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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爱的执念是最耀眼的光
编 者 按

紫金
文艺评论

钢铁一样的意志，溢满人间的大爱,生死一线
的营救,跨越国界的守护……今年的国庆档电影,
是节日的献礼,也是盛世的协奏。电影与时代同
行,媒体与人民共鸣,本期“紫金文艺评论”特别
约请省内著名文艺评论家直击国庆档影片,与
广大观众一起走进光影深处、汲取奋进力量。

□ 陈 捷

作为撤侨题材，在展现高燃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大片既视感上，
《万里归途》与《战狼2》《红海行动》等前作有相近之处，但总体而
言，它们是气质并不一样的作品。尽管影片在宁夏小镇1∶1还原出
了一个战火中的非洲城市，还原出绵延不绝的建筑、街道、遍布荒
野的难民营，但影片真正意图展现的并非一场真实的战争。《万里
归途》中，历史被推至远景、个人被凸显，一个叫做宗大伟的中国外
交官立在了银幕中央。

一个手无寸铁的外交部一等秘书，在影片所建构的十五天时空
里，每一天都在异国的战乱中经历生死时速，自保尚且困难，他将如
何带领同胞脱离险境、走向归途？

影片解决这个悬念的方式，是采用“神话”叙事，即将故事与神话
原型关联起来，在人物设定、叙事节奏和风格，以及主题的世界性上
寻求呼应。《万里归途》在叙事上最值得重视之处，正在于此。

在关于宗大伟的故事讲述到第六个夜晚时，努米亚政府军全面
失守，宗大伟与大使馆彻底失联，在沦陷的莱普提斯、塞布拉塔城中，
雨水和雾气笼罩着暗夜。就在这个夜晚，宗大伟在废墟中捡到了一本
残破不全的《一千零一夜》，《航海家辛巴达》正是《一千零一夜》中最
著名的故事之一。自此以后，宗大伟的故事就伴随着法提玛朗读辛巴
达故事的声音展开——

“从前，有一个航海家叫辛巴达，有一天他变卖了所有的房产和
田地，开始了他的海上冒险。”

从人物设定上看，宗大伟和辛巴达一样，都是一个屡次遭遇死
神、九死一生的人，作为懂阿语的外交官，他多年来历经战乱、地震、
瘟疫，却依然一次又一次踏上冒险的旅程。

从叙事的节奏来看，辛巴达的故事分成七段，讲述了他七次神奇
的远航，每当他结束一次死里逃生的航行，他很快就会主动投入到下
一次。宗大伟也同样如此。黑夜来临，太阳升起，在十五个日夜交替的
讲述中，他一次次摆脱危险，又一次次将自己重新置入危险境地：本
以为完成任务后不必出机场即可回国，结果让位给台湾同胞，自己滞
留大使馆；本以为第二天可以回国，结果章宁意外中流弹身亡，他只
能代替章宁出发解困边境的中国侨民；经过一番和边境官哈桑的斗
智斗勇终于取得了出境通行证，却发现章宁的妻子白婳还被困在塞
布拉塔；终于找到了白婳和她的女儿法提玛，却又不得不去寻找脱队
的同伴；终于，徒步穿过茫茫沙漠，安全抵达迪拉特，拥抱了边境官哈
桑，彼此嘱咐好好活着，结果转眼间哈桑的身体被高高挂起，他不得
不再度面对叛军首领穆夫塔，玩起俄罗斯轮盘赌的游戏……

“人们紧紧搀扶着，凝望漆黑的海面。有人在哭泣恐惧，但没有人
被大海吞噬。”

伴随着法提玛的朗读声，辛巴达所经历的奇幻旅程缓缓展开。在
这种声画关系中，辛巴达的磨难和宗大伟的磨难合二为一，努米亚共
和国就像是一个童话中的历险世界。影片中的人们也同样点起篝火，
燃起炊烟，在茫茫无边的沙漠中，细小的人们连成一线，他们紧紧搀
扶在一起，凝望着远方的地平线。

