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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小马

鞭》，作为少数民族电影，它丰富生动

表现了哈萨克族马背文化；作为少儿

电影，它替代性地满足了少年儿童的

心理愿望；作为类型电影，它为了实

现主人公的终极目标，逐次展开排除

障碍的悬念叙事，强烈吸引了受众的

观影注意力，同时立体刻画了少儿主

人公的脾气性格，细腻编织了人物关

系，还让观众欣赏到了故事发生环境

中的优美草原森林。

一、生动表现哈萨克族马背文化

表现民族文化特色，是少数民族

电影的重要特点之一，电影呈现一个

民族的文化不仅能表现出这个民族独

特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还将深刻地

塑造这个民族男女老幼的民族性格和

内在气质，从而使这个民族的电影表

现出审美的独特性。在哈萨克族的发

展历史中，骑马不仅是哈萨克族人重

要的出行方式，骑马射箭也是哈萨克

族保卫家园战斗方式，骑马放牧还是

哈萨克人的重要生产方式和生存方

式，因此，哈萨克族人崇尚骑马，每年

都要举办传统的赛马节，鼓励和表彰

骑术精湛的骑手和奔腾如飞的骏马，

故而哈萨克族人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谚

语：“英雄靠骏马，飞鸟凭翅膀”，赛马

成为哈萨克族表现骑手力量、速度和

勇猛之美的体育运动，2014年它被列

为国家非物质遗产项目。哈萨克族的

赛马与各国现代运动会上赛马项目不

同的是，骑手都是十二三岁的少年，小

男孩们从小被父辈教会骑马，从小就

在马背上被培养历练。如今政府尊重

保护发展繁荣哈萨克的这种马背文

化，开启了马术进校园活动，电影《小

马鞭》全力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民族

文化背景里的中国故事，塑造着传统

与时代交融中的小主人公以及围绕他

的人物群像。

《小马鞭》以骑马赛马作为影像

叙事的主要内容，还由于运动性是电

影的主要美学特性之一，电影通过不

断变幻的画面表现运动着的人和事

物，从而使电影具有连续吸引观众的

视觉魅力，因为从视觉心理学角度

看 , 影像运动是一种视觉剌激 , 当

这种刺激通过视觉听觉器官输入人

的神经系统时 , 就必然引起神经系

统的积极性活动反应。所以著名电

影理论家克拉考尔认为运动是最上

乘的电影题材；著名电影导演希区柯

克认为追赶是电影的最高表现形

式 , 追赶非常有助于构成一连串充

满悬念的形体活动 , 因而它是最吸

引人的题材。著名导演弗拉哈迪认

为 , 西部片之所以受人欢迎 , 是因

为“在原野上策马飞驰的景象叫人永

看不厌”，所以《小马鞭》的取材，是最

符合电影本性的影像选择。

二、替代满足儿童心理愿望

电影观众学在研究普通观众看

电影的心理动因时认为，看电影的原

理是用影像替代性地满足了观众的

深层心理愿望，而真正给孩子看的少

儿片应该充分表现少儿的深层心理

愿望，并且用影像替代性的满足他们

的心理愿望。《小兵张嘎》之所以成为

经典，是因为它生动地表达了主人公

张嘎子想要一把枪的愿望，电影叙事

最后让张嘎子得到了一只枪。《小马

鞭》表达了小主人公昂萨尔的想要一

匹马的愿望，电影最后让他骑上了马

并参加了骑马比赛。

我们看到了小主人公昂萨尔爱

马之深，想马之切，连做梦也梦见马，

马占据着他的整个心灵和精神世界，

全面深入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愿望，首

先会使人物塑造更为鲜活，使得观众

对人物的理解和体验更为深入，从而

导致了观众对主人公的认同，把自己

投射到主人公身上，与主人公合二为

