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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拯救嫌疑人》

华人金牌女律师陈智琪联手警察

金志雄展开调查一场绑架案，然而随

着案情深入她发现自己被卷入另一场

阴谋之中……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悬疑/罪案

编剧：孙琳 / 张末等

导演：张末

主演：张小斐 / 李鸿其 / 惠英红 /
王子异

出品方：恐龙影业/猫眼微影等

发行方：猫眼微影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父亲柳庭深一直不肯将冰晶糕制

作秘方传给儿子柳见三，父子之间产

生误解和隔阂。多年后，因父亲病重

回家探望的见三，终于发现父亲隐藏

多年的秘密原来和自己有关……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剧情

编剧：桂冠

导演：泷田洋二郎

主演：韩庚 / 张国立 / 薛昊婧

出品方：剧魔影业/剧角映画等

发行方：人间指南

《普通男女》

电影围绕在大城市拼搏的李一甜

的故事展开，展现新一代年轻人的生

活现状。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剧情

编剧：刘雨霖

导演：刘雨霖

主演：黄璐 / 郭涛 / 张国立 / 段博文

出品方：爱奇艺影业/恒业影业

发行方：淘票票/阿里影业等

《家园·重返地球之战》

太空作战部队士官姜森接到任

务，将与大部队一起登陆地球。来到

地球后，他意识到这场战争背后似乎

有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上映日期：11月3日

类型：科幻

导演：陈乐春

主演：张博楠 / 张双利 / 冀贞贞

出品方：无锡第八区影业等

发行方：辣条屋影视

开“天路”的
当代愚公

——评电影《开山人》 ■文/周 夏

《热搜》：

新媒体舆论战的揭秘与惊心

■文/高小立

■文/郭本敏

《七声》：

一部值得咀嚼的温暖的电影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从2012年的《搜索》到今年的《热搜》已

