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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飞天》：

现代视域下的乡村振兴愿景
■文/黄灵瑶

近日，江西豪铭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

电影《凤鸣飞天》在福建师范大学试映，获

得良好反响。该片聚焦“乡村振兴”“生态

文明建设”的时代主题，在著名的“理学名

城”江西崇仁拍摄取景，由中国铁路文工团

黄辉导演。观众认为，影片创新性地运用

麻鸡与主人公的交互视角，讲述了麻鸡与

主人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温暖故事，并

以巧妙手法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片中，

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开启了

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实践。

人物成长与乡村振兴的互文

《凤鸣飞天》将主人公命运融入乡村振

兴的宏大背景，使人物成长与时代命题互

文对照。影片讲述了一个都市创业青年顶

着重重压力，回到乡村发展生态麻鸡产业

的故事。当前，在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

压力的裹挟下，部分青年群体的精神面貌

相对低迷，呈现出诸如躺平、摆烂等消极文

化样态，而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余元雄却为

观众展现了身为新时代青年应有的精神

风貌。

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余元雄一开始

并没有“自己的故事”，但在实践与探索中

逐渐帮助家乡打出麻鸡的特色品牌，产品

得到市场充分认可。这个“养鸡青年”在振

兴家乡的过程中将自己塑造为故事的主

角，既使自身得到了历练与成长，也使乡村

发展因人才回流得到保障。

此外，女主角方碧涵的成长历程亦是

贯穿全片的线索。观众见证了小方姑娘从

胆怯逃避到勇敢面对病痛的蜕变，这是她

作为“凤”的重生与飞天，她助力了产业的

成长，也实现了自我的超越。有观众认为，

影片中相山上的老药师与方碧涵的对话颇

具人生哲理，老药师问：“你总是思考为什

么。为什么是我得这种病？为什么药膳不

起作用？为什么我的病还不好，你觉得你

这样想，你的病会好吗？”这句话恰与《论

语·宪问》中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

达”契合。主创借此呈现出影片的内核：遇

到困难时，只要以积极的心态坦然面对，便

能凤鸣飞天，迎来新生。

独特的动物视角与奇观体验

《凤鸣飞天》讲述乡村振兴的形式，并

没有拘泥于传统的乡村振兴题材表现方

式，而是另辟蹊径、拒绝陈腐与单调。在以

余元雄为主线的叙述过程中，同时选择了

被开发的对象“麻鸡”作为独特的第三方视

角展开辅助叙事。麻鸡虽是余元雄给家乡

带来的致富经，却不是简单的致富工具。

导演将麻鸡进行拟人化处理，不仅打破了

常规叙事视角，更使麻鸡得以抒发丰富的

情感，甚至可以与观众对话。

在余元雄、熊建飞辛辛苦苦开发麻鸡系

列产品和培育麻鸡的同时，麻鸡与观众共

同见证了他们的行动，亦参与了叙事，甚至

作为观众的化身对余元雄的行为进行评

价。一方面，观众通过奇特的在场获得了

心理上的奇观体验；另一方面，麻鸡说话时

幽默诙谐的风格让人忍俊不禁，无形中调

节了影片气氛，笑中带泪完成叙事。

通过双向观察，麻鸡与余元雄从一开始

的对抗到后来的相互理解、彼此支持，人与

动物在情感上走向了和谐统一。本片独特

的动物视角在辅助叙事的同时，也表达了

中华传统里天人合一，人、自然、自然造物

共处的美好愿景。

生动呈现“五个振兴”

乡村振兴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当

下中国被频繁提及。乡村是具有自然、社

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

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

进、共生共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迈进的路上，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而从具体路径来看，乡村振兴是要全面推

