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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片通常以灾难事件或末

日景观为观众提供超越日常经验

的视听冲击和心理情感体验，叙

写英雄主义光辉的同时激发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辨，传递

并且塑造捍卫人类家园的命运共

同体、责任共同体意识。毋庸讳

言，灾难片一直是中国电影类型

化 尤 其 是 主 流 电 影 类 型 化 的 短

板。如何与主流叙事同频共振，

实现主流价值观的有效建构与传

播，是中国式灾难片类型化多维

拓展的深层命题。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领衔

出品的电影《峰爆》，讲述了史无

前例的地质灾害突降县城，山体

滑坡、泥石流接踵袭来，行将吞没

县城，十六万民众命悬一线。在

二十四小时天崩地裂的巨大危机

中，以洪氏父子为代表的中国铁

建英雄们（前身中国铁道兵）逆天

灾而行，展开争分夺秒、与时间赛

跑的生死救援。影片以当代中国

铁建英雄们对抗灾难，保卫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为叙事主线，险象

环生的灾难奇观与温情动情的抗

灾叙事并行，塑造了救灾抢险、舍

己为人的当代英雄群像，在银幕

上为中国铁建谱写传奇颂歌的同

时，也对中国灾难片的主流价值

引 导 和 视 听 特 效 技 术 进 行 了 有

益、有效探索和拓展。

人性化的“求生”和英雄化的

“拯救”是灾难片核心的类型叙事

线索，在当前的疫情语境下，观众

对抵御灾难的情感心理体悟则更

为直观直接，每一个人都感同身

受。当下的灾难片想要与观众进

行有效乃至无缝对接，则必须在

个体情感心理体验上实现更高更

具张力的同频共振。作为一部有

人性温度、社会深度、人类情感精

神高度的灾难片，《峰爆》并没有

陷入单纯的灾难场面展示，单纯

的视听奇观，而是力图把宏大叙

事转化为个人化叙事，重视个人

性格的刻画塑造，呈现感染观众

的日常情怀，在密集呈现灾难特

效和动作奇观的同时竭力建构出

层次丰富的家国情感世界，润物

无声式地完成了主流价值观的建

构传递。影片以父子情回溯家庭

的隐秘往事，以恋人情勾勒新时

代青年无畏奉献的责任担当，以

战友情彰显中国铁建人攻坚克难

的优良传统。与以往救援题材单

向度的国家叙事不同，《峰爆》以

丰富的人物群像围绕救灾主题建

立起了有温度、有力度的情感叙

事，从不同关系角色的视角出发，

洞悉地震险情中常人无法体验想

象的重大挑战和情感遭遇，从个

体情感体验入手折射出父子、恋

人、战友在面对抢险救灾时的人

性闪光点，有效代入观众，进而被

角色魅力所感召，认同人物行为

所带来的价值意义。

《峰爆》尝试突破传统主旋律

电影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单向度设

定。在多组人物关系中，老洪和

小洪的父子情感线索作为主线，

有别于以往主旋律电影稍显简单

的家国同构。影片虽然对英雄主

人公也进行了精神上的提纯，但

在彰显英雄本色的同时不掩饰其

作为普通人的私人情感，家庭内

部遗留的叙事矛盾为人物性格和

情绪上设置了核心的叙事障碍，

使得英雄成长行为更具有弧度，

既丰富了角色背景和性格历史，

在影片高潮部分表现超越性的牺

牲精神时，也同步实现了个人救

赎的亲情修复。可以说，《峰爆》

在塑造英雄形象时，最大限度地

摆脱了以往英模片苦情说教的叙

事模式，以“父子关系”化解了主

旋律电影中惯有的英雄因个人得

失与崇高目标牺牲的两难境地，

同时也在叙事上完成了“英雄形

象族谱”的现代化转换升级。黄

志忠饰演的父亲形象，正是老一

代中国电影所树立起来的英模形

象，高度律己，舍家为国，对自己

对 家 人 都 是 近 乎 于 不 近 人 情 的

“苛刻”。这种形象是中国电影自

建国以来在传统主旋律电影中惯

有的“由国及家”的角色设置，但

年轻观众可能已经“无感”。在当

下文化语境中，家国同构的叙事

已经向“由家及国”转变，朱一龙

饰演的儿子则是在家国信仰和父

性精神的双重感召下克服了心理

障碍，最终与父亲和解，矛盾实现

