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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情感表达策略与整体节

奏把握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尽

人意的瑕疵，但《烈火英雄》仍然是

一部血肉丰满、震撼人心的电影。

通过泪水深埋的英雄叙事，影片成

功地将油爆大火中的消防官兵、故

事情节里的主要人物与坐在影院内

的大量观众联结到一起，在银幕上

下达成了一种渴望的理解与难得的

共鸣。

正如原著作者鲍尔吉·原野在

创作谈中所言，采访写作大连“7·
16”大火纪实文学的时候，当事人不

止一次放声大哭，作者自己的泪水

也洇湿了那些文字；改编成影片之

后，跟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感同身

受的电影观众，同样会情不自禁而

又 一 遍 一 遍 地 流 泪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在回应“刻意煽情”这一批评时，

导演陈国辉表示，自己跟编剧强调

的是不要过于煽动观众的情绪，但

观 众 会 哭 是 因 为 影 片 的 情 感 很 真

实。确实，如果有真情，心中总存敬

畏 和 悲 悯 ，世 上 最 深 的 水 便 是 泪

水。通过泪水深埋的英雄叙事，《烈

火英雄》弥合了主旋律电影与主流

电影之间经常存在的裂隙，缩短了

英雄与常人之间人为设定的距离，

也增强了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彼

此 对 话 的 情 感 凝 聚 力 。 正 因 为 如

此，《烈火英雄》不仅树立了国产灾

难电影的新标杆，而且为主流电影

寻找到一条表情达意的新路径。

弥合主旋律电影与主流电影之间

经常存在的裂隙

最近几年来，随着电影产业的不

断调整，以及中国电影新力量的崛

起，特别是随着《战狼 2》、《红海行

动》、《我不是药神》和《流浪地球》等

影片的出现，主旋律电影与主流电影

之间曾经存在的裂隙，有望得到进一

步的弥合。国产电影里的主流电影，

也将逐渐取代曾经的主旋律电影，在

中国电影甚至世界电影的版图中，占

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事实上，在

题材选择、叙事方式、时空拓展以及

审美风格等方面，主旋律电影曾经面

临的困难和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既有

热切的家国诉求和人文关怀，又试图

面向全球视野和普世价值并获得观

众支持和票房佳绩的主流电影中，正

在被一点一点地克服和超越。毫无

疑问，这些既具广泛的社会效益，又

有可观的经济效益的主流电影，既调

整了主旋律电影的话语表达方式和

观众接受机制，又强化了商业电影的

主流价值观和精神文化共识，更在政

界、业界与学界、媒体和受众之间形

成不可多得的交流平台，甚至在海峡

两岸与中外电影之间，搭建了一座极

为重要的沟通桥梁。

《烈火英雄》便是如此。影片虽

然改编自纪实文学，但没有停留在一

般的消防题材的宣传教育功能与救

火英雄的歌颂缅怀使命上，而是从大

量纪录素材和其他相关事迹中寻找

重构故事的新方式，并在火灾灾难片

的类型框架里，重新设定影片的背景

场景、声音画面与情节要素，试图在

纪实与虚构相互交织、故事与情感彼

此激荡的前提下，精心营造影片的时

空结构、人物关系和基本节奏；除此

之外，从影片公映前后的各种反馈来

看，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参演明星

的优良表现与紧张刺激的情节设置、

不时催泪的观影体验等等，都在观众

中形成了较好的口碑与期待。正是

在将一般的消防片题材转化为普遍