经过去了11年，这11年网络自媒体蓬勃发

展，涌现了诸多有影响力的微博大V和微信

公号，直接把我们带入了一个真假难辨、鱼

龙混杂的“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即

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而

情感煽动成为主导舆论的主要手段。《热搜》

这部电影就是把后真相时代新媒体如何制

造热点博取眼球、赚取流量、操纵舆论的过

程赤裸裸地呈现给观众，与当下社会现实无

缝衔接，创意新鲜锐利，且富有反思性和批

判性。想起前一阵子遭受网络无端恶评的

主旋律电影《我本是高山》，不得不说，电影

《热搜》所反映的错综复杂的舆论环境在现

实生活中几乎天天都在上演。

悬念之计：双重真相的探秘

影片的结构以新媒体舆论战为主线，其

情节编织和片中台词一样，必须要有“对

抗”，故事才能好看。女主人公陈妙就是一

位自媒体品牌的创始人兼主编，拥有600多

万粉丝的公众号“妙不可言”，掌握了自媒体

部分圈层的话语权。男主人公岳鹏是恒世

集团的公关经理，以强大的资本做后盾，自

认为拥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且恒世集团是

“妙不可言”的投资方，二人本是深度合作的

绑定关系。但因为一个连环热搜事件把二

人的关系从合作反转为“对抗”和“相杀”，从

此，建立了全片激烈的戏剧矛盾和叙事

张力。

这个热搜事件先是陈妙以“见不到血的

凌迟”为题，将张小穗的霸凌视频进行曝光，

公众号传播迅速发酵，由此掀起的网络暴

力，将张小穗逼向死亡，跳楼自杀，陈妙成为

间接杀害张小穗的帮凶。张小穗也从施暴

者反转为受害者。张小穗为什么跳楼？在

陈妙收到张小穗的一封信中给出了答案，这

封揭秘信写在陈妙给小穗的签名书中。真

相就是恒世集团的董事长王世民性侵了张

小穗，岳鹏却不择手段设计抹黑受害者。陈

妙意识到自己被利用，“妙不可言”也沦为恒

世集团的舆论工具。受到道德的谴责，良心

发现的陈妙拒绝了恒世集团的增资合同、利

益诱惑，决定为正义而战，为张小穗讨个

公道。

第一个真相引发了第二个真相的揭

秘。所谓“第二个真相”就是影片毫不留情

地呈现了新媒体如何操纵舆论走向的全过

程。陈妙与岳鹏之战的最终结果其实是没

有悬念的，观众当然会猜到正义的一方必然

胜利，犯罪者必须受到惩罚，所谓“邪不压

正”。而弱小战胜强权、蚍蜉撼大树、以小博

大也是观众乐见其成的反转戏码，如同片中

台词所言：网络的世界里，强者为弱，弱者为

强；抓最极端的片段、爽最底层的情绪。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陈妙和岳鹏之间的

斗法过程才是观众关注的焦点，标题党、立

人设、爆款文章、议程设置、水军、视频片段、

碎片化阅读、预热、话术、沉默的螺旋、反沉

默螺旋、信息茧房、魔弹理论、乌合之众、引

导情绪、营造氛围……影片似乎上演了一场

场正反双方较量的新媒体演习课，斗智斗

勇，反转连连，大战几个回合的拉锯中，受众

再次成了围观的“吃瓜群众”，随着风向摇摆

不定。

影片的高潮戏是陈妙直播，预热的话题

是陈妙要向王世民道歉。这个悬念设计欺

骗了狂妄自大的岳鹏，也让观众心生疑窦，

期待它的最后反转。果真，在直播中，陈妙

“爆出猛料”，董事长性侵罪被坐实，迎来结

局大反转，完成对资本大鳄的绝地反击，创

造了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奇迹。此时，影片

又抖落了一个小秘密，老同学兼合伙人何言

原来并未背叛，而是与陈妙合演了一出戏，

假意对抗，暗里联手对付岳鹏，并联手炮制

了父亲痛骂不孝女的视频，造成陈妙人设崩

塌，陷入人生低谷的假象，以此麻痹对手，陈

妙果真是步步为营的职业狠人。

电影批判的矛头当然是畸形混乱的整

个舆论环境，同时也指向了操纵这整个舆论

环境的资本之恶。

发声之难：受害者的呼喊与沉默

影片显然采取了以事件为主的快节奏

强情节叙事，其反转密度之高与当下的网络

语境几乎是同步的，观众也获得了如临现场

的在场感。跟随陈妙的调研，带出了幕后一

串施害者与受害者，观众看到的真相确实触

目惊心。

这所以公益培训为名的学校实则是一

座搜罗和玩弄贫困少女的魔窟，看上去老实

巴交的严校长实则是皮条客，想想就不寒而

栗。荒淫无度的董事长、斯文败类岳经理，

再加上负责善后的严校长，在利益链条上结

成一股暗黑势力，长期侵害懵懂纯洁的少

女，女孩一次次坐上车的画面让人唏嘘。联

想到诸多类似的社会新闻，不得不佩服主创

的勇气，大胆敢拍，为弱者发声，是道义，也

是责任。

四位受害者分别是张小穗及妈妈、改

名甄希的护士、张小穗的同学余甜、董事长

秘书艾米。叙事每一次推进都跟随受害者

的态度变化进行了一次反转，她们“发声”