了英雄的自我救赎。影片也通过

化解父子矛盾冲突的化解最终完

成了从中国铁道兵到中国铁建人

英雄精神的代际传承。同时，影

片还塑造了陈数、焦俊艳饰演的

立体丰满的巾帼英雄形象，她们

果敢决然、充满勇气与担当的大

无畏精神也让观众心甘情愿地成

为了情感上的“俘虏”。

在整体格局上，影片中的牺

牲和奉献行为并没有将个人、家

庭和国家的多重情感割裂开来，

反而展现了较强的统一感；在突

出牺牲精神的同时，影片整体的

情感逻辑、行为逻辑是以人为本，

以生命为本，以每一个个体生命

为本，价值建构与呈现实现了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了现

代化。面临地震危机时，“家可以

重建，人必须活着”；为了拯救人

民的生命，必要时可以牺牲十年

心血建成的高铁隧道，这种以生

命体验为核心、践行“灾难面前，

生命至上”的叙事策略既体现出

“民本、民贵”的中国传统文化视

点，也彰显出鲜明的“中国式救

灾”态度。

在类型电影中，银幕英雄形

象塑造是彰显文化价值的重要精

神指标、文化指标。好莱坞超级

英雄遍及全球银幕，成为美国价

值观的重要载体。中国电影如何

针对新的社会情境塑造新的英雄

形象，以人类共同价值不断修正

英雄叙事，在感召本土观众的同

时于国际影坛产生共鸣，也将是

中国电影发展和传播的深层持久

命题。《峰爆》与《流浪地球》、《烈

火英雄》、《紧急救援》等电影组

成了国产灾难片的类型复合叙事

群，即将灾难叙事与家国情怀相

结合，不同于好莱坞电影的个人

英雄，而是以国家话语施行拯救

叙事策略，当地震、火灾等灾难符

号危及人民生命财产，通过国家

力量的各类拯救行动确立起具像

化的国家形象，化解危机，以此消

除群体所面临的灾难恐惧，进而

建立起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意识。《峰爆》在主题上也承续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如影

片中陈数饰演的一线基建负责人

所言，不同于好莱坞电影，“在灾

难面前，西方人的传说是诺亚方

舟 。 我 们 祖 先 的 故 事 是 精 卫 填

海、愚公移山”。影片所彰显的正

是中国铁道兵到中国铁建人半个

世纪以来移山填海的精诚之志，

更是中国人面对灾难时共济天下

的中国精神、中国气魄、中国价值

和中国力量。

《峰爆》的灾难和动作特效场

景超过全片一半的容量，特效镜

头超过 1600 个，影片以高强度的

特效视听创设出令人震撼甚至恐

惧的地震、泥石流等灾难场景。

影片的灾难奇观表现也是随剧情

逐步升级，在叙事节奏上形成了

情绪累积的爆发力和威慑力，令

观众更容易代入情感体验，与主

人公一起直面生死存亡的艰难选

择，在惶恐与绝境中经历人性考

验。《峰爆》的特效制作，无疑能

为中国电影的特效发展、视听奇

观打造做出有益探索，也或成为

今后国产灾难电影值得期待的发

展方向。从当前产业环境来看，

《峰爆》将灾难场面、视听奇观、

极致动作、英雄群像、家国情怀共

融于类型叙事语境中，是近期难

得的头部电影作品，将为出现低

迷的电影市场注入活力。疫情以

来，中国电影市场有点低迷甚至

一度停摆。毫无疑问，当前中国

电影发展正处于关键时刻、艰难

时刻乃至至暗时刻，面对疫情的

持续性影响，中国电影市场正在

发生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结构

性调整。95 后、00 后观众更多选

择了从非电影院渠道观看电影，

导致 2021 年暑期档票房只有 73

亿 元 ，同 比 2019 年 下 降 近 60% 。

中 国 电 影 正 面 对 观 众 流 失 的 风

险，亟需利用头部类型电影打造

影院的“注意力经济”，以期带动

观众，点燃市场，吸引年轻观众群

体重返影院。与电影中对抗天灾

的大无畏精神相一致，现实中也

需要更多像《峰爆》的头部类型影

片来引领市场，实现电影市场的

“紧急救援，中国式救援”，为电

影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和动力。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中国电影自产业化以来获得