“忽然，一个大浪涌来拍打着船身，海上的城市也消失了，大船失
去平衡，冲着礁石而去，辛巴达的同伴们都葬身海底。辛巴达把死去的
同伴全部埋葬，只剩下他一人。他面向故乡的方向，挖了一个大坑。”

法提玛读到这里担心地问妈妈：“辛巴达要死了吗？”而此刻宗大
伟正面临着和穆夫塔的对决。很多人对影片中两度出现的俄罗斯轮
盘赌不解，不知为何要用如此大篇幅戏剧化的场面和一个“魅影”模
样的反派来冲淡影片的真实感。当宗大伟艰难地对穆夫塔吐出那四
个字“我跟你玩”之后，是死一般的寂静，乌云掠过太阳，告诉我们，一
个关于英雄成长的神话叙事又开始了。

“辛巴达在海上漂浮了好多个日夜，终于回到了他的家乡。”
《一千零一夜》里，航海家辛巴达把七次出海的故事都讲完之后，

笑着对听众里的另一位辛巴达说：“陆地上的辛巴达先生，我人生中七
次出海的传奇经历都讲完了，现在你该清楚我今日如此幸福的生活也
是来之不易啊！”辛巴达的故事里有宏大的战争场面、神奇的魔法世
界、独特的异域风情、险象环生的情节冲突，是一个普通人成长为英
雄、又还原为普通人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在历经波折劫难之后，终于
明白了平安和平凡的不易，明白了故乡，是最终也是唯一的目的地。

《万里归途》讲述的正是一个中国的“辛巴达”故事。宗大伟把那
本残缺不全的《一千零一夜》送给法提玛，事实上他的故事也正如同
《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些童话，讲述着人类对于和平的渴望、对于家的
向往。他对边境官哈桑说：“我们都是从（非洲）这片大陆走向世界
的。”他的故事也将从大陆走向世界，在万里黄沙、漫漫征程中，将一
段中国的“辛巴达历险记”讲给世界听。

影片的最后，宗大伟终于在漫天飞雪中回到依然沉浸在新年气
氛中的家乡。他下了出租车，缓缓走在灯火通明、人潮汹涌的街道上，
恍如隔世。他面色凝重，神情中有一丝紧张，突然响起的鞭炮声惊吓
到他，那一瞬间似乎又把他拉回战场。他梦游般地走上楼梯，在家门
口停住，屋内欢声笑语，温暖如春，妻子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勾勒出人
间最美的图景。

这一幕催人泪下。这个“辛巴达”终于回到了故乡，又变回一个
普通人。

“这多好。”
万里归途的终极意义，不是为了战胜什么、彰显什么，而是为了

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
（作者为江苏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院长）

□ 刘永昶

《搜救》的故事结构真是简单，简单得你看
到开头冰天雪地的失踪，便一定会猜到绝地逢
生的拯救；简单得让甄子丹的咏春功夫毫无用
武之地，他只能靠无措但坚定的言行表达父亲
的内心波澜。这不是一部拳拳入眼的动作戏，也
不是一部丝丝入扣的悬疑片，“搜救”的字面意
义便是故事的全部概括。但简单并不意味着肤
浅，大行至朴，没有什么比分分秒秒的生死时速
更令人揪心，没有什么比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更让人动容。关于生命的坚忍，关于爱的执念，
影片中情感的潜流漩涡奔涌不息，唤起人们的
心灵回响。

事实上，叙事者本拥有太多的可能让这个
故事变得跌宕起伏。在警方帮助阿德夫妇展开
漫山遍野搜救的主线之外，叙事者也曾试图“节
外生枝”，拉开故事的框架与想象空间。比如，网
络世界沸沸扬扬的议论与介入，让事件的真相
变得难以辨识；比如，拐卖孩子的犯罪团伙设下
的圈套，让主人公深陷其中；比如，孩子成长过
程中的家庭矛盾，隐隐埋下了事故的诱因；比
如，警方三十年前一场留下遗憾的救援，与当下
的行动遥相呼应。但叙事者显然是克制的，他让
所有旁逸斜出的故事线戛然而止。在完成关于
网络暴力、代际冲突、社会犯罪等现实主题的指

