战

况，还是 3 连战士不惧强压死守松骨峰，抑

或是 338 团团长朱月华不顾生死奋勇阻击

敌军坦克，均彰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

特质，是抗美援朝精神最具标识性的内

核。它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志愿

军不怕难、不怕苦、不怕压，始终保持高昂

士气，积极面对斗争中的苦乐顺逆。在《志

愿军：雄兵出击》中，军工专家吴本正向观

众道出了彼时敌我双方的国力差距——

“今年（1950 年）钢产量，我们最多 60 万吨，

美国绝不会低于 8500 万吨；发电量我们最

多46亿度，美国是3340亿度；原油产量我们

只有20万吨，而美国是2亿6000万吨”。这

种差距下的对垒，用电影中的台词来说，就

像一个小孩要去挑战拳击冠军。然而，即

便深知敌我差距极不对称，中国人民志愿

军仍坚守“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勇

气和信念，展现出了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

革命忠诚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底

蕴，是支撑起中国人民志愿军革命英雄主

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深层次因素。它表现

为服从组织、听从安排、勇担责任、使命必

达的意识和素养。《志愿军：雄兵出击》充分

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革命忠诚精神。

如片中 38 军 113 师为了完成切断敌军逃跑

路线的任务，一夜奔袭72公里，用双腿在山

路上跑赢了美国汽车，先敌5分钟到达并占

领三所里，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又

如，3连战士为了完成抢占松骨峰高地的任

务，舍生忘死顽强阻击敌人，最后仅剩寥寥

数人，生动体现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革

命忠诚精神。

国际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有机

组成。它表现为跨越国界、互利平等、和衷

共济、和合共生的价值追求。《志愿军：雄兵

出击》对国际主义精神同样进行了充分表

现。不同于过去许多同类型影片专注于对

战争场面的塑造，《志愿军：雄兵出击》在聚

焦朝鲜战场的同时，也将视野放置于外交

层面，再现了以伍修权为代表中国外交团

队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帝国主义进行严厉批

判，为捍卫人类和平而呼喊的情境，充分彰

显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国

际主义精神。

除却思想精深，《志愿军：雄兵出击》在

艺术表达上也足够精湛，很多细节富有历

史质感、艺术张力。众所周知，战争题材电

影的戏剧张力和视觉吸引力主要来自于战

争场面的塑造。《志愿军：雄兵出击》对战争

场面的塑造，做到了“三高”。

首先，是真实度高。真实，是电影艺术

的生命。对于战争题材电影而言，真实更

是它赖以生存的基因。为了向观众还原高

度真实的战争场面，《志愿军：雄兵出击》不

仅 1:1 还原仿制了飞机、坦克、枪支、军服等

武器和装备，还通过特技手段真实再现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为了

还原松骨峰阻击战役的惨烈景象，影片拍

摄现场动用了100多个“火烧人”，以此让观

众切身体悟战争的残酷性。

其次，是丰富度高。作为《志愿军》三

部曲的首部，《志愿军：雄兵出击》不仅再现

了朝鲜战场中三场关键战役：两水洞战役、

三所里战役和松骨峰阻击战，还呈现了由

伍修权率领的外交队伍在联合国与美国展

开的“没有硝烟的战争”。除此之外，影片

还展现了多种作战手段，如遭遇战、肉搏战

和隐蔽战等等，具有较高的丰富度，能够让

为全面、深入的了解抗美援朝战争中短兵

相接的细节和过程。

再次，是可看性高。《志愿军：雄兵出

击》所塑造的战争场面极为壮观，堪称国产

战争电影的视觉标杆。一方面，影片注重

战斗细节的刻画，将快速剪切、空中拍摄、

景别交叉、烟火特效等战争片常用的影像

技巧运用到了极致。如影片中的松骨峰阻

击战，创作者便尝试让摄影师吊着威亚在

空中拍摄，以此让观众获得穿梭于“枪林弹

雨”的视觉体验。另一方面，影片充分运用

数字特效来展现宏大场面。如影片开头，

美军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海面各色军舰