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

兴”。

《凤鸣飞天》立足“五个振兴”内涵，并

于其中寻求平衡。余元雄回到家乡后，对

家乡拥有良好资源却发展相对落后深感

惋惜，费尽心力组织人员对当地著名的麻

鸡进行养殖与产品开发。一方面，集结优

秀的技术人才，从麻鸡的生长环境与鸡苗

培育出发，为麻鸡产业提供了好的基础条

件。另一方面，开发多元的产品链条，独

具特色的养生麻鸡煲成为了他美好愿景

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他将眼光投向

了古老的中医文化，亲自上相山向老药师

学习，开发的麻鸡药膳获得了市场的一致

好评。由崇仁相山道家文化延伸出的药

食同源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

代表，以药膳为切入点展开叙事，是对相

山背后人文内涵的生动展现。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影

片亦对此做了具体表述。比如村委会为

村民们设置了积分奖励，村民如果能做到

文明行为，便可获得积分，并通过积分于

小卖部兑换奖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自

觉遵循。此外，本片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以麻鸡生态养殖为重心，将生态振兴落到

实处，推动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得

益彰。

《凤鸣飞天》是一部反映中国传统文

化与现代精神的影片，导演通过巧妙的电

影表现手法和深刻的现代主题探讨，展现

出极强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影片对

乡村振兴这样一个宏大母题进行具像化

描写，讲述青年人如何结合自身特长回报

家乡、建设家乡，为如何用视听语言表现

主旋律题材、如何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

化 等 现 实 问 题 提 供 了 一 份 优 质 的 影 像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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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 4 月举办的第十四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上，《走走停停》获得最佳影片、最