涉之后，与着力塑造警方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
集体形象并行，影片把大部分舞台留给了父
亲——那个聚光灯下孤独而又倔强的身影。

因为如此，《搜救》摆脱了对戏剧性的刻意
追求，让父亲的爱成为影片绝对的叙事重心。
这一次，甄子丹必须“远离甄子丹”，从前的他
能够技惊四座、以一当十，可以彰显功夫、扬我
国威；但现在，他饰演的父亲所有的行动逻辑
都只被爱的执念强力推动着，爱的执念单纯而
又猛烈，裹挟主人公一往无前。即便茫然失措
也要驱车奔驰，即便大雪封山也要逆向攀登，
即便众人牺牲也要孤身坚持，从功夫戏回到内
心戏，甄子丹也就回到了那个与主人公阿德共
情的最本真的父亲。

爱的执念并非无往而不胜，救援行动在苍
茫天地间显得异常艰难。一方面体现在时间向
度，“黄金救援48小时”的临界法则压力下，从

“失踪1小时”“失踪9小时”到“失踪49小时”的
计时器迅速流转。线性的时间链条构成了任务
型叙事的节节障碍，与时间赛跑能够赋予影片
更多的速度表达可能。但意味深长的是，影片并
未因此放任镜头的追逐，反倒是每每在快步前
进时忽然放慢叙事的节奏。温情的闪回通常在
此时介入，两个人的婚礼，四口之家的日常，塑
料袋里的金鱼……点点滴滴回忆中的光，摇曳
着、闪烁着，越是温暖、越是冰冷，就愈发凸显人

们在时间之流中的无奈与悲凉。即便是冰湖上
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也没有峰回路转的大显身
手。父亲慢慢地沉，孩子慢慢地浮，好像是命运
的巧合，生命在阴阳两隔之际完成伟大的接力。

另一方面是空间向度的反差。《搜救》中的
林海雪原在镜头的移转中依然是摄人心魄的
美。美的山野辽远、明净而又神秘，吸引着男孩
要到天池去寻找怪兽的身影，但之于紧张的营
救而言则可能是吞噬一切的危险。影片中最重
要的视觉戏份是突如其来的雪崩，当几十个警
察与民间救援队员组成的队伍安营扎寨，颇有
信心地准备下一步行动时，刹那间风云突变，大
地发出颤音，倾泻而下的积雪迅速掩埋了几乎
所有队员。老警察白所的牺牲和很多队员的负
伤令人心痛，但此时大自然威力与人类渺小的
鲜明对比也令人震撼。困境、险境、绝境，这些极
端情境连绵不绝地出现，意义并不只是让“搜
救”变得举步维艰，而是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
另一个沉重的哲学隐喻。

但影片依旧有着大片亮色。越是柔弱则越
是刚强，越是瞬间则越是永恒，爱的执念无法用
时空的度量衡来计算。如此，《搜救》的故事便超
越了“搜救”本身，汇入到那个永远的关于爱的
母题言说之中。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广播电视系主任）