云集，空中庞大机群轰鸣，每一帧都挑动着

观众的情绪和神经。

《志愿军：雄兵出击》在对战争场面进

行精心雕琢的同时，也对个体在战争中的

情感进行了突出表现。可以看到，影片一

方面详细刻画了毛泽东与毛岸英之间的父

子情、李伊默和李晓之间的父女情以及志

愿军战士们之间的袍泽情，另一方面则详

细描绘了新兵杨三弟的成长弧光，展现了

其从优柔寡断、谨小慎微到英勇果敢的成

长蜕变过程。这些情感线索，有效激发了

观众的共情与共鸣，进而使影片与观众建

立起了共同体美学。

作为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抗美

援朝题材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的诞

生，离不开创作团队工匠精神的支撑。据

悉，为了使影片达到精良的制作水平，创作

团队对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精心雕

琢——不仅画了上万张的美术概念图，搭

建了一万多平米的道具库，收集制作了

25000 余套道具服；还对每位角色的人物造

型进行了深度思考，按照真实的人物原型

对演员的颧骨、额头等部位进行化妆改

造。正是这种锱铢必较的工匠精神，让影

片 的 精 神 内 涵 和 艺 术 品 质 得 到 了 有 效

保证。

诚然，囿于篇幅关系，《志愿军：雄兵出

击》在人物关系塑造上仍存在一定瑕疵，但

总的来看，影片对抗美援朝精神的书写，对

战争场面的刻画，对人物情感的描写以及

对各类细节的雕琢都具备较高的水准，称

得上是一部诚意满满的标杆之作。

（饶曙光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兰

健华系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后）

由田羽生执导的电影《前任4：英年早婚》

（以下简称《前任4》）在国庆节期间登陆国内

各大院线，并稳居国庆档票房第二。该片延

续上一部的人物设定和剧情线索，讲述正值

适婚年龄的孟云和余飞两人的情感遭遇，一

个面临婚姻归宿的迷茫，一个需要应对“结婚

冷静期”的考验，由此二人展开了对“爱情”和

“婚姻”话题的深度思考。

影片作为“前任”系列的延续之作，首次

将两性的恋爱关系上升到婚姻关系层面，展

现了在爱情中追求独立、清醒自我的新型婚

恋价值观。“前任”系列电影一方面在轻喜剧

的外壳下注入了对现代都市情感的审视以及

真实生活的生动刻画，另一方面又包含了对

亲密关系中个人情感需求和对等状态下的两

性交往的讨论。该系列电影在十年内连续上

映四部，且每一部都有较好的市场效益和观

众反馈，可见其中所包含的社会议题和理论

价值具有广阔的探讨空间。

一、幽默诙谐的生活流叙事

喜剧电影早已超脱行为和肢体幽默，并

寻求在笑点之外的无尽意味，探寻行为/动

作/语言背后的深层内涵，调侃诙谐成为电影

的外壳，其核心是对社会症候的深度思考。

田羽生导演曾在采访中提到,“我只是还原了

生活，我的风格其实就是现实、真实。我尽量

去还原生活中的人和事”。“前任”系列在电影

风格上时常表现出一种不经意的诙谐，或是

兄弟间插科打诨的玩笑，亦或是情侣拌嘴的

趣味，这种诙谐虽然并不是电影文本的主要

内容，但因细节化的处理方式，而使得其成为

该系列作品的显著特色，让影片中的幽默情

节和恶搞片段成为真实生活的映照，时刻透

露出一种独属于当代青年的时代话语。

影片在人物语言设定上进行的冷幽默处

理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在《前任4》中，孟云

被相亲对象“吐槽”说，“你看着不老，就是

油”；林佳让丁点喝热水时，丁点脱口而出“渣

男”。诸如此类的电影台词形成对现实中男

性的一种调笑，它将青年群体作为讨论对象，

通过生活化的诙谐叙事，将普遍存在于中国

社会中的两性情感问题借由电影展现，从而

阐明爱情、婚姻、自我、理想等哲理性问题的

现实内涵。

在“前任”系列中，田羽生导演并非是对

单独个体的艺术呈现，而是通过具有普遍意

义的社会事件来描摹当下青年群体的共同生

存状态，主角所面临的情感困境是当代青年

群体在人生历程中多数会遭遇的现实问题。

从《前任攻略》开始，孟云和夏梦的问题根源

是对“爱意多少”的执念，最终他们因“前任”

而出现感情裂痕；《前任2：备胎反击战》将“备

胎”作为电影的叙述主题，论争现代都市中建

立在性基础上的情感悖论议题。到了《前任

3：再见前任》，孟云和林佳的症结在于生活频

率的不一致及两性思考的认知偏差，他们的

经历是都市情侣情感切面的现实聚焦；在《前

任4》中，导演则是假借即将步入婚姻生活的

青年人的矛盾心理向观众传达了婚姻的伦理

内涵和现实意义。作为电影要表现的这些群

体，导演从未想去评判他们行为的对错与否，

只是尽量去还原生活本身，让观众自己去体

悟蕴含的哲理。

青年男女经历的每个情感阶段在“前任”