一，这个时候主人公的愿望就是观众

的愿望，观众与主人公共同的愿望则

是类型电影叙事的原动力，主人公的

愿望能否最后实现，成为悬念，吸引

着认同主人公的观众继续关注故事

的发展.不断增强他们对叙事发展的

急切期待。

三、逐次展开排障类型叙事

将主人公的愿望写足写充分之

后,对主人公追求目标的延宕,便是类

型电影叙事的重要技巧之一,编导在

主人公为达目标不懈努力的过程中

设置重重障碍，会让观众对主人公愿

望的是否实现更为关注。

为了推延主人公达到目标的时

间 , 编导常常让主人公接近目标之

后又拉远他（她）与目标的距离。主

人公克服了旧的障碍 , 叙事再给主

人公增添新的障碍，障碍使未来有两

种可能性 , 观众急于知道最后是哪

一种结果 , 才急切地看下去 , 因而

我们将此称之为悬念性延宕。《小马

鞭》的叙事正是用悬念性延宕吸引受

众的观影注意力：小主人公越想要

马，他爸爸就越不买马，那是因为爸

爸觉得昂萨尔太野，怕给他买了马孩

子不安全。这个时候哥哥也强调买

马的障碍在于昂萨尔自己：他在昂萨

尔的作业本上写：“如果不是你，爸爸

早就买马了！”小主人公因此十分绝

望，故事写就了第一回合。

类型叙事的障碍设置不可能仅

只一个回合，它必须给主人公设定多

道难关，而且每道难关需要逐级加

码，每次加码都是戏剧冲突的一次升

级，但升级前不能让观众彻底失望，

需要对主体的愿望给予阶段性满

足。于是我们看到，正当昂萨尔心灰

意冷之际，叔叔送来了一匹马！小主

人公喜出望外，他觉得终于有马可骑

了。这时候编导又设置了新的障碍：

爸爸提出谁先完成作业谁就能骑马，

新的障碍导致了矛盾的升级，小主人

公与哥哥的关系变成了竞争关系，昂

萨尔为了得到马与哥哥展开了比赛：

他咬牙切齿地拼命写作业，希望能赢

得哥哥，获得骑马权，没想到哥哥在

学校提前完成作业，马还是被哥哥拉

走了，这让昂萨尔气馁不已。但他不

服气，决定换一种方式竞争，与哥哥

采用“石头剪子布”的游戏对决胜负，

不料每次出手总是输掉，失败之后他

在手机上寻找“石头剪子布”的获嬴

秘籍，结果还是赢不了！昂萨尔没有

办法，提出将竞争改为摔跤，与比自

己力气大的哥哥比摔跤，自然更赢不

了，昂萨尔终于无计可施了！

就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

拥有骑马权的哥哥突然拉肚子了，昂

萨尔趁机动手，牵马而走，策马扬鞭，

飞驰狂奔，不料马失前蹄，摔断了

腿……

编导的层层设障，让叙事波澜起

伏，充满张力，牢牢牵引着观众的注

意力。

四、立体刻画男孩脾气性格

《小马鞭》的编导除了力求以叙

事设置吸引观众以外，还浓墨重彩写

好了主人公的人物性格，性格塑造是

作品成功的另一关键。在少儿电影

人物塑造方面，存在圆形人物 和扁

平人物的区别，圆形人物是指人物塑

造的立体生动丰富，具有多面性和复

杂性；扁平人物是指人物性格的刻画

比较单一，好坏分明，具有先在的概

念性和性格的单一性，缺乏人物性格

的复杂化描述和多侧面勾画。有些

少儿电影，按照三好学生的道德概念

描述小主人公，把他（她）塑造成教育

培养标准中的理想人格，《小马鞭》没

有从常规教育的概念和要求出发塑

造扁平人物和概念人物，而是力求塑

造一个生动活泼立体丰满的圆形人

物形象，增强人物的真实感。

编导首先细致描述了小主人公

的调皮捣蛋，这种调皮甚至是突破学

校常规的胆大妄为，昂萨尔想马心

切，竟然鬼使神差，大胆逃课，偷偷上

了高年级学生去马场上马术课的车；

为了骑马，他背着爸爸把他的马鞭偷

出来，藏在书包里拿出家。这些违反

少儿纪律约束的动作让观众看得忍

俊不禁。编导描述他另一个性格侧

面是特别执着，为能骑马他想尽一切

方法，用尽一切手段。影片展呈的昂

萨尔的第三个性格侧面是重感情，特

别是对马的感情。开始他因输给哥

哥不能骑马但每日精心喂马；给马梳

