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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存亡之战》曝特辑

朱一龙辛柏青张子枫致敬英雄
刘宗智 济南报道

由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志
愿军：存亡之战》日前发布“铁
血不灭”角色特辑和海报，将
于9月30日全国上映。作为《志
愿军》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志
愿军：存亡之战》聚焦抗美援
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原阻
击战。

不同于第一部，《志愿军：
存亡之战》将更多笔墨投注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无名战士，
李想(朱一龙饰)作为朝鲜战场
战士中的一员，既是有着丰富
作战经验的营教导员，同时也
是儿子和哥哥，心怀家国的他
坚定背负军人使命；李默尹(辛
柏青饰)对于架构起一个家有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家人
们的情感寄托，但身为军人的
使命感驱使着他必须离开家；
李晓(张子枫饰)从李家小妹长
成“巾帼”战士，虽然见证了战
场的残酷但依然选择坚定前
行；吴本正(朱亚文饰)从最初
的怀疑者到亲临前线的“神
工”，在战场上才真切感受到战

争的残酷，还好一直有“赤胆”
的张孝恒(欧豪饰)贴身守护。

电影不仅刻画了英勇奋战
的战斗戏份，也描绘出真实恢
弘的战争全貌。松骨峰战斗的
生还者孙醒(陈飞宇饰)“浴火”
战斗铁骨铮铮，虽然负伤失
忆，但枪声一响还是会第一时
间冲上战场；杨三弟 (张宥浩
饰)作为战损记录员，努力记下
每一个战士的名字，让更多英
雄被历史“铭记”；蔡长元(韩东
君饰)“反常规用兵”，将士兵分
散成几百个小的作战单位，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导演陈凯
歌携一众主创细致打磨角色，
丰富每个角色的人物弧光，只
为让英雄的故事再次被大家看
见，通过电影共同致敬不朽的
人民英雄。

有别于第一部国际博弈
下的“为何而战”，电影《志愿
军：存亡之战》将视角重点落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存亡之
战———“铁原阻击战”。导演陈
凯歌与编剧张珂再度携手匠
心创作，剧本打磨历经18稿，
上千小时会议反复修正，终稿

剧本更达13万字。主创们不仅
力图展现气势恢弘的战争历
史，更于细节处融入人物个体
命运，从“大”到“小”不放过任
何细节。据悉，在创作初期导
演陈凯歌和编剧张珂花费1 0
天时间只聊人物设定，细致拆
解每一个人物的经历、诉求和
人物弧线，力图丰富人物，充
沛情感更具人性，以此表达抗
美援朝不只是军人的战场，而
是全民族的一场保家卫国的
战争。

除此之外，导演陈凯歌还
在多线叙事的历史背景下将真
实历史人物与虚拟角色相交
织，让那些没有在历史上留名
的年轻战士跃然银幕，将他们
的爱恨情仇与家国历史相交
融，人文写意的家国美学让观
众们更加理解抗美援朝战争和
那个时代。谈及电影创作时，
导演陈凯歌满含真情真意，

“我最害怕就是这些人被遗
忘，这是我去拍《志愿军》三部
曲最大的动力，这一切都归结
成一句话，一切荣誉归于中国
人民志愿军。”

电影光有话题度就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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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 臧韵杰

刚过去的中秋档，全国电
影票房报收3 . 89亿元，总放映
场次135 . 5万场，创同档期新高，
但平均上座率为近十年来同档
期最低，以《祝你幸福！》为例，
上座率仅3 . 5%。催婚、失独、离
婚冷静期、冷冻胚胎……这是
一部集结了多个热搜话题的电
影，再加上一众演技派演员加
持，放映前被寄予了不小期待，
但最终三天票房总计2 7 4 0万
元。无独有偶，《野孩子》《出走
的决心》等今年中秋档上映的
多部新片都话题感十足，这不
禁引人思考：电影光有话题度
就够了吗？

“片名为《祝你幸福！》，但
实际剧情却不太幸福！”走出电
影院，有观众在朋友圈如是说。
电影讲述了一对在离婚冷静期
中的夫妻罗宇与白慧卷入一桩
失独老人的胚胎归属权纠纷案
件的故事，由此带出三组家庭
的挣扎、坚守与抉择。随着剧情
的进展，人生种种不可预知的

困境被毫不掩饰地一一展现，
家庭的变故、婚姻的纠葛以及
意外的降临，如同暴风雨般冲
击着生活。

影片中的角色各具特点，
他们的遭遇和选择令人深思。
吴越饰演的夏美云在面对女儿
成为植物人的残酷现实时内心
极度挣扎、痛苦，甚至在女儿床
前说出“连妈妈都想过放弃
你”，无奈和绝望溢于言表。

宋佳饰演的白慧在离婚的
那一刻，笑着对丈夫说“祝你幸
福”。她最终做出这个决定并非
因为对婚姻的绝望，而是忠于
内心。

导演康博坦言，他也曾思
考如果在生活中遇到这种无常
会怎么办，但并没有得出答案。
他希望观众看完电影之后，感
受到主人公们经历过创伤之后
激发的能量，被他们传递的勇
气激励，无论是选择忘掉过去
还是与伤痛同行，找到自己能
幸福的答案就好。

不可否认，这类叙事无疑
切中了众多社会议题，自带话

题感，其间有关职业困境、老来
丧子、生育创伤等各类金句层
出，也为受众提供了情绪价值，
然而过量话题的设置消解了故
事的可信度。一位观众的评价
颇具代表性：“有点堆砌苦难、
硬凑悲伤的嫌疑，感觉没深下
去，只停留在数量的叠加，观众
仅从中获得一个又一个包装精
美的口号。”

深入剖析今年中秋档主打
的新片，虽然表现手法各异，却
都或多或少地手握热搜话题。

《野孩子》以“事实孤儿”为切入
点，通过两位主角的携手抗争，
揭示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境
况。《出走的决心》以细腻的情
感描绘，展现出个体面对生活
困境的坚韧与无奈。就连喜剧
片《一雪前耻》中，主角亦身陷
弟残、亲故、情伤、彩礼风波等
多重悲惨境遇。从戏剧结构来
看，它们的发展脉络颇为相
似——— 开头以热点话题引入，
中间当事人展现自己的不易，
结局是他们走出困境，各自活
出了不一样的人生，难免有摆

拍感。
曾几何时，话题片常常能

以小博大，凭借观感上的差异
化，跑出黑马。31亿元票房的

《我不是药神》、14亿元票房的
《送你一朵小红花》、8亿元票房
的《我的姐姐》、5亿元票房的

《滚蛋吧！肿瘤君》等便是例证。
尤其是近两年，银幕上的适度

“卖惨”，似乎更能引发广泛的
观众共情。去年票房前十的电
影中，以“中国孕妇泰国坠崖
案”为原型的《消失的她》、反电
信诈骗的《孤注一掷》等皆是话
题效应明显的作品，引来一波
又一波观影热潮，以至于如何
营造话题、上热搜一度成了电
影营销最重要的课题。

然而，到了今年中秋档，这
一“制胜法宝”却多少有些失
灵。当下，究竟什么样的电影才
能真正打动观众？在竞争激烈
的文娱市场中，电影人如何找
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这是摆在
电影创作者和从业者面前的思
考题，我们拭目以待。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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