了多方面的拓展，无论是产业规模

方面，还是叙事本体层面都有喜人

的进步，其中对以公共利益为导向

的公共参与也开始成为电影人的

创作目的，体现电影人和整体行业

的社会责任感，其实这也是社会治

理进步的一种表征。在进入公共

社会话题层面，中国电影已经有许

多作品关注了社会的热点问题，以

高品质的形态进入市场，获得口碑

和票房的双丰收，这些影片表现的

话题引起了社会各层面的关注，并

促进了某些问题的解决和完善。

这些影片有以关注重症医药问题

的《我不是药神》，有关注拐卖儿童

的《亲爱的》等影片，而新近的《失

独》也是电影人为社会问题进行公

益思考的一次新探索。

《失独》讲述的是，因一次意外

纠纷，项岩失手让同为独子的楼一

凡丧生，让楼剑、林娟夫妇陷入深

深的创伤中无法自拔。影片中让

两个家庭坠入深渊的缘起仅是因

为项岩的一时贪心，但对楼剑夫妇

造成中年丧子的悲痛与无助，在当

下的社会显然具有代表性。有关

数据显示，2010 年我国失独家庭已

逾百万，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信息及卫生部的统计，每

年约产生 7.6 个失独家庭，且正以

每年近8%的速度增长，甚至有学者

预计 2050 年，全国失独家庭将超

1100 万，因而失独父母将超 2000

万。这一庞大的人群正成为社会

中无法忽视的存在，他们的工作与

生活，他们的心理创伤和未来养

老，都是需要社会给予关注和解决

的问题，相关学界和部门也一直在

关注这一领域的问题。钟海导演

的《失独》，也正是作为主流媒体的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以文艺对社会

问题的公共参与而推出的一部有

力度的公益思考的作品。

失独对于一个家庭而言，自然

是极具灾难性的。《失独》对于这如

浸于深渊般的痛苦进行了必要而

又节制的铺陈。从楼剑夫妇开心

庆贺一凡出国留学，到儿子受伤不

治晴天霹雳式反转，楼剑到处追寻

凶手，林娟楼顶自杀，夫妇俩的悲

伤在银幕中满溢而出，悲痛的桎梏

也压抑着银幕前的观众。为了呈

现这一悲剧性事件的代表性和穿

透力，在矛盾主体的两个家庭之

外，主创构置了比较丰富的人物关

系图谱，比如楼剑夫妇各自工作岗

位的相关人等，一凡的女友和同

学，街道办的主任和张彬彬以及他

父母；而另一边是项岩打工的餐馆

及舍友，其父母及“能人”老乡，长

途车上离家出走的女孩，还有义务

辩护的律师。尤其项岩一家来自

乡下，因而影片为观众呈现了一张

编织得较为绵密的社会生态网，这

些关系网的存在才能让影片的叙

事变得结实，进而让失独所产生的

严重后果变得真切而有冲击力。

当然，悲伤只是银幕叙事的一

部分，如何引导楼剑夫妇从悲伤的

深渊中走出来，更是影片叙事的重

要目的，而这也是影片对于这一社

会 问 题 进 行 公 共 参 与 的 意 义 所

在。为了应对这场无妄之灾的降

临，影片设置了街道干部张彬彬，

这位新投入工作的生涩的小伙子，

是整体社会对于失独家庭进行开

解引导的叙事支点。自然这些开

解并不能顺利完成，所以影片开始

呈现了他的冒失和莽撞，结合项岩

一家的进入，让他正面的引导逐步

发挥作用，但也只是浅层次的引

导，却又是关键和必要的引导，因

为只有经过他的铺垫，后面律师的

进入，一番法律层面的说辞以及情

感的打动，才能让观众相信让楼剑

夫妇走出悲痛的深渊，毕竟生活还

得继续。

项岩，虽然是悲剧的始作俑

者，但他身份的设定也包含了主创

的悲悯之心，他虽一时贪心，但挥

刀刺人也是被暴力围击之后的应

激反应，重要的是他来自贫困的乡

下。这种底层的身份设定一方面

容易让观众原谅他的过失，容易接

受楼剑夫妇有走出阴影的心理基

础；另一方面则让这场事件更具有

悲剧性，让生活的某种无常更为

“扎心”。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存才

让“失独”在影像的叙事中成为更

具深重与厚度的社会话题，引起观

众和社会各界思考，去关注这群特

殊人群，去寻找解决的方法，既提

供帮扶，更进行精神方面的开解。

《失独》构置了一个较为丰富

的人物关系，从而让主创可以进行

较为丰富的叙事。虽然是小成本

影片，但影像叙事比较沉稳，呈现

了完整的四季更替，尤其是雪景的

进入，非常应和叙事的氛围。影片

聚焦于“失独”这一沉重的话题，但

显然不止于“失独”。开场事件的

偶然性，也提醒着社会生态成熟构

建的重要性，如若项岩不起贪心，

如若一凡同学不狂暴出手，悲剧应

该能够避免。对这些悲剧的化解，

显然光靠街道办是不可能完成的，

这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

提升国民素养，需要社会生态全面

系统的提升，让社会文明达到新的

高度。

楼剑夫妇在某种程度上原谅

了项岩，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复仇的

自己和绝望的自己取得和解，步入

较为正常的生活状态。主创这样

的处理是故事文本的逻辑和社会

伦理的逻辑达成巧妙平衡的结果，

楼剑夫妇走出阴影的处理，呈现出

社会各个层面都可以接受的一个

结果，这是一种主流媒体从社会责

任出发的叙事取向，在社会伦理层

面完成了对社会的思考和人文关

怀的倾注。这部影片不仅仅是记

录与描述社会的一些需要关注的

事件，更是对社会生态建构的积极

进入。

电影因其视听信息传递的便

捷性，与大众关系的亲密性，处在

舆论风口的中心地带，对周边文化

产业具有带动性，极易产生社会影

响力，在诸多文化事业中占据着非

常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中，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发展是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事业的

繁荣发展自然也是题中之义。承

接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电影在

具备量的规模基础上，应该追求质

的螺旋式上升，参与到社会文明提

升的前进洪流中。而以公共利益

为导向的公共参与是电影发挥其

功效的途径之一，它们有着柔性却

也坚韧的力量，《失独》便是这样的

代表作品。

（作者为《电影艺术》主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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