系列里都有相应的呈现，观众在现实与艺术

间寻觅自我情感体悟，在诙谐的背后其实是

沉重的情感议题，这种举重若轻的艺术表达

恰能反映当代青年的情感走向。

二、平权下的婚恋关系探讨

“前任”系列电影既是对当代现实生活的

投射，同时也是观众对自身婚姻与恋爱经历的

想象性补偿。在传统的婚姻和恋爱关系中，女

性往往处于一种依赖于男性的附属状态。但

在“前任”系列电影中，女性不再作为男性的附

属品，她们具有选择爱或不爱的权利，不怯于

同男性关系的对抗，而这种在平等权利下的独

立意识和理性价值观又表现为在追求两性亲

密情感建立时的一种自我成长和蜕变。

《前任4》中，余飞与丁点在“结婚冷静期”

开始预演婚后生活，但却屡遭现实打击。余

飞在经历试婚后，体会到婚姻不仅需要“冲

动”，更应肩负家庭责任；丁点也从最初的抗

拒转变为接纳，逐渐理解了婚姻的本质。两

人在试婚过程中实现了从行为转变到心理位

移，这种改变是将两性置于同等关系地位而

实现的一种自我觉醒，是两性为能在亲密交

往中获得情绪价值或精神满足而培养和建构

的一种理性观念和思考空间。

此外，在《前任4》中，孟云虽然与柳柳具

有较高的适配度，但他并未和其确认恋爱关

系，而是选择自己独处、审视内心。这种呈现

于都市文化新语境下的婚恋文化，是两性平

等视角下的一种自我沉淀和自我调整。通过

不同的人物关系搭建，电影重新审视了婚姻

在现代社会中的被重塑，让观众在角色的蜕

变和成长中加深对自我的了解和认知。

“前任”系列电影利用孟云和余飞两组人

物串联起两条服务于叙事的情感脉络，展现

了现代都市两性文化图景的多元价值体系。

电影在婚恋关系中所强调的平等化、消除符

号等级化，一方面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颠覆，

另一方面也是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这种在

平权议题下的新型婚恋观，既看到了两性文

化视觉解放的可能，同时也目睹系列电影在

内容深度上的跃进和发展。

三、系列电影的创作优势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和市场细

化，系列电影成为中国电影一种常见的创作

类型和商业模式。从创作角度来看，爱情系

列电影更注重对情感元素的强化、与现实生

活的互文，其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关系“连续”

与情感走向“延续”问题是该系列电影在创作

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所在。

对于大多数的系列电影而言，往往是因

为第一部电影在商业上获得了较大成功，为

后续的作品提供了较强的创作动力以及受众

认可，甚至还因此衍生出极具影响力的IP内

容生产，形成跨媒介传播趋势。这种有较强

商业目的的市场运作，从根本上促成了创作

者对“连续性”的持续挖掘。

从宏观视角而言，“连续性”作为系列电

影创作的基本理念，可以是借相同主角和连

贯的故事情节所构建的连续性文本，也可以

是通过类似的叙事风格来形成的影像互文。

在“前任”系列中，电影一方面保留了前部作

品的情节设定和人物本身的性格特征，另一

方面又接续了导演利用轻喜剧诠释爱情哲理

的创作方式。这种“连续性”的效果就是让观

众在相似的爱情主题或熟悉的人物背景下与

电影建立一种稳定、可靠的心理契约关系，产

生对电影的“信任感”，从而最大程度地与影

片共鸣、共通、共情。

当然，系列电影的“连续性”并不是对主

要演员、情节、风格、人物的同质化处理，而是

需要对人物关系重新建构，并赋予其新的内

涵与表征，同时维持观众对系列电影的认同

和接受，实现观众对电影“看”的“连续性”的

接受模式的养成。因此，IP电影需要提高观

影群体的稳定性和各内容环节的整体关联

性。利用“连续性”这一系列电影的基本理

念，发挥好爱情系列电影的品牌优势，更深层

次地与观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创作出符

合大众审美期待和精神需求的电影作品。

“前任”系列电影成功的秘钥不仅是对系

列IP电影的开发以及贴近真实生活的现实叙

事，它还能让观众在封闭的电影院空间中获

得沉浸式体验，在感受自我与代入文本中形

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现实投射，在银幕与

现实的交织中经历一次感悟式的人生之旅，

在与角色深度互动中产生出一种体验式的情

感牵连。为此，系列IP电影应该努力做到与

现实素材结合，通过流媒体发酵构筑多元媒

介体系，提高观众黏度并不断为系列电影增

强创作活力。只有这样，中国电影在系列IP

的开发和利用上才能释放更多的情感动力和

商业价值，迈入重品质、重价值导向的理性发

展阶段。

（郝静静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编

剧；菅佳娜系山西大学文学院2022级硕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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