的火灾片类型与主流的英雄片叙事

的过程中，《烈火英雄》将观众深埋

的泪水激发为全民的感动，也成功地

完成了从主旋律电影向主流电影的

转型。

不得不说，从主旋律电影向主流

电影的转型，亦即两者之间裂隙的弥

合与平台的搭建，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的全球

化语境、文化工业实践与类型电影探

索中反复寻求、不断试错，并渐趋明

晰的，离不开中国本土、欧美与亚洲

各国电影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和大

量教训。《火烧摩天楼》（1974）、《十万

火急》（1996）和《烈火雄心》（2004）等

火灾灾难片，无疑已成相同类型电影

创作的经典范例；最近几年来，也有

韩国的《摩天楼》（2012）、美国的《勇

往直前》（2017）和《摩天营救》（2018）

等优秀影片在影院上映，并引起中国

观众的较大关注；而在国产电影领

域，《逃出生天》（2013）、《救火英雄》

（2014）和《火线任务》（2018）等，尽管

有的并不尽如人意，却也在转型的过

程中取得了各自的成绩。《烈火英

雄》的出现，无疑是国产火灾灾难片

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缩短英雄与常人之间

人为设定的距离

对于主旋律电影和主流电影而

言，代表着主流价值观和普世伦理内

涵的英雄形象或正面人物，大约是不

可缺失的；这也可以在以好莱坞为标

志的世界主流电影的话语体系中，得

到非常明确的验证。然而，由于各种

原因，特别是为了强调英雄形象或正

面人物与众不同的精神品质，在许多

主流电影塑造的英雄形象与英雄形象

之间，以及英雄形象与普通人物形象

之间，总是存在着许多人为设定的距

离，既将影片导向一种架空现实的英

雄神话，又将受众导向一种价值中空

和意义耗散的游戏。

诚然，在詹姆斯·邦德、印第安纳·
琼斯等超级英雄，特别是在以漫威、迪

士尼的虚构英雄为标志的形象体系中，

英雄或与常人完全无关，或在英雄与常

人之间形成一种专门的设定，并以此作

为英雄叙事的主题；但在一般的主旋律

电影和主流电影里，如果需要在电影叙

事与受众观影之间建立一种面向现实

社会和真实人生的意义联系，就需要在

英雄形象的性格与行动中，找到跟常人

和受众相互一致的内心依据，并以此作

为影片与受众之间产生情感共鸣的必

要中介。

也就是说，在一般的主旋律电影

或主流电影里，英雄叙事的主要动力

之一，应该就是缩短甚至消除英雄与

英雄或英雄与常人之间因为各种原因

而人为设定的距离。在这方面，《烈火

英雄》也跟《战狼2》、《流浪地球》等影

片一样，通过各种方式作出了明显的

努力。

就像各款海报所重点提到的一

样，《烈火英雄》在“平凡英雄，赴汤蹈

火”中注重了英雄的“平凡”身份；也在

“血肉之躯，守护你我”中强调了英雄

的“血肉”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在将

英雄“常人化”的同时，又以“用电影抵

抗遗忘”将常人“英雄化”，呼唤人们记

住普通的消防战士，致敬牺牲的烈火

英雄。

影片中，黄晓明饰演的江立伟，就

是一度指挥失误痛失队友并带着无限

歉疚期待救赎的一个普通的消防中队

队长，甚至因为一直感觉愧对妻儿队

友而患上了应激综合征，这种符合职

业特点和观众期待的人物形象，正是

让观众产生自我代入和情感共鸣的

“常人”素质；杜江饰演的马卫国，虽然

也是特勤中队长，但在军人父亲面前

总是缺乏应有的成就感；欧豪饰演的

徐小斌，更是一个普通消防员，正在跟

恋人大闹别扭。他们都是身陷各种问

题之中的“常人”，也都需要一些超出

“常人”的英勇行为为自己“正名”。正

因为如此，当致命的危险和救赎的机

会一并到来的时候，无论是影片里的

江立伟、马卫国和徐小斌，还是影院里

的普通观众，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并