理毛发不惜使用妈妈梳头的梳子；马

被摔伤，他心疼地为马包扎伤口，并

拿走床上的毯子进入马棚陪马睡觉；

当他知道马将被卖出焦急万分，前去

阻拦；当马追来时他情不自禁地抱着

马头贴脸痛哭；兽医需要将马带回自

家每日细致调理医治，昂萨尔要求一

同跟去，爸爸同意后他高兴的直翻眼

珠……

一个活脱脱的小主人公形象在

编导的多侧面刻画下呼之欲出。

五、细腻写好男主人物关系

编导在塑造人物的同时还写好

了小主人公的几对人物关系，诸如父

子关系、兄弟关系以及昂萨尔与小女

孩的关系，人物的性格在对人物关系

的描述中得以丰满充盈。

首先来看父子关系，父亲开始因

他性格太野，怕他摔伤不给买马。在

别人送来马匹后，父亲提出不做完作

业不能骑马，参加赛马不能耽误功

课。同时父亲也深知要求孩子学习

好还不能缺失对他的性格培养，而骑

马比赛则是锻造他勇敢坚强的重要

手段，于是他细心交给孩子马术和比

赛技巧。

编导细心描述的第二种关系是

兄弟关系，兄弟二人在争夺骑马权的

时候是激烈的竞争关系，昂萨尔在竞

争中总是失败，但不服气。当哥哥将

要离家去城市住校学习时，他追上去

与兄长热烈拥抱，依依不舍。

编导别具匠心地描写了小主人

公的第三种关系，即他与小女孩的关

系，这似乎是一种朦胧的情感关系，

见小女孩闷闷不乐，他带着小女孩玩

小鸟，让小女孩从失语的忧郁转为开

口说话的欢乐，当他知道骆驼走得最

远，决定参加骑马比赛赢得奖品骆

驼，好让骆驼驮着小女孩前往遥远的

南极寻找爸爸，满足女孩的愿望成了

他参加比赛的最终动力，这一段似乎

是爱情片的动力叙事，哈萨克族的浪

漫从孩童开始。

这部电影还用抒情视角拍摄了

哈萨克草原和森林的美丽，我们看到

哥哥骑着骏马迎着阳光，奔上山坡，昂

萨尔骑着骏马奔向开满鲜花的草原，

穿过绿色茂密的绿色森林，故事在美

景中展开，人物在美景中成长，《小马

鞭》让我们赏心悦目，心情激荡！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

副会长）

看完《小马鞭》，回味不已，感

觉很温暖，很舒坦，很有愉悦感。

审美感受虽说很多时候很难用言

语文字表述清楚，表述出来也不一

定准确，但意犹未尽亦有尽可表述

之处。

影片不会无端吸引人，也不会

无端的令人感动，总有理由。本片

故事并不复杂，却很丰厚，情节也

不曲折，却自始牵动观者心绪。影

片开场，雪域赛马，一位对马和赛

马无限神往的小学二年级的哈族

男生内心独白：我的名字叫昂萨

尔，我最大的梦想是，骑上全世界

最快的马，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

我们家没有马，一匹也没有。我问

我妈，我妈说你去问你爸，我问我

爸，我爸说：唉。。。。。啥也不说

了！声音带着小男子汉的质朴而

“苍凉”，平缓而从容，而不是那种

广播级的标准亮丽的小童声气，是

属于草原的气息。接下来，就是这

位小男生投到草地上快乐无比的、

挥着手里的小马鞭跳跃着回家的

身影。十分简洁明快的把观众一

起带回了他家，作为观众的笔者，

也急迫的想知道，这位对马一往情

深的小男生的家，为什么没有一匹

马呢？

一部以小学生为主角的，以表

现小学生群体生活与面貌、展示孩

子的快乐与失落，追梦与挫折、天

真与坚韧、委屈与惊喜并以少年儿

童为主要欣赏主体的电影，自然爽

朗、轻巧圆融的把观影者带入了影

片的规定情景中，绝不拖泥带水或

避重就轻。电影的篇幅与既定审

美内容的关系，犹如佳肴与水，水

多，则味寡。

无疑，《小马鞭》的味道鲜美而

浓郁。依笔者个人感受，本片引人

入胜处，其源头可概括为情、真、

纯、美等几个关键词。

情

《小马鞭》全片以情通贯。父子

情、兄弟情，战友情，人马情皆是情

深意浓。

从影片开场的草原赛马，小主

人公昂萨尔的几个近景和特写镜

头，即凸显了他和马之间的关系，他

的眼神与其他所有观众的眼神都不

