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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足下，终于登顶
——评电影新作《屋顶足球》

从《堡垒》看传统侠义精神在革命中的升华
■文/欧阳子雨

在大银幕上观看新片《屋顶足球》（下称

《屋》），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愉悦和会

心。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群云南山区女孩，以

足球为梦想，以屋顶为球场，奋力拼搏寻找生

命意义的故事。作为金鸡创投2021年的优选

项目，它在起点处是电影大家和业内资深人

士慧眼独具的发现。继而，青年编剧兼导演

飞鱼（廖飞宇）把这份信任与期待，成功转化

为答卷一般的处女作。影片用了三种叙述技

法，分别完成对社会、艺术和文化三个层面的

描画。

近年来，很多大获成功的青年影人佳作

都对社会议题表现出高度关注，这成为现实

主义在电影领域内的新动向。许多作品中的

温暖底色，更是当下主旋律拓展创新的重要

标识。《屋》的故事背景，既与中国乡村社会的

现代化进程有关，也与底层普通人、励志、爱

国等主题有关。在不少作品里，不言而喻的

宏大叙事，由于被过多言说，反倒效果不佳。

因此如何收住劲道、把思想的主题化为艺术

的底色和基调，是必要而有效的策略。《屋》故

事的底色，自然而然地呈现了青山绿水环抱

的地域景观、质朴浓郁的民族风情、丰饶诱人

的物产和生机盎然的劳作实践。有趣的是，

专业化的观众马上能意识到，片中还有性别

对立、个体异化、家庭离散等世界性的热点议

题，却又是从中国角度的来述说的。从而，这

部成本不高的影片具备了国际传播和文化交

流通货的潜在可能。

当然，首先被观众感知到并且品评的仍

然是艺术语言。《屋》采用了剧情片结合体育

类型的策略，导演显露出相当成熟沉稳、令人

欣喜的把控能力。流畅悦目的运动画面，完

整清晰的结构起伏，都与大众审美趣味和习

惯相吻合。云南村居的屋顶上，几个少女把

柚子踢出了足球明星一般的华彩，一路踢进

了与异国强队比赛的大球场，这本身就已经

是很传奇的剧情了。在推进剧情的同时，又

紧扣了人物心理的激荡斗争。云南少女成长

中的风雨阳光、山路崎岖，被放置在不慌不忙

的剧情延伸过程里，不显山不漏水地在社会

层面被置换成为为与乡村振兴、教育事业等

相关联的叙事元素和符号表征，从而赋予了

感性观赏一种理性回味的机能。如果说还有

些许遗憾，大概是没能把传奇化的景观用到

极致。如屋顶足球的特殊形态，还可以持续

引出和屋顶下人们之间会有的矛盾，甚至催

生出决定最后胜利的巧妙法宝。年轻的电影

创作者们如能意识到，主流叙事不变的句法

之内，其实有着近乎无限的修辞可能，则不但

他们的创作空间会扩大，观众们的审美期待

也将得到更充分而妥帖的满足。

必须承认，最打动笔者的，是与人文有关

的影像质感。这种质感始终与生命原初的力

与美之本源有关，它甚至不是因细节而呈现，

而更像是一种无从捕捉而又无处不在的味觉

嗅觉经验。那些非职业小演员不自觉、不自

知的松弛状态，敞开了通向中国景观和中国

人形象的一扇窗，张望过去是浑然天成的一

片空灵剔透。他们的生存处境、情感体验和

表露方式，每每令人意想不到，却又鲜活有

味，把许多需要费力铺陈交代的剧情转折，变

得如同家常生活。主人公妹妹性格张扬倔

强，姐姐温厚隐忍，她们之间发生的矛盾冲

突，在一般的剧情片模式里，会处理得大开大

阖，充满强烈的悲剧感。而在《屋》里，妹妹回

到姐姐身边时，甚至没有表示歉意的台词，只

通过两人的空间调度、眼神交流，和更多的沉

默，就化解了西方戏剧所推崇的张力美学。

云南地域那仿佛从大地里长出来木屋，用特

有的光线、色彩和炊烟，轻易地包容了孩子的

疲劳、伤痛和嘶吼。以人类为中心的叙事一

旦让渡给现代式的“天人合一”思维，人类故

事的力量感并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厚重了。

仔细玩味，不但这对相亲相怼的姐妹，还有若

隐若现的父母、憨头憨脑的男孩子（他们对女

孩们的态度和举动简直可以另成一个微妙而

有趣的故事了），每个人的形象、行为和过程

都不一样，而他们的生存、命运又始终交织成

一体。要是影片时长再长一些，针线再细密

些，那么每一根人物的彩线都该勾勒出一条

生命线吧？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这部影片的受

众在哪里？更确切地说，对于哪些潜在的观

众来说，它能够切实成为一次寓教于乐的体

验？甚至，成为那些观众们在当下童话版的

《平凡的世界》、被长久记在心头？可否把它

当作一份礼物，送给真正需要、喜爱它的孩子

们？他们散布在三线城市以外的广袤大地

上，因为山河阻隔，仍然和电影所表征的现代

生活有或多或少的距离。在当前普及青少年

影视教育的进程中，《屋》很可能是这部分观

众最觉得亲近、最需要的故事。一旦这种可

能成为现实，《屋》的价值也就突破了电影。

这部关于小小少年的影片，可以成为大思政

课理念的生动篇章。

飞鱼导演说，他们已经组织了近20次专