毅然地冲进火海“逆向而行”。这些

“英雄”牺牲自我，或者获得理解的瞬

间，就是所有的观众泪水喷涌的时刻。

正是因为最大限度地缩短了英雄

与常人之间人为设定的距离，《烈火英

雄》塑造了常人一般的“英雄”，感动了

影院内外的大量观众，在中国电影里

成就了一种泪水深埋的英雄叙事。

增强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

彼此对话的情感凝聚力

在和平年代里，消防员的奉献和

牺牲实在太过严酷和惨烈，但也确实

较易被人忽视和遗忘；即便已经牺牲

的烈火英雄，也在岁月的汰洗中，可能

比其他领域的英雄特别是战争英雄更

早被忘却。毋庸讳言，无论消防员或

者烈火英雄，还是他们的家庭，以及与

他们息息相关的全社会，面对这种状

况，都会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火是文明的种子，但火灾是人类

的梦魇。迄今为止，在数量上，电影里

的烈火英雄或许远远不及现实中的烈

火英雄，这是电影作为人类文明和大

众文化有愧于消防这个职业以及无数

烈火英雄的地方；电影及与此相关的

资本，都更愿意打造令人愉悦的梦幻，

缺乏跟观众一起直面大火灾难的勇

气，因此较少选择如此严酷而又惨烈

的题材和类型，这也是影像文化时代

里，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总是缺乏有

效的对话沟通和情感凝聚力的重要

原因。

期待更多一些有关烈火英雄的电

影，能够在泪水深埋的英雄叙事中，一

次又一次地通过泪水的释放，把个人、

家庭和社会凝聚在一起，让每一个人

都学会感恩并懂得珍惜。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香港警匪片近来大有复苏之势，自

2018年《无双》获得成功后，仅2019年，

内地市场便已上映了《反贪风暴4》（4月

4日）、《追龙2》（6月6日）、《扫毒2：天地

对决》（7 月 5 日）等一批获得不俗市场

反馈的港式警匪片，最新的一部是《使

徒行者2：谍影行动》。该片于8月7日

上映，首日票房1.7亿，创下了今年港产

片的最好成绩。

作为代表类型，港式警匪片早已形

成固定套路：“卧底+兄弟情+枪战”追

逐是标配，尽皆癫狂、尽皆过火的风格

与场面也必不可少，甚至连演员都离不

开刘青云、张家辉、古天乐、吴镇宇等几

张熟悉的面孔。而观众的观影乐趣，也

就离不开在熟悉的套路里寻找那些再

现经典与推陈出新之处。《使徒行者2》

亦不例外：在熟悉的配方与熟悉的味道

之中，创作者亦有许多推陈出新的努

力。本文将从卧底、兄弟情、动作景观

等几个关键词来探讨该片对港式警匪

片的继承与创新。

卧底情节的拓展与弱化

卧底是香港警匪片的重要题材。

基于身份与环境的错位与对立，卧底题

材天生自带强烈戏剧冲突。无论是警

中之匪还是匪中之警，身份的隐藏与揭

示一直是卧底片的核心冲突所在。最

经典的卧底片是《无间道》，该片不仅以

警匪互派卧底的设定将冲突加倍，更深

入揭示了卧底人员如身处无间道般煎

熬的内心世界，令港产卧底片登上高

峰，成为港产警匪片的一个亚类型。但

是，《无间道》的成功也令此后的卧底片

创新困难，无论是警中之匪还是匪中之

警，似都难以超出《无间道》建构的卧底

模式。

比较而言，《使徒行者》系列在卧底

情节上创出了一定新意。《使徒行者》原

本是香港 TVB 于 2014 年制作的警匪

剧，也是 TVB年度收视冠军，是TVB经

典剧集IP之一。在剧集成功的基础上，

TVB于2016年开启了《使徒行者》电影

版。电影版第一部延续了电视剧的核

心情节：警方寻找失联卧底。故事讲述

警队高级警官康 Sir 被人杀害后，他所

联系的卧底人员也与警方失去了联

系。由于资料被毁，相关人员的身份亦

无人知晓。此时，出现了两个用康 Sir

特定密码跟警方联系的人自称是警方

卧底Black Jack，二人孰真孰假便成了警