□ 张永祎

国庆档大片《钢铁意志》将新中国钢铁工人
炼钢的动人情景搬上了银幕。1948年，国民党
残部计划炸毁鞍钢厂区，危机时刻，解放军连长
赵铁池带领战士直冲腹地，殊死搏斗，摧毁了敌
人的阴谋。从战斗英雄变成炼钢厂厂长后，他又
继续组织全厂工人克服重重险阻，为新中国钢
铁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影片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保护鞍钢，复工复
产。前者消灭国民党残余，后者解决炼钢问题；
前者是引子戏，后者才是重头戏。“炼钢”是影片
的基本线索，也构成了影片的核心隐喻。千锤百
炼，百炼成钢，这是故事；千磨百折，玉汝于成，
这是人物。影片塑造了赵铁池、孙雪飞、程时勋、
孟泰等有理想、有个性、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
钢铁工人群像。他们用赤胆忠心诠释了生命的
意义，用赴汤蹈火展现了生命的价值，用鲜血汗
水书写了生命的辉煌。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赵铁池。他的最
大特点是不信邪、不服输、不动摇。为了研究低
硅铁，他整天奋战在炉前，对科学技术的痴迷超
过了专家。二号炉壁突然爆穿，十二万分的紧
急，他不顾自身安危，一马当先，冲到炉前排除
险情。因为建设鞍钢，他脱下了军装；因为抗美
援朝，他继续留在鞍钢；因为钢铁事业，他又奔

走他乡。他就像一座巍巍的高炉，燃不灭的是革
命信仰，淬不尽的是钢铁意志，最终都融化成洪
流滚滚的赤子之心。

遥想当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东北鞍钢只留
下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能力几乎为零。新中
国建设需要钢铁，抗美援朝需要钢铁。中国人民
志愿军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武器
装备相当落后，面对的却是地面部队全部机械
化、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使用先进武器的“联
合国军”。影片通过志愿军连长郑重被炸残以及
志愿军战士宋刚被炸死等悲怆情节，表现出了
这种悬殊的惨烈。这些说明，我国钢铁事业的发
展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

当听到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狂轰滥
炸时，程时勋愤怒地吼道：“他们在用钢铁欺负
我们，炼好钢，他们打过来多少炮弹，就加倍打
回去，彻底打垮它。”中国钢铁工人说到做到，
一块块优质钢用在了志愿军的坦克和炮弹上，
狠狠地教训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为中国
战斗机制造的副油箱拉杆，也帮助志愿军飞行
员打下了美国的王牌飞行员。这些情节虽然没
有直接呈现在银幕上，却变成了银幕外不可或
缺的叙事链接。

电影作为一种视听语言，有自己独特的字
词句章和语形语态的变化方式。比如，磨剪刀人
三次吆喝说白，三次提到酸白菜，三次唱响歌曲

《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都是通过有意识的重复，
彰显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影片特别注重场面
调度、景别选择、情景关系、拍摄角度、光影配
合、色彩运用、声画结合等，创造出一个个激动
人心、感动人心、温暖人心的高光时刻。无论是
发动群众捐献钢料的大场面，还是在课堂上辨
认“水”的化学符号的小镜头，亦或是群情激昂
誓师炼钢，钢花飞溅心花怒放的恢弘场景，编导
都全力以赴地调动各种视听要素，呈现出其应
该有的样子，把“山重水复疑无路”到“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转折升华，表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大师普多夫金说，“电影艺术的基础是
蒙太奇”。蒙太奇不仅是艺术技巧，更是艺术思
维。《钢铁意志》中，打仗和炼钢确实是两种不同
的工作任务，但它们的共同连接点是强烈的爱
国主义情感，前者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后者是为
了建设新中国。影片自始至终洋溢着这种爱国
主义情感，不仅内化为中国钢铁工人的精神标
识，也深深激荡在我们的血脉之中。影片虽表现
的是“过去完成时”，在观众心目中却充满着“现
在进行时”的生机活力。中国钢铁工人深怀爱国
之心，坚定报国之志，他们钢水般炽热、钢板般
坚韧、钢铁般强劲的意志，鼓舞着更多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南京艺术学院特聘客
座教授）

□ 熊忠辉

1400公里，8个小时，从乡村到和田市区医
院，从和田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机场到医
院，《平凡英雄》用三个大段落的叙事，在时空限
制中紧密推进情节发展，演绎了惊心动魄的救
人接力大战。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导演陈国辉一直心
怀感动。与力挽狂澜的英雄主义不同，《平凡
英雄》呈现的是拯救个体生命的意义和普通
人的不凡之举。