为孩子们的放映，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孩子们

都深深沉浸在故事里，随着剧中人物的命运

欢笑、落泪。因为影片足够精彩、故事足够动

人，他们不会分心，不会吝啬自己的情感，也

不会说违心的话语——这不正是当代中国电

影最理想也最需要的电影观众和观影氛围

吗？如果今天的孩子们能多接受这样的熏

陶，则我们未来将获得优质的中国电影观众

群落。

始于青年影人足下的创作，终将通向中

国电影文化事业的登顶之路。

珠影最近推出的新片《我，就是风！》，取材

于广东省云浮山区独臂篮球少年张家城的真实

事迹，主人公阿城由张家城本人饰演。该片要

打响，可不容易。因为残疾人题材电影、少儿体

育励志电影、真人真事电影，都不少见。珠玉在

前，很难超越。令人惊喜的是，《我，就是风！》在

北京、广东试映，许多观众都感到耳目一新。该

片与同类影片相比，并不雷同，在许多方面有重

大突破。

大亮点一：思想观念的新高度

时代在前进，歌颂身残志坚，也要有新的发

现，新的认识。《我，就是风！》塑造的独臂男孩

阿城，是一个全新的形象。阿城的“志坚”，已不

满足于与身体健全人平等（如：能生活自理，自

食其力），还要超越身体健全人！他打篮球不是

参加残疾人运动会，而是参加身体健全人的专

业比赛，用一只左手打赢别人两只手。如此惊

人的雄心勇气，前所未见！更难得的是，阿城的

“志坚”并非只会硬拼，充满科学精神。他想打

球，最初被拒之球场外，他不气馁。借助现代网

络在家中小斗室也能学习打球。他终于可以进

入球场，练出扬长避短的“反身抽刀”“千钧一

箭”等新绝活。他斗胆参加省级少年篮球大赛，

球技超群，几乎百发百中，因而火爆全网，折翼

天使长出隐形翅膀！阿城超越身体健全人，不

仅是球技。

该片的高潮戏与众不同：云浮队取胜的最

后一球，竟不是主人公投篮。本来，球已在阿城

手中，但他发现一位队友所处的位置比他更有

利，他立即将球传给队友，让队友顺利进篮，显

示了阿城以集体荣誉为上的大局观，更为感

人。阿城想当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但并非志

在必得，即使未能如愿也开心。原来，他不在乎

头衔，最需要的是享受奋斗过程中的快感。该

片很接地气，还在于首次在银幕上展现一个人

走红之时，下一步的人生路该怎么走？这是全

红婵等一些体坛小将在奥运会夺冠之后引发的

大众关注热点。阿城一夜成名，许多客商出高

价请他直播带货，阿城一口拒绝：“我不在乎什

么网红不网红，我就想打球，因为我喜欢它！”以

上描写，显示主人公不仅球技成熟，思想也更成

熟了，这就比许多体育竞技题材电影更胜一筹！

《我，就是风！》有别于常见的残疾人励志

片，是描写小主人公断臂之后面对的主要矛盾，

不是肉体的痛苦，不是受欺压和家境贫困，而是

人物的内心矛盾。他的主要对手是他自己，是

如何战胜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焦虑、迷茫等人

性弱点，如何顶住名利诱惑，不断完善自我，放

飞自我。它让人悟出：精神健康比身体健康更

重要。这样的主题立意，超越了许多同类题材

作品。一名山区的孩子，居然有这样高的思想

境界！这不是拔高，其生活原型张家城就是这

样。该片为了更令人信服，还着力写好阿城的

引路人，他健康成长的合理依据就更充分。

该片描写阿城的三位好老师，都有生活原

型，并非虚构。 一位是校长，这位乡村教师号召

孩子们“走出大山”，但不是鼓励学生逃离家乡，

他说的“大山”不是自然环境，是思想障碍。他

引导孩子们要走出心中的大山，这是一种新理

念。还有两位老师，就是阿城的父母，是儿童片

中罕见的家长形象。这对石匠夫妇，顽强意志

坚如磐石，对残疾儿子，决不放弃！在孩子受歧

视之时，他们敢于保护孩子。但不是只有怜爱

溺爱。他们对孩子严格要求，要孩子从单手吃

饭穿衣开始，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学习。但他

们不是虎妈狼爸，也充满慈爱柔情。父亲粗中

有细，连预防儿子打球滑倒的细节也考虑到

了。这对父母为支持孩子的正当选择，虽然家

境不富裕，也从不吝啬奖励。母亲咬牙掏钱给

儿子买新球鞋，儿子想骑自行车，别人怕他摔坏

车子，不愿借给他。父亲便在下班后兼职攒钱，

买一辆新车送给儿子，教儿子骑车，让孩子明

白：只有一只手也可过得很好！当下不少人“向

钱看”，阿城的父母不拿儿子当摇钱树，坚决支

持儿子不搞“直播带货”，好好读书打球。父母

的言传身教没有白费，有一场戏很感人：这对夫

妻看到儿子的成绩，激动难抑，先笑后哭，相拥

而泣，许多观众也为之落泪。

大亮点二：艺术观念的新高度

写真人真事的故事片，要避免混同于新闻

专题片，必须增加艺术含量。如何增加？是一

个大难题。现代电影美学有三大流派：纪实美

学、影戏美学、影像美学。《我，就是风！》是纪实

性电影，但不拘一格，也汲取影戏美学、影像美

学之精华，就不会单调乏味。

第一招：既真实又有戏。该片的叙事方式

很别致，以一名大都市白领小姐赵雅竹的成人

视角去讲述山区小男孩的故事，她不是新闻记

者，而是阿城的同乡，是从山区走出来的广州动

漫设计师。赵雅竹曾红极一时，后来因事业失

败而一蹶不振，她为钱而投靠某大公司，奉老板

密令回到久别的故乡，游说阿城“直播带货”。