带来转机，尔后“沉默”，希望化为泡影，然

后，再出现新的转机，一波三折，环环相

扣。张小穗去公安报过警，寻求过各方力

量的帮助却都无果，最后孤立无援，被迫跳

楼，还被污蔑为霸凌女、援交女；张小穗的

妈妈起先支持陈妙，想为女儿讨回公道，但

在最后一刻却被资本收买。张小穗之死刺

激甄希想起五年前的自己，录制视频诉说

事实，却被强权吓退。这种犹豫、退缩、怯

懦是每个人面对生死、名誉、金钱时的真实

心理反应，陈妙每一次受阻，都来自经不起

考验的人性，但她最终还是守住了道德底

线，选择尊重受害者的意愿。在最失落的

时刻，余甜的出现带来了新的证据，为最后

的反攻提供了所有的砝码。但这个证据的

获取途径未免太过冒险和不人道，余甜以

传统美人计色诱岳鹏盗取了视频，还是以

牺牲女孩身体为代价的。试想，如果余甜

没有勇敢地站出来呢？陈妙最后走的显然

是一步险棋。而艾米这个形象则让人深

思，曾经的受害者沦为犯罪者的贴身帮凶，

拜倒在金钱和财富之下，而女性在诱骗女

性时有更好的保护色，她的冷眼旁观、明哲

保身让人寒心。

还好，影片最后的字幕上有许许多多的

女孩站出来发声，形成“Me Too”的巨大声

浪，凝成“Girls Help Girls”的巨大力量。就

像影片结尾发出的呼喊一样：再微弱的光，

也能凝成风暴，冲破藩篱，重塑规则！

《热搜》本身裹挟了太多社会议题，与现

实生活紧密相连。自媒体时代的流量密码、

校园霸凌、性侵害、援交、阶层分化、网络暴

力……如同一面时代之镜，让人警醒。我们

看到的所谓“真相”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舆论

可以快速成就一个人，也可以瞬时毁掉一个

人。民国女明星阮玲玉早在88年前就留下

“人言可畏”的遗言，而如今这样的悲剧依然

重复上演。作为新时代的网民，是不是可以

有意识地培养自我的独立思考能力，认清事

实真相后再发表言论，而不是被一条条热搜

蒙蔽了双眼。另外，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建

立健康有序、理性平和的舆论生态也成为摆

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初冬时节，天气渐寒，但看过由中央新

影集团、华瑞影业公司和北京百年好合文化

公司联合摄制，韩君倩执导的故事电影《七

声》的观众，却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观影后

的温暖、感动、遗憾等复杂的情感。

一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电影

《七声》是一部反映打工者在一家江南

餐馆工作、生活的影片，通过大学生毛果到

父亲朋友开的一家餐馆实习，渐次展开以女

主角阿霞为代表的一群打工者的生存状态

并延展至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故事。主角阿

霞在电影中人设单纯、聪明、执拗、爱憎分

明，嫉恶如仇。她勤快，镜头中的她始终在

忙碌，不是拖地、招呼顾客、择菜、上菜，就是

采购、结账、收拾准备。她与人为善，对怀孕

的安姐关心、照顾，与打工同伴友好相处，深

得大伙喜欢。她崇尚知识，一心想着的就是

挣钱供养弟弟上大学，对大学生毛果另眼相

看，别的工友可以玩扑克，但大学生毛果不

可以，因为他是有知识的人。她聪明，心算

功夫了得，买菜砍价、算账，比小贩用计算机

还快。她嫉恶如仇，眼睛里不揉沙子，对大

学生毛果上班迟到有意见就说，对杨经理要

求毛果不严，直接表示不满，安姐失手弄脏

顾客裙子，顾客不依不饶，她毫不犹豫力挺

安姐，导致挨了杨经理的耳光；安姐偷了餐

馆的钱，她既主动指出，又央求杨经理不要

报警。她知道安姐有苦衷，安姐的老公沉溺

赌博、对安姐家暴导致安姐流产，阿霞像一

个侠客，给之以板砖，不惜进板房。她底色

单纯，毛果安慰她请她看电影、吃披萨，她坚

持要有机会回请，因为女孩子不能随便占男

孩便宜。弟弟变得市侩、不讲亲情，她还是

一味护着弟弟……

阿霞的形象刻画是成功的，但红花虽好

也要绿叶相衬。首当夸赞的是餐馆杨经

理。她是餐馆周老板的干将、一线管理者，