一样，那是一种一往情深的专注和

向往，沉浸于对赛场和赛手们忘情

的艳羡之中。回到家后，很自得的

扬起手里的马鞭，再接下来的逃课

混入高年级的赛马训练班车等一系

列情节与细节，逐渐加强了孩子与

马的情感浓度。后来马伤，把孩子

与马的感情戏直接推入高潮，一直

到最后实现了昂萨尔与爱马水乳交

融的亲近与奔腾，把孩子与马的情

感如诗如画如火如荼的呈现出来动

人心魂地感染着观众。影片的父子

情（当然包括母子情）最为深切而含

蓄，甚至有些隐忍，不多言、不教导，

只是告诉昂萨尔该干什么，不该干

什么。父亲决意不买马，并非自己

不爱马，而是为了爱护儿子昂萨尔

（因为此前重重的从马背上摔伤

过），只好忍痛割爱—源自更为深切

的爱。父母双亲默契而自然的呵护

着这个充满爱心与勇敢同时也是很

痴情地爱马的小儿子。昂萨尔为参

加赛马培训选拔赛而逃学被老师发

现后，父亲严厉的说，把小马鞭交出

来，从今天起，你的马鞭被没收了！

二年级小学生一句话没说，那表情，

分明透露出委屈但又理解，想分辨

却又忍着，默默的承受，转向阁楼去

喂那只可爱的小鸟儿。他似乎懂得

了移情而分散自己的失落与惆怅。

兄弟情，本片的俩兄弟之间的

情感表达很不一般，既不是那种话

很多的互相冲突不断，甚至大打出

手头破血流的亲兄弟，也不是那种

很俗套很表面化的成天互相换着手

互相夸奖的概念小兄弟，而像生活

本身呈现的姿态一样，兄弟俩既亲

情又互相较着劲儿，互相争夺共同

喜欢的事物，采取“男人的方式（哥

哥语）”决定谁拥有双方都喜欢而只

能由胜方拥有的事物--剪刀锤子

布。结果是昂萨尔一直剪刀锤子不

过哥哥，只好眼巴巴的看着哥哥把

自己喜欢的马从自己的眼前牵走，

而自己还要替哥哥把马清洁好，喂

好草，梳好毛总之是备好一切，好让

哥哥风风光光的扬鞭跃马，观众既

替弟弟委屈，又被弟弟感动。后来

哥哥要离开家去城里上中学了，昂

萨尔追上去紧紧拥抱着，忍不住笑

意带着感动的眼泪，血浓于水。还

有一对兄弟情，是来找父亲修板子

的叔叔（张守一），是昂萨尔把他领

到家进来的，没想到竟是自己爷爷

战友的儿子，这段戏影片才进入到7

分半钟，寥寥数语，几个镜头，便能

扣响人的感动神经并令人涌出热

泪，这里当然饱含着爷爷辈当年的

战友情，通过关键情节呈现出来，弥

足珍贵。昂萨尔和罗爷爷小孙女的

“兄妹情”则更具童话般的真挚与美

好。这些美好动人情感，皆在叙事

情节的关键点上自然而然不落痕迹

的呈现出来，足见主创功力。

真

艺术作品之真，并非只是事件的

物质性存在意义，而是整体与细节绽

放出来的审美价值的真实存在，传达

给接受者后令接受者由衷的相信一

切皆是真实可信并受到感动。《小马

鞭》呈现给观众的一切，无疑是创作

者加工过的，无论整体还是细节，肯

定虚构不少，不然便是纪录或新闻，

而作为观众的我，不会想到这一切都

是重构或虚构的，在我的内心深处，

我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

本片很传神做到了“规定情境之

下热情的真实与情感的逼真”。

主人公将马鞭当马的心理依据

是十分真切的，笔者儿时把水桶铁箍

握在手里当汽车方向盘的情境记忆

犹新，向往开车不可得，就想象成自

己坐在驾驶室，手握方向盘，口里给

汽车配音，开车、上坡、右转、右转、倒

车，加油。。。。。。自己的双脚就是汽

车轮子。主人公昂萨尔想有匹马而

不可得，只好握着马鞭爱不释手，人

之天性，纯真以此。看到银幕上的昂

萨尔，感同身受，异常真切。

小马鞭能不能配上一匹好马，是

个悬念。但本质上马鞭不是驱赶，而

是一种亲近与拥抱，是朋友之间的密

码与默契，是一种感情的传递。见马

思鞭、挥鞭念马，马既有雄风，亦有柔

美。所以，人与马心心相印，人视马

鞭为马，与握铁圈如车，爱若珍宝，情

属天性，真切。

《小马鞭》主题与立意的确立，故