方必需辨别的问题。此一设置打破了

一般卧底片或查警中之匪或查匪中之

警的套路，为卧底片开出了新意，也受

到了观众的欢迎。

《使徒行者2：谍影行动》的内容与

第一部并无联系，但对于卧底的设置与

前一部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上次

是在匪中找警，这次是在警里寻匪。警

里寻匪的故事不算新鲜，但《使徒行者

2》的重点并不在于此。影片试图扩大

卧底题材的叙事空间，因而虽仍少不了

追查黑警的线索，但更多场景用于讲述

警方与一个跨国犯罪组织间的斗争。

该组织在全球拐卖儿童，有的训练后送

入警队做黑警，有的则被卖入淫窟。一

个女记者因黑入该组织电脑系统后用

密码锁上了重要情报而受到该组织的

追捕。警方为抓捕坏人而说服女记者

合作：以女记者为诱饵，派警察假扮犯

罪分子与该组织进行交易。这个故事

融警匪、谍战、反恐、枪战于一炉，一波

三折、环环相扣又不断反转，非常引入

入胜。

内容扩展后，卧底情节在《使徒行

者2》中被弱化。事实上，故事进行到一

半，观众对于孰黑孰白早已心里有数，

接下来所看的便是警察如何与犯罪组

织斗智斗勇，而这便离不开港产片的另

一个关键词：警匪兄弟情。

港式“警匪兄弟情”的极致再现

兄弟情是港产片的一大特点，而警

匪片更盛产一种令人激情澎湃的“警匪

兄弟情”，即分属警匪两个阵营的兄弟

间的情谊。此类影片的流行源于吴宇

森《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等片的成

功，常在强烈冲突的情境中以激烈枪战

及打斗表现人物间的彼此忠诚及对恶

势力的不屈抗争，其关键词是对立、信

任与热血。

港式“警匪兄弟情”的叙事特点有

三：1.具有兄弟情感（不必是亲兄弟）的

二人（或三人）分属警匪两个阵营，时常

在对立与亲密、正义与邪恶、理智与情

感、信任与怀疑等情境中纠结痛苦。如

《英雄本色》里的宋子豪（狄龙饰）和宋

子杰（张国荣饰）本是亲兄弟，但因宋子

豪为黑社会、宋子杰为警察，后者一直

对前者充满怨恨。2. 虽然警匪殊途，兄

弟间仍相互理解信任。如《喋血双雄》

里的警察李鹰（李修贤饰）和杀手小庄

（周润发饰）虽是在抓捕与逃脱的过程

中认识，双方却在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了

解了对方，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觉。此

种惺惺相惜在今天的港产片中更演变

为对兄弟的绝对理解与信任。3.结局

处警匪兄弟会遭遇恶势力、也即是双方

共同敌人的猛烈攻击，他们会并肩携手

与之对抗，并在经过激烈枪战后消灭敌

人，而他们也会为此付出惨烈的甚至生

命的代价。

港式“警匪兄弟情”在影像表现上

也有许多经典“名场景”：诸如兄弟二

人分别以白衣黑衣的造型出现；兄弟

二人（或三人）举枪互指，但子弹会与

对方擦身而过射向在对方身后袭击的

杀手；兄弟二人（或三人）背靠背与众

人枪战，前面自己挡，后背交给对方；

激烈战斗后身受重伤的两人相互搀扶

勉力向前去迎战恶匪的背影；教堂里

惊起的白鸽等等。这些场景多源自吴

宇森《喋血双雄》等片，在此后的警匪

片中又不断复现，成为港式“警匪兄弟

情”的标志。

《使徒行者》电影系列主打的是“兄

弟情”，“警匪兄弟情”被渲染到淋漓尽

致。第一部中张家辉与古天乐饰演的

蓝博文和邵志朗两兄弟是立场对立的

真假卧底，也是性命相托的兄弟，其经

典台词就是“做兄弟，在心中。你感觉

不到，我讲一万句都是废的”。结局处

两人生死与共联手抗敌，蓝博文更在最

后一刻抱着敌人冲向巴士，以生命救下

了邵志朗。《使徒行者2》也不例外。导

演文伟鸿表示：“这次的兄弟情会比第

一部更直击人心。”片方还专门出了一

系列角色海报，海报上用魔方显示摩斯

电码，所有角色海报组合到一起，便显

露出了那句经典的“做兄弟，在心中”。

因此，与薄弱的“找黑警”相比，故事更