佳编剧，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成为这届

北影节收获最多的影片。自 6 月 8 日上映

以来，《走走停停》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口

碑，在端午档影片满意度调查中高居榜

首。影片以为数不多的场景、波澜不惊的

叙事、适中浓度的情感较为准确地反映了

当下人们的真实生活处境。而通过电影

的反身性策略，影片也唤起了观众对电影

作为媒介的思考。

从主人公的职业设置与电影创作的

自我指涉来看，《走走停停》与近两年上映

的一些国产影片如《永安镇故事集》《银河

写手》，尤其是同样由胡歌主演的《不虚此

行》形成了同一序列的呼应。《走走停停》

的主人公吴迪（胡歌饰），一个在事业和爱

情上都遭遇了失败的编剧，从北京回到家

乡，他的选择看起来像是前几部作品的人

物在平行宇宙中的某种走向。

只是对于吴迪来说，回到家乡的决定

好像并不艰难，事业与爱情的受挫也没有

带来多深的痛苦。但这一形象与近年来

影视剧中流行的“窝囊废”形象又不太一

样，吴迪不是唯唯诺诺的讨好型人格，也

没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高光时刻。他

提供了一种有自负但又不多，想躺平但又

不丧，对爱情有点向往但没有也无妨的

“淡人”形象。这样的男性主人公形象在

国产电影中是较为新颖的，也会令当下观

众产生一定的共鸣。

吴迪的编剧身份对普通观众来说可

能是陌生的，但当看到他回老家求职、在

超市遇到“别人家的孩子”等段落后，也许

会让观众产生一种“他在演我”的普遍认

同。就票房而言，《走走停停》相较类似题

材的影片收益更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

于它把创作者的问题置换成了更具有普

遍性的问题。吴迪虽身为电影从业者，但

他的问题却不再只是创作焦虑，而更多是

当下许多青年（或按照影片中高圆圆饰演

的冯柳柳的标准来说是中年）的普遍困

境，从而容易抵达更多的观众。实际上，

吴迪这种自我认知的青年-中年二象性，

本身也是当下人们真实处境的某种还原。

影片中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是真实且

有新意的。初看母亲江美玲（岳红饰），好

像是一个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念叨孩子、

包揽家务的母亲形象。但随着剧情的发

展，母亲偶尔冒出的几句英语、对音乐的

审美、对人生际遇的态度，真实生活与表

演的互文等等，让她成为了一个鲜活立

体、富有生活智慧的母亲形象。在父亲吴

明发（周野芒饰）身上，既能看到传统大家

长的影子，但又同时包含着反思与温情。

最后父亲借由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参与

到拍摄当中，帮助妻子、儿子完成了共同

的心愿，也丰富了父亲这一形象的面向。

影片对真实生活的还原也体现在没

有刻意去追求一种浪漫爱的表述。吴迪

与冯柳柳的互动会让观众建立起情感期

待，尤其是借着排练台词，两人半真半假

地流露出一些化学反应。但爱情在影片

中没有真正达成，最终只落在了结尾处汽

车的走走停停与始终未能交汇的目光。

这一段的调度是非常电影化的，也通过调

度形成了影片的题眼。在湖边的段落中，

当妹妹吴双（金靖饰）和摄影曹哥（甘昀

宸）在岸边喂小羊时，我听见后排的观众

说“这俩人是不是要好上了”。但到头来

什么也都没有发生，因为生活的逻辑本就

是这样，无法处处都洋溢着粉红泡泡。而

吴双本身的形象也可以生发出更加多义

的解读。

除人物塑造外，《走走停停》的另一个

突出特征是运用了电影的反身性策略。

电影的反身性是指电影通过自我指涉、自

我解构以及质疑自身的生产、表述和美学

形式，打破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从

而引发观众对电影作为媒介的思考。

在《走走停停》中，电影的反身性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电影创作者身

份的反思，吴迪的转变构成了这部分的内

容。二是考察观看的行为。全片以一部

电影作为开场，随着屏幕的后拉，我们跟

随主人公来到电影院里，开启了关于观

看、创作的思考；而通过对电视纪录片的观

看，影片也讨论了媒介与舆论的关系。三

是将电影的拍摄过程呈现出来，这部分构

成了影片的主体，既包括吴迪一行拍摄剧

情片《似是故人来》，也包括冯柳柳掌机纪

录片《回故乡的人》的过程。在双重拍摄的

交错下，摄影机成为了影片中一个重要的

存在物。摄影机一方面参与表意，触发喜

剧效果，如吴迪的特写省略掉了精心摆放

的书，吴双的特写规避掉了衣服上的字。

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真实与虚构的思考，看

似虚构的剧情片，却意外接近了母亲的真

实生活，并记录下了母亲最后的时光；而

看似客观的纪录片，却通过高度主观性的

剪辑成为了迎合流量的“虚假”内容。

母亲离世后，父亲坐在电脑前观看黑

白影像素材的段落令人动容。这一画面

也指向了巴赞意义上摄影影像的本体论

——电影正是通过再现技术，保存时间、

捕捉瞬间，将其固定为永恒的影像。父亲

后来的参演不仅让影片完整，他与母亲的

影像也共同构成了“此曾在”的确定性瞬

间，让电影成为死亡和时间流逝的对抗。

当身边的人一一离去，只身一人的吴迪在

电脑上敲下“走走停停 第一场第一幕”