在她的身上，体现着干练、智慧、温情。她的

干练让餐馆井井有条；她的智慧化解餐馆出

现的各种矛盾、危机；她的善良，给怀孕的安

姐继续工作的机会，好心将她调到后厨。安

姐偷钱后，她又让安姐还钱后自己离开，没

有报警或告诉老板将矛盾进一步扩大。她

就像工友们的主心骨和好友，在管理上宽严

有度，底色是人性的温暖。

面点工根生、厨师王师傅、小伙计志胜、

女工瑞香……一个个人物形象自然鲜活。

他们诙谐的话语，自然的动作，就像家里的

亲人和熟悉的朋友，活生生呈现出一幅生趣

盎然的市井人生。剧中人都是有梦想的，瑞

香孩子好学、争气，是瑞香的希望，根生期盼

着孩子考上大学后妻子也出来打工和他团

圆，大厨王师傅希望再干几年就回家抱孙

子，小伙计志胜忙于自学考试好谋就更好的

工作……大学生毛果则想通过实习，充实对

社会的认识，通过毛果，观众认识了剧中的

人物，某种意义上，毛果也是故事的讲述者。

《七声》以小小餐馆为故事的舞台，通过

餐馆众生的日常和心中的梦想，投射出了中

国社会基数最为广大，劳动强度最高、最为

朴实的打工者群体。他们用双手和汗水，铸

就了社会繁荣发展的底座，他们用奔忙，让

更多人享受到了社会服务的便利，他们如此

平凡、普通，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两

亿多人群的存在选择忽视、甚至歧视。

可贵的是，导演韩君倩一直把镜头对准

普通人的生活，她拍摄的纪录电影《钢琴梦》

《月是故乡明》，都采用长时间跟拍的方式，

细腻、真实地呈现普通人物的生活质感和情

感世界。《七声》继承了这种创作风格，在近

似白描的笔法下，呈现普通打工者的人生状

态和精神底色，影片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充满了人文主义的温暖色调。

一部值得咀嚼的诗意电影

这部电影的拍摄地选在离苏州不远的

震泽古镇，小桥流水，古巷人家，颇具人文气

息。餐馆的周老板多才多艺，喜爱书画、豪

爽仗义，隔河相望的餐馆和茶吧都成了影片

的主要拍摄地，周老板还被导演慧眼看中出

演剧中的餐馆老板，电影里和电影外的周老

板几乎就是他本人。他为剧组兼做道具，哪

里需要些书画，他就在哪里撸袖挥毫，笔走

逶迤，所以影片里的几场戏，他要么品茗交

谈，要么挥毫就章。

在剧中，他也是温情的，本来要赶走和

顾客打架的阿霞，面对毛果的求情，见到来

接人的阿霞的父亲、曾经在餐馆伤残的老工

友，他心软了。望着父女渐行渐远的背影，

他对杨经理说，让他们回来吧……一直为阿

霞命运绷着的神经到此翻转，周老板严厉底

色下的柔软，换来了观众同情、共情的眼泪。

有人说，看完影片流了三次泪，有人说

流了四次，有的观众映后座谈，还说眼泪未

干，能让观众情到深处，禁不住流泪的不光

是阿霞的命运，还有影片细腻的情感刻画，

阿霞省吃俭用，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但对别人却截然相反。她请弟弟和毛果吃

饭，自己舍不得吃，把大块的披萨分给弟弟

和毛果，弟弟嫌咖啡口味不好，他立即让服

务员另加一杯，结账时从兜里掏出钱来，一

张张数着，旁边的毛果怕她钱不够，她一边

数一边说，自己的钱够，当带的钱真够付账

时，她的笑和胸有成竹后的满足，令人印象

深刻。就是这样一位女孩，当安姐被丈夫毒

打流产，急需医疗费和营养费，阿霞托瑞香

转交给安姐的是厚厚的装满信封的钱，这得

攒多长时间啊，工友们的感叹，引出的是观

影人恻隐的眼泪。当毛果一年后回到店里，

得知阿霞因为给安姐出头打伤安姐丈夫而

坐牢，前往探望，阿霞看到毛果喜出望外，但

她对打伤坏人，颇有几分自得，说坏人该打，

就得受惩罚，看他以后还敢对安姐不好。冰

冷的铁窗、纯洁的女孩，引出的是观众同情

惋惜的眼泪。当毛果去农村采访邂逅已生

了孩子的阿霞，破旧的住房，不合身的衣服，

毛果看到了阿霞生活的窘迫，从口袋、书包

掏出所有的钱塞给阿霞，阿霞几番推让后，

接受了毛果的好意。当她挥手和远去的毛

果告别，大声喊着，过几年孩子大了，还去餐

馆打工。观众此时禁不住流下对阿霞命运

同情的眼泪。影片高潮时的泪点虽然悲情，

但整部影片的营造反而是温情、浪漫、温暖。