当她与阿城深入接触之后，大受震动，改变了人

生态度，重新崛起。赵雅竹不是解说员，她自身

也有完整的故事，思想性格有发展变化，虽是虚

构人物但有典型意义，呼应了影片的自强主

题。该片采用“少年励志+青春励志”的双线结

构，打破了平铺直叙模式，在真人真事题材国产

片中是首创。该片的戏剧性，还在于摒弃儿童

片只写老师和家长教育小孩的传统模式，描写

两代人互相促进。剧中的篮球教练高朗，人品

好球艺高，但对事业和爱情的选择都不够勇

敢。打篮球，他是阿城的老师。但如何做人，阿

城是他的小先生。阿城父母在激励孩子的同

时，也受到孩子的鼓舞，虽然人到中年也有新追

求，阿城父创作了一幅巨大的的石画精品，阿城

母为提高自己的档次，报考了歌咏班……

第二招：造型有视觉冲击力。该片在经济

欠发达的云浮山区实拍，画面绝不造假，体现了

真实的生活质感，但并非简单实录，也具有形式

美感和张力。阿城的打球动作，通过拍摄角度、

镜头运动和剪辑的精雕细刻，真实自然又漂亮

潇洒。他飞速奔跃，空荡袖管在风中飘舞，大有

独臂少侠之英气，使这部纪实电影也具有传奇

色彩。阿城的家是实景，有点简陋，但通过照明

布光的巧妙设计，画面保持了环境和陈设的朴

实原貌，也很美观。该片展现南粤秀色，多是

“既写实又写意”的诗化画境：浩瀚云涛，绿野阡

陌，碧翠竹海，清莹溪流，都格外纯净，象征小主

人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人文环境之中，因而健

康成长。该片有一个全景镜头：后景是古朴的

岭南民居，屋脊的弯曲弧线如起伏波浪，前景的

篮球架则像直线几何图形，一群生气勃勃的孩

子在奔跑投篮，曲线美+动态美，象征传统与现

代交融的强大活力。该片有一个道具特写镜头

也蕴含深意：这是阿城父创作的精美石画——

用多种废弃的碎石拼接组合而成的彩色山水

图，令人联想到残疾人虽残不废，乃点题之笔！

第三招：引入神奇浪漫的动漫手法。这是

该片最大胆的创新构想，剧中加插一个“竹风铃

大战风神”的动漫童话故事，是阿城童年时代的

启蒙宝典。竹精灵成为阿城、赵雅竹脑海中的

幻象，可与真人对话。故事片引入动画片手法

并不出奇，但在写真人真事的国产片中出现动

漫角色，史无前例。许多纪实电影是百分之百

写实，只有客观叙事，不会有主观镜头。《我，就

是风！》不仅出现主观镜头，而且是高度夸张变

形的动漫形象，会不会与纪实风格产生矛盾？

会不会是不伦不类的生硬拼凑？该片编导研究

了观众的接受心理，找到纪实电影可出现动漫

镜头的合理依据。竹精灵的第一次出现，是校

长让小阿城观看赵雅竹创作的一部描写竹精灵

的动画片，是“戏中戏”，就很自然。赵雅竹是动

漫创作者，阿城则是动漫爱好者，人物身份与动

漫有关联。有了以上铺垫，竹精灵后来多次出

现，成为二人的主观想象，就顺理成章，不显得

突兀。竹精灵在全片所占的篇幅也严格把控，

不会影响影片的总体风格。因此，该片在京粤

试映，没有观众对其动漫镜头有异议，都认为有

新意，欣然接受。

这部真人真事电影适当植入青少年喜爱的

动漫，丰富了纪实电影的表现手段，现实主义与

浪漫主义完美结合，深化了主题，竹精灵诠释

“风”蕴含的人生哲理，比真人的台词更有趣。

新食材当然可烧出佳肴。但烹饪高手用常

见食材，也能设计出新的菜式。《我就是风!》创作

人员勇于探索，让多种类型电影的表现手法“老

树开新花”，一部影片可同时展现真、奇、美，其

受众面打破了残疾人与健康人的界限以及年龄

界限，行业界限和城乡界限，引起更广泛的共鸣

共情和思考，影片的认识价值、艺术价值、观赏

价值都大大提升。我们应借鉴该片的经验，拓

宽中国电影的创新之路。

■
文/

祁
海

电影《堡垒》是一部新主流影片，其巧妙

地运用谍海暗战的经典桥段、浪漫主义的笔

法，展现了以“韶山五杰”为代表的侠之义士，

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

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影片中的“韶山五杰”是湖湘地区乃至近

现代中国先进人士的缩影，他们义薄云天，心

忧天下，保护弱小，勇于为正义奋斗。1925年

韶山大旱，地主劣绅乘机囤积谷米，哄抬粮

价，甚至外运牟取暴利，使得当地农民群众温

饱难继，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

殇。“韶山五杰”不畏艰险与恶势力斗争，夜闯

地主府邸，逼其开仓放粮。“韶山五杰”身上所

具备的侠义精神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

直发挥着积极作用，从墨子提出的“兼爱非

攻”，再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种以个人

的力量和勇气，对不公平和不正义现象的坚

决反抗，对他人的无私帮助，以及在困难面前

毫不退缩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

中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延续和社会和谐稳定

的有力支撑。

地主阶级的疯狂反扑与群众的麻木不仁

让“韶山五杰”意识到，单凭一次平粜开仓是