注重的是“找兄弟”。片中同样是由张

家辉与古天乐饰演程淘和井进贤两兄

弟从小亲密无间，后来其中一个被犯罪

组织拐卖而失散。30年后两人在警队

相遇，实际已分属正邪两个阵营。但

是，“做兄弟，在心中”。虽然30年未见，

但一经认出对方身份，双方马上成为可

以为对方挡子弹生死之交，而程滔更是

明知井是黑警，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

他。在通过密码了解到井进贤是因孩

子被犯罪集团胁迫做黑警后又派人帮

井救出了孩子。于是，影片最后仍然是

两兄弟生死与共、携手一起对抗凶残的

恶势力。兄弟身份在此成为正邪判断

的标准，将港式“警匪兄弟情”发挥到了

极致。

《使徒行者2》对港片“警匪兄弟情”

的标志性场景展现也很充分：黑白分明

的服装造型，两人背靠背进行枪战，三

人举枪互指、但子弹最终都擦身而过，

伤重的兄弟两搀扶迎敌，白鸽在身边飞

起等场面一个不少，令人充分沉浸于港

产片黄金时代的影像幻境。

动作景观的拓展

港式警匪片从来不缺乏激烈的打

斗和枪战场景，从“小马哥”取之不尽的

手枪和用之不尽的子弹开始，警匪片便

在香港街头巷尾、酒楼茶肆、商场民居

等各种各样的场景和白天黑夜等各种

各样的时间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打斗、

飙车和枪战等动作景观。《使徒行者2》

自然不缺此类景观，影片的拓展在于没

有拘泥于香港本土，而是将取景范围扩

大到了东南亚及西班牙等地。

影片最为人称道的是大胆将正邪

对决时的打斗及飙车放在西班牙“奔牛

节”上展开。据动作导演钱嘉乐透露，

拍摄时候真正的奔牛节已过，但为了拍

摄想要的画面，剧组真的让主演在壮汉

与蛮牛间飙车，几乎是过了“第二次奔

牛节”。众牛奔腾的危险加上飙车的危

险、枪战的危险，给观众带来了极度惊

险的刺激感受。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奔

牛并非只是作为背景版加入影片，而是

被安排进了情节发展之中。在井进贤

即将被公牛袭击时，程滔开车挡在了其

前面，当牛退去，车门上的洞显示了程

滔所受的伤。这个受伤处与幼时井进

贤的受伤处相一致，显示出两人间微妙

的联系，也暗示了程滔对于井进贤的感

激之情。当然公牛在结尾处还起到了

一锤定音的作用，其是否合理也就见仁

见智了。

片中另一重要的枪战场景是警察

在缅甸执行任务遭遇袭击。虽然东南

亚景观在港产片中并不陌生，但此场枪

战的激烈程度却很少见。对战的武器

早已由手枪升级到冲锋枪，匪徒四周包

围，突突突突的火力令直升机也难以靠

近，两个主角背靠背抵挡四周猛烈的火

力，尽显生死与共的兄弟情。此外还有

女记者遇袭时的枪战等场景也都非常

激烈。

尽管整体上早已不复往日辉煌，香

港警匪片至今仍是广受欢迎的电影类

型，也是发展极为成熟的一种类型。故

事、人物、演员、场景和制作都相当成

熟，卧底、兄弟情与枪战追逐等套路也

被运用得炉火纯青。成熟的同时警匪

片也陷入到创新困难，过于模式化的情

节人物和场景在一次次勾起观众港片

情怀的同时也难以激起他们新的热情，

2019年更几乎出现了古天乐月月见的

情形。这对于香港电影的发展并非好

事，港式警匪片在保持自身风格的同时

还应有更多创新。《使徒行者2》一面浓

墨重彩港式“警匪兄弟情”，一面弱化卧

底情节、强化动作景观的处理亦是港片

在试图保持自身特点同时扩大格局、提

升类型的一种尝试。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

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会主任）

《烈火英雄》
与泪水深埋的英雄叙事

港式警匪片类型格局下的
经典重现与拓展

——评《使徒行者2：谍影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