江南烟雨，影片中在环境的交代、情绪

的烘托、情节的过渡都精心安排了或细或柔

或急急的雨，好雨知时节，下在恰当处。著

名的苏州评弹，导演本来仅想做画外情调的

处理，在制作的过程中，灵光闪现，亲撰四段

评弹唱词，专门请专业演员录制，用在介绍

阿霞故事的四个节点，既是情节的需要，又

是另一种艺术形式的加持，浑然一体，令人

叫绝。

江南美食在江南的餐馆自然是绝配，当

然也是艺术上的匠心安排，点菜、报菜名、备

菜的刀法、娴熟烹饪的技巧、食客们的品尝，

整部戏里，弥漫着色香味道，这是人间烟火，

这是阿霞们的安身立命之道，这是艺术的和

谐精到。

日常的餐馆故事注定不会有杀人越货

的惊悚、不会有环环相扣的悬疑与紧张，反

倒更多的是餐馆里日常的交谈、工作、对

话。就在这看似寻常中，影片精心设计了场

景、对话，四川话、河南话、苏州话，基于生活

的诙谐妙语、看似日常的情节铺陈，都有生

活本真的韵味。 阿霞口中念念叨叨的“状

元郎”、根生的口头禅“这都是命”，竟渐渐成

了剧中的符号。尤其难得的是，演员们的角

色呈现，达到了天然去雕琢的本真，阿霞的

扮演者彭静说，她在戏中就是做减法，控制

自己的表演欲，让阿霞的纯真自然而然；毛

果的扮演者王中楷说，他在戏中不抢风头，

时刻把握一个实习生观察、体验、参与的火

候；而杨经理的扮演者徐萍说，这部戏对她

的挑战很大，其实杨经理的角色要把握好需

要很强的功力，要把她在众多人中的分寸感

拿捏好，一举一动，要显示出把控全场的灵

魂作用。根生、瑞香、安姐、大厨王师傅、小

伙计志胜等，都极具性格化地亲切、自然、灵

动，让人觉得可亲、可触、可信，他们就宛如

我们身边的人。

《七声》的遗憾

遗憾的是阿霞弟弟形象的塑造有些脸

谱化，有些地方的剪接还有瑕疵，但更让人

遗憾的是《七声》票房的惨淡。一部看了都

说好，场场活动都让观者有说不完话的电影

为什么在影院到达不了观众？当然《七声》

的宣发团队不甘于这样的市场“冷默”，进行

了“现场路演”等各种努力，希望更多的观众

能看到它并感知影片的生命力。

我们都知道电影是类型化的艺术世界，

有的看点是曲折的情节、有的是节奏的紧

张、有的是声画的冲击、有的是爱情的浪

漫……而《七声》是一部值得咀嚼的真实细

腻的电影，只有在喧嚣中静下心来，才能在

影片精致的寻常中品味出人生的本味，生活

本来就是一出戏，咀嚼《七声》，其实也是在

咀嚼我们自己。

（作者为中央新影集团原副总裁、总编辑）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

到时……”李白一首《上三峡》道出巫山的奇绝险峻，

更道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嗟吁。地理上的巫山绝

非文人墨客笔下抒情的巫山，它从古巴蜀文明开始，

就是阻隔当地百姓出行的天堑。从 2300 年前巫山绝

壁上凿出的战国栈道开始，那个神话中帮助大禹治水

的巫山神女，就在注视一代代巴蜀“愚公”一次次尝试

开天堑为通途的壮举。电影《开山人》则用现实主义

风格，以忠实的影像还原了当代愚公——下庄村书记

毛永福如何带领下庄村民栉风沐雨七年，硬是在悬崖

绝壁间开出八公里长的“天路”，似当空白练舞出 108

个“之”字弯，将座落深谷天坑的下庄村百姓联通到外

面精彩的世界。正是有了这条凝结“下庄精神”的8公

里天路，才让下庄村百姓摘掉贫困帽子，通过发展“三

色经济”逐步走上富裕之路。

作为一部英模题材电影，《开山人》采取一“官”一

“民”双主角模式，搭配成地道的重庆鸳鸯火锅，一

“官”村支书毛永富性格刚烈、脾气火爆，认准修路就

一条道走到底，就像味道劲爆的麻辣锅底；一“民”黄

祥基性格较为温和，恰似清爽的菌汤锅底，他以变通

的想法和重庆人“创活路”的精神，号召村民放弃修路

转而出门和自己打工挣钱。影片没有站在所谓道德

制高点去评判这两种观念孰是孰非，从现实角度和不

同时空语境下，这两种观念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为

此，双方为了是否修路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影片用类

记录片的零度视角真实再现村民关于修路的观念之