时，生活与影像、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再次

被打破，影片也在这里完成了最后一次的

自反。

由邓原、潘钧导演，讲述广东云浮

独臂篮球少年张家城成长故事并由张

家城本人主演的电影《我，就是风》近

日在全国院线上映，影片无论在选题

及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显示出网络时代少儿体育电影创

作上的新探索。

一

就选题而言，《我，就是风！》从诞

生就带有网络基因，选择以张家城为

主人公创作影片离不开网络时代短视

频爆炸式增长和传播带来的“网红”效

应。

随着抖音等的兴起，短视频已成

为网络时代人们休闲娱乐、获取信息

的主要来源及记录生活、表达自我的

重要形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

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到10.26亿人，占

网民整体数量的95.2%。全球范围内，

TikTok 注册用户在 2023 年达到了 19

亿。

张家城正是在2020年因短视频传

播一夜走红的篮球少年。当时他还是

广东云浮高村镇中学的初一学生，5月

31 日，他在珠海观看篮球比赛时与比

自己高大的专业运动员单挑，单手投

入9球获全胜，其单手运球，转身过人，

跳跃扣篮等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赢

得了满场喝彩。视频上传网络后，得

到了国内外知名篮球明星的关注与转

发。6月1日，朱芳雨转发称赞这是他

“见过的打球最好的孩子”；易建联转

发时写下感言“心，永远都会是身体里

最强壮的部位”。而NBA球星库里亲

自出镜录制视频鼓励他“请继续发挥

正能量，告诉那些认为你不行的人，你

可以”。达米安·利拉德留言为他加

油，塔克留言称想赠送他签名球鞋鼓

励他。他的账号收获了上百万粉丝，

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

成为“网红”的张家城实现了许多

一般人难以完成的梦想，他得到了全

社会的认可，完成了广东省青少年运

动员注册、见到偶像易建联、为CBA复

赛开球等一系列梦想。他还获得了

2020南粤十大好网民故事，2017-2020

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2021

年广东省“新时代好少年”等一系列荣

誉。电影界也因“网红”效应发现了他

的故事，有了《我，就是风！》的诞生。

二

从内容来看，《我，就是风！》不仅

像一般体育电影一样讲述了主人公阿

城克服困难追求梦想的故事，也讲述

了其特有的在成为“网红”后所面临的

烦恼、困惑与选择。

张家城的走红虽然离不开网络传

播的影响力，但根源还是其自身顽强

的意志和追求梦想的精神感动了全社

会。作为一部体育电影，《我，就是

风！》自然不缺少对阿城意志和精神的

表现。比如片中的阿城在刚开始接触

篮球时控球不稳，投球力量不够，老师

对他也没有信心，同学不愿跟他一起

打，他就买了篮球在自家楼上看着手

机视频训练。他把左手当作左右手，

运球，俯卧撑，腿部肌肉训练，跑步，蛙

跳，投篮等训练一样不少，技术不断进

步，终于从自家的楼上训练到了夜里

的篮球场，再打到了正式的篮球赛

场。此一过程的细致展示揭示出了主

人公令人感动的精神和力量，奠定了

影片成功的基础。

然而，网络给阿城带来的并非只

有打球获得认可这一件事，在通过网

络获得社会认可的同时，影片也呈现

了成为“网红”给阿城所带来的烦恼：

除了众多想要了解阿城的采访者之

外，还有不少看中阿城流量，想让他直

播带货的商业公司也纷至沓来。影片

叙述者赵雅竹所在的体育IP孵化公司

便是其中之一，公司因雅竹与阿城的

同乡身份派其回到云浮去接近阿城一

家人，目的便是让她说服阿城同意签

约。这些人和事给阿城一家带来了困

扰。从阿城父母最初对雅竹的态度来

看，一个又一个外来的采访者和商业

公司令他们一次又一次揭开了阿城断

臂的伤口，给他们一家人带来了反复

的伤害。

影片也思考了“网红”身份对人物

命运的影响。作为动漫设计师，雅竹

也曾象阿城一样有过闪耀的时光，但

在赢得荣誉之后她的发展之路并不顺

利，自身的经历令她对阿城的未来充

满担忧。她提醒阿城：“网红”可能转

瞬即逝，他必须要做好梦想难以实现

的思想准备。这种提醒在一部励志体

育电影里或许不合时宜，但其却为影

片增添了现实的深度。毕竟欢呼之

后，如何继续走下去才是阿城必须面

对的问题。据最新报道，张家城目前

已上高二，他正在努力学习，希望考到

好的大学，在大学篮球场上，“继续打

我的篮球，继续去热爱篮球”。此一现

实与影片的思考相互呼应，更显出影

片在讲述阿城故事时“为之计深远”的

价值所在。

三

该片采用了许多适合网络时代的

表达方式。影片的一大亮点是以张家

城作为主演来扮演阿城。作为阿城原

型，张家城本人主演有许多优势：观众

早已通过网络对他非常熟悉，在大银

幕上看到就会备感亲切而容易带入；

他自创的独臂花式篮球动作并非其他

人能够完成，如果由其他人主演的话

也要再由他本人来做动作替身。而另

一方面，张家城缺乏表演经验，用他主

演带有一定冒险性。幸运的是，张家

城以自己聪颖勤奋克服了初登银幕的

不足，塑造出了阳光淳朴、大胆追梦的

阿城形象，也为影片增添了网络传播

的亮点。

动漫融入也是影片的一大特点。

片头、片中都有不少以动漫表现的打

球的场景，叙述者雅竹本人也是一个

动漫设计师。片中最突出的是动漫精

灵竹风铃。它的实物是童年阿城从雅

竹手里拿到的一个竹风铃，它挂在阿

城的窗前，是陪伴他成长的伙伴。而

在阿城遇到问题和困惑时，它就以动

漫精灵的形式出现在阿城面前与它交

流对话，这其实是阿城内心世界一种

外化。为何选择用动漫来表现这个外

化？导演说：“无疑，使用内心外化有

各种手段，比如心声、比如另一个自己

形象的出现等等。但创新的欲望激动

着我们，打破平庸的追求支撑着我

们”。最终他们采用了动漫这种网络

时代青少年最为熟悉和喜欢的方式，

使影片更为生动活泼。

“红于网络，却不能止于网络”。

网络时代，新的传播方式带来了受人

关注的新人物和新故事，如何发掘和

讲好这些故事？《我，就是风！》做出了

有益的探索。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

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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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停停》：

人物共鸣与电影自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