影片在旖旎的新疆风光中展开叙事。断臂
惨剧发生，妈妈、哥哥和断臂的弟弟小麦，陷入
了巨大的慌张、无助之中。医生要求立即决定

“保命，还是保胳膊”，而此时母亲已陷入昏迷，
21岁的哥哥艰难地作出“保胳膊”的决定。在随
后的救援中，哥哥积极配合，心思细腻地照顾弟
弟，当获得别人的帮助时，还不忘礼貌地用当地
的习俗表示感谢。

《平凡英雄》把一群看似没有关联的普通
人，通过接力救助关联到一起。哥哥为了最快到
达和田医院，把车开进了步行街，热闹非凡的步
行街上，摆摊设点的、载歌载舞的，阻挡了汽车
前行。焦躁的哥哥拼命鸣笛催促，惹恼了一个推
车的大爷，但当大爷看到车里情形时，立即拿出

小喇叭指挥人们让道。这时影片给出了一个远
景的长镜头，画面之中，本来拥挤不堪的步行
街，仿佛被一股魔力操纵，人们迅速散开，把物
品搬到两侧，不到一分钟就让出了一条路，大爷
站在路中间挥手指挥小车启动，自然地完成了
难度不小的现场秩序整顿。

当小麦被护送到和田机场，航班已经驶
离跑道。和田机场运行指挥中心接到情况后
立即联系机组，协商要求其从跑道返回，机组
立即联系航空公司获得延迟起飞的批准。和
田机场迅速联系乌鲁木齐机场，协商延迟关
闭机场，乌鲁木齐机场回答，“一条人命，怎么
能不等呢”“不管多晚飞过来，我们都等”。林
永健扮演的机场经理唐伟说了一句话：生命
是第一位的，立下的所有规矩，在生命面前都
是可以被打破的。

然而航班满员，需要协调三个人退机。乘务
长周燕与乘客协调，合唱团阿姨虽担心赶不上
明天的演出，依然作出退机的决定。夜深了，航
班上的人们纷纷打盹。这时，乘务长发现小麦睡
着了，而这时睡着很可能意味着一睡不醒。乘务
长立即打开了动画片，合唱团用当地语言演奏
起《我们的祖国是花园》，乘客们自觉加入了合
唱，终于把小麦唤醒了。

作为主角的医生林立，几乎以医院为家。

当其他医生提醒林立还有两分钟，孩子的生
命就会出现危险、应该终止手术时，林立冷静
严肃地说，“医生的两分钟，他的一辈子。让我
再试试”。

医生刘锐虽是配角，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
完整角色。饰演者张一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最喜欢的戏，是在飞机上帮小麦做气胸手术
一幕。当乘务长周燕播报寻求医生帮助时，曾
遭遇手术失败而决定放弃医生职业的刘锐内
心很挣扎，此时镜头在小麦脸部、刘锐脸部、刘
锐手部特写处多次快速切换，表现了刘锐在痛
苦、畏惧以及救人天职呼唤中的激烈斗争。最
终，刘锐站了出来，在穿过气流层而颠簸不已
的飞机上，镇静地实施了气胸手术，表现出了
一个合格医生的职业素养和沉稳气质。下了飞
机，刘锐在车里给老师发送语音时说：我要是
回医院，您还会不会要我……镜头这时给出刘
锐泪流满面的脸部特写。

观众也在不知不觉中紧跟情节、攥紧拳头，
完成了千里救助的故事体验。在无需仰望的角
度，普通观众与平凡英雄们进行了一次关于人
性、真情、大爱的对话，这种由此生出的体验和
思考，已经超出了影视作品生产本身。

（作者为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
研究员、江苏省传媒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

《万里归途》：
中国外交官的

“辛巴达历险记”

《钢铁意志》：再现钢铁工人的高光时刻

《平凡英雄》：为了那只小胳膊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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