争，这点对于传统英模题材影片艺术创作是一次大胆

的创新之举。

影片通过村民茂才媳妇怀孕生产要去医院行路

之艰难，用孩子在村民表决是否修路会议上第一个举

手赞成，道出村民在出门打工赚钱与为子孙后代修路

的心理挣扎后，以集体意识的共识抉择最终凝聚成修

路的强大内生动力。修路不再是从上而下的舆论发

动，而是村民渴望通过修路改变自身与子孙命运的意

识觉醒，没有等靠要政府的帮助，而是撸起袖子加油

干。没有修路盾构机，没有大型修路机械设备，他们

就靠铁钎在绝壁上凿岩，就靠人工打眼装炸药，不分

男女的三个修路小分队奋战在老牛背、黄花台、果子

岭、鸡冠岭上。最终，黄祥基被村民宁愿牺牲也不放

弃修路的精神彻底征服打动，自己掏钱买了凿岩的风

钻，用自己打工学到的修路技术带领村民继续修路。

毛永富是凭着一腔热血土法修路，黄祥基则依靠专业

知识去修路。双主角的设置从观念冲撞到性格差异，

再到统一思想后的并肩作战，让影片在戏剧冲突和矛

盾铺陈上有了纵深度，同时让戏剧冲突的高潮与反转

更加感人。在这种高潮反转带来情感层面感动同时，

影片用历险大片既视感的镜头语言，又提升了在视听

效果层面的惊险刺激度。例如在对绝壁修路的运镜

调度中，将绝壁悬崖的险峻与悬挂于此钻眼凿岩的村

民融入广袤的群山间，在俯拍、仰拍和镜头交替拉远

抵近拍摄中，村民吊着安全绳在绝壁间犹如蜘蛛人般

来回摆荡，脚下便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这些惊险

修路的镜头语言，更加深了观众对于这些开“天路”村

民的敬佩之情。

影片《开山人》所体现的“下庄精神”，在折射中

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同时，更兼具重庆独有

的地域性人文气质。茂才和黄祥基都为修路献出了

生命，而在现实中，下庄村共有 6 名村民为了修路而

献出了生命，没有什么比这 6 位鲜活的生命更能印

证中华民族血脉中流淌的坚韧，这种坚韧的品格是

中华民族所共有的，就像《愚公移山》中愚公对智叟

所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

平”。影片中下庄村学生大声喊出：“大人流血修路

为我们，我们读书为下庄。”这就是下庄村民当代愚

公精神的薪火相传，在现实中已经有走出大山考上

大学的下庄村孩子，在毕业后回到下庄村接过教鞭，

用知识回报家乡。正是这种民族品格中的坚韧与自

信，才汇聚为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让中华民

族在这块土地生生不息。同时，在毛永富等村民身

上，又感受到重庆一方水土孕育出的敢想敢干、直爽

泼辣的性格特质，就像麻辣的重庆火锅，味道十足。

坚韧的民族性格与泼辣的地域人格魅力，辅以修路

体现劳动人民最为质朴的情感和劳动本身透出的力

量的美学，加上巫山独有的险峻风光，共同构筑了该

片在艺术呈现上的独特美学气质。

从《开山人》与近期上映的《我本是高山》这两部

英模题材电影来看，当下英模题材电影在保有主题先

行与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同时，越来越有浓郁艺术片的

人文气息。这样的转变与网络高度发达和时代审美

密不可分。传统英模题材电影更多在于强调叙事，讲

述英模为社会为百姓作出了哪些贡献与牺牲，从而让

观众在榜样的力量中汲取奋发前行的精神动力。而

随着网络日益发达，观众对于英模事迹完全可以从多

媒体渠道获得足够丰富的资讯，如果英模题材只是采

取机械重复叙事的策略，很难激发观众代入性的心灵

感动。与此同时，时代审美也更加强调个体生命鲜活

的棱角，而不是过度加工抛光后的人物光彩。无论是

《开山人》中的毛永福，还是《我本是高山》中的张桂

梅，在叙事策略上都特别强调对人物心灵轨迹的细腻

刻画，从而让观众对英模不再只是高山仰止的膜拜，

而是与人物达成情感层面心灵契合的同频共振。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研究员、北京文联签

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