难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广大贫苦大众。

1925年2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

“韶山五杰”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当年6月，毛

泽东介绍“韶山五杰”入党并宣布成立中共韶

山特别支部。从此，“韶山五杰”由侠义之士

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依靠特别支部这

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发动群众与地主劣绅作斗

争，农民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在韶山燎原。

确实，在中国近代，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尤

其是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的愈发尖锐，越来

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单凭个人的道德行

为和品质以及个人的英勇和牺牲，不可能从

根本上解决沉疴已久、积重难返的社会体制

问题。一批批仁人志士开始对旧有的观念、

方法和体制进行革新和突破，从晚清洋务派，

到戊戌六君子，到辛亥革命的志士们，再到新

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他们

不断探索，侠义精神也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升

华，它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个人英雄主义，

而是更多地与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相结

合，最后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逐渐升华成无

产阶级革命精神。这个过程既保留了侠义精

神中的正义、勇敢和无私的品质——构成了

无产阶级革命者们的精神支柱，又赋予了它

更加科学、系统和深刻的内涵，使得无产阶级

革命精神在革命实践中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可

操作性。

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指引下，“韶山五

杰”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用实际行动践

行了革命理想，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和白色

恐怖，毫不退缩，勇敢地执行秘密任务，与敌

人斗智斗勇，燃烧自己的生命去点亮共产主

义理想的光芒。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医生、

学生、狂生、先生”们前赴后继投入无产阶级

革命中，他们不仅具备侠士般的英勇和胆识，

更有着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革命信念，为无产

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通过历史的

演进和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吸收了马克思主

义革命观的精髓后，成为了如红船精神、井冈

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一系列具有鲜

明时代特色的革命精神的重要构成元素。这

种转化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也展示了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

步过程中的精神风貌。《堡垒》通过对“韶山五

杰”这段历史的合理改编，生动形象地展现出

了侠义精神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不断完善升华

的过程，对当下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如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深入人心，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步入新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侠义精神也将会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