事的构建，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塑造，

规定情境中造型空间的选取与呈现，

尤其是塑造人物形体形象的主要演

员和配角演员的表演，可说是十分准

确与传神地传达了剧本对人物的设

置与塑造。基于剧本的文字描写的

准确，大小、主配角演员都很准确、传

神的把文学剧本加导演二度创作的

成果真诚而准确的体现与表达了出

来。整部影片虽然在主要情节上带

有高度偶然性（张守一找到了父亲战

友的儿子修板子），却不令观众有“人

为凑巧”之嫌，恰恰这一凑巧，昂萨尔

家才会得到一匹马，才会有后面令观

众回肠荡气的故事发生。但由于以

编剧导演为首要的主创通篇准确的

把屋，不落痕迹的以真情实感的呈现

把观众的内心征服了。

影片的真情实感随处可见，仅举

一例：昂萨尔在语言课堂上给后面一

排的同学炫耀自己画的马居然会奔

跑起来，刚令后排同学惊诧却被老师

发现并收缴，老师看完后笑着说：“你

画的马还真好！我都想骑上去了！”

这与老师先声色俱厉没收孩子的作

品，然后狠狠的长篇大论教育一遍，

犯错的学同立马表示错了，要改，会

改，一定会改！但片中的昂萨尔不这

样，一会照样逃学去混入高年级班

车。这很符合八九岁少年的天性；老

师也不当马列主义老太太，而选择与

调皮却率真的同学为伍，先夸奖后提

醒。非但老师显得可亲可爱，且更符

合成长中小男生的天性。

纯

这是一部十分纯粹的儿童电影，

也是一部非常适全家三代人一起观

看的全家欢电影，表达孩子的愿望，

以孩子为主角，孩子的行为与意愿是

推动剧情发展的第一动力与最重要

的依据，孩子的意志主宰了影片的走

向与最后完成。而不是拿孩子说事

儿、主要说与孩子意愿无关、甚至孩

子完全不懂也不关注的成人的事儿，

孩子成为叙述成人事项的配角与偶

人。而《小马鞭》从片名到内容，就是

一部纯粹洁净的儿童电影，儿童关

注，儿童喜欢，儿童完全能懂并且会

全神关注，同时大人也会被吸引的影

片，因为，影片表达的童真童趣不幼

稚不虚假，同样唤起成人的怜爱与回

味。大人孩子的戏搭配得恰到好处，

没有喧宾夺主，大人既不居高临下的

强词夺理，亦非心不在焉的呵哄，而

是平等相待，大人孩子之间心心相

印，感情互相映照与渲染。无论在学

校还是在家，无论在赛场还是在班车

里，相处和美，温馨而愉悦。

这还是一部充满纯真情感的影

片，无论是几代之间、有血缘和没血

缘的兄弟情、战友情、兄妹情、师生情

皆为纯美。可以说，本片从主题立

意，选材、叙事、人物塑造、表演风格

等一系列综合元素和细节处理皆以

纯见长，没有杂质，故事线不繁杂，审

美内容却很丰润。

美

《小马鞭》的美，是用语言文字表

达不尽的，从第一个实景与动画结合

的镜头开始，到最后一个镜头结束，

没有一幅画面辜负了美字。可以说，

观赏该片，是对观赏者视觉神经、听

觉神经和心灵感觉神经是一次美润

与温暖。故事尚未展开，先把观赏者

的心吸入画面，被周遭如诗如画、如

歌如梦的美境包裹着，使人有身处仙

境之感，但这明明不是一部音乐风光

片，而是一部众多人物、有起承转合

跌宕起伏的故事片，人物与故事完全

融入童话仙境般的天山美景中，故事

感人，风景如画，美不胜收。甚至连

山上的皑皑白雪，也散发出扑面而来

的暖意。这是笔者看过的情与境结

合得最完美的儿童故事片。

《小马鞭》真是一部好电影！一

部故事情节好、质朴自然，娓娓道来，

人物塑造成功、人文环境靓丽、演员

选择与表演到位，爱心真，童心浓，音

画美，十分温暖，充满爱的儿童电影。

（作者系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

会长）

■文/张卫

■文/黄军

情真纯美《小马鞭》
《小马鞭》：

表现哈族文化、
满足少儿愿望的类型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