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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几大经典名场面 战争电影的多种表达
全息投影

《赤狐书生》定档11月
“现男友”变身狐妖

由江志强监制，陈立农、李现
主演的电影《赤狐书生》近日宣布
将于 11 月全国公映。这部奇幻
大片的定档，也为逐渐回暖的电
影行业再添一把火。

《赤狐书生》讲述陈立农饰演
的清贫书生王子进进京赶考，被
李现饰演的下凡取丹的小狐妖白
十三盯上，只要杀了王子进取了
丹，就能晋升狐仙。但没想到取
丹路上，一人一狐竟成了最好的
朋友，在历尽万险后，白十三该作
何选择？从目前曝光的物料看，
《赤狐书生》中陈立农和李现可谓
形象大颠覆。尤其是李现，会把
这个设定为“狡黠中透着可爱”的
狐妖演绎成什么样子，值得期待
一下。

该片监制江志强曾打造过《捉
妖记》系列，这次更请来超豪华幕
后团队：《封神三部曲》《画皮》和
《误杀》的编剧、《2046》和《一代宗
师》的美术总监、《哈利·波特》和
《与神同行》的特效公司……看
来，是想再打造一个华语奇幻传
奇。

《信条》9月登场
诺兰有望再造经典

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最
新科幻大片《信条》吸引了全球影
迷的目光，该片将于 9 月 4 日登陆
中国内地大银幕。

《信条》讲述了整个世界的存
亡危在旦夕，特工利用“时间逆
转”，努力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
发。该片继承了诺兰影片一贯的
烧脑传统，在谍战中加入逆转时
空的科幻概念，同时还有众多前
所未见的反常规火爆场面。诺兰
坚持实景拍摄：波音 747 飞机引
爆、汽车连环撞击……除了要保
证场面达到高度真实外，诺兰依
旧坚持他在科幻电影中的逻辑严
谨，严格遵循影片设定下的物理
规律。看来这一次，诺兰又要为
科幻电影榜单上再造一个经典
了。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记者
张铂采写

哭绝对不是评判一个战争电影好不好
的标准，但我得说实话，看《八佰》我没哭，即
便有那么两个镜头让我产生了点想哭的冲
动。我把这种结果赖在大概率因为看电影
前我提前做了点功课。

《八佰》讲述 1937 年淞沪会战期间，史
称“八佰壮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
88师524团的一个加强营，固守苏州河畔的
四行仓库、阻击日军的故事。如果从一个战
争电影的角度看，《八佰》是个工工整整的完
成品。在战争场面的展现上，它可以说是震
撼的，摄影、剪辑等带来的视觉冲击，也都是
高水准。在这里，我们不挑它“战争视觉”上
的一面。

但有一件事需要在说到关键问题前先
提一下，就是战争片的切入角度。《八佰》显
然明白，高大全形象的战争片已经不符合当
代审美，能够看出它尽力去表现残酷战争中
有热血有懦弱的人性的多面，但因为人物多
而杂，每一面的人性都没能做到深刻挖掘。
所以在角色塑造上，《八佰》是失败的。但不
管怎么说，你依然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场面
宏大的商业战争片来看。

下面就要说到关键问题了。为什么我
无法被带入到电影的情感中。因为各种宣
传，外界对《八佰》的认知是一部改编自历史
真实事件的战争电影，自然而然的，更多的
人忽视了“改编”两字，他们觉得《八佰》就是
完全真的。看电影之前，我大概去了解了一
些四行仓库战斗的历史背景，在不少情节
上，《八佰》算是重新编织了一个“四行仓库
保卫战”。看到士兵们大批的牺牲、结尾过
桥战斗的惨烈、决战到来之前集体洗澡、在
炮轰空袭中搞升旗仪式……这些过于戏剧
化的改编东西，让我在观看过程中不断出
戏。就算不符合历史，那至少要符合电影故
事的情节逻辑吧。

我只能告诉自己，即便电影中这些情节
可能被过度渲染了，但那些在其他战场上或
流传下来或未曾见光的热血与牺牲，当然是
有的。他们值得我们铭记。

“四行仓库之战”其实还有很多事可以
讲，尤其是这一战的背景、这一战之后的故
事，这里面不乏争议、奇迹、震撼、厚重、人
性。如果说因为“源于真实历史事件”使得

《八佰》有更多的卖点、收获更多观众的感动
和泪水，那这里面的误区就不得不被提及。
当我挑刺“真实”时，你又跟我说这是艺术
化、是电影，可你却因为“真实”想要我的眼
泪啊。

《八佰》不差
但是它打动
不了我

管虎导演的战争题材电影《八佰》即将在本周末正式公映，随着近日小范围点映后口碑的发酵，影
迷对该片的期待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战争电影可以说是最难拍的题材之一，一部好的战争电影，不仅
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来展现战争的真实和残酷，更难的是如何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角度，
让观众可以把情感投射进去。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战争电影中的几大经典场面，这些名场面的拍摄角度以及拍摄手法，影响着战
争电影的发展革新。

直面残酷《拯救大兵瑞恩》
战役背景：诺曼底登陆战

人性，总是和战争电影密不可分的。在很多影
迷眼中，一个好的战争电影，不是歌颂战争的英勇，而
是展现战争的残酷，以此止战。说到影史经典的战
争片，1998年公映的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
恩》必须榜上有名。在这部电影中，斯皮尔伯格不仅
找到了一个最适合的故事和切入角度来探讨战争和
人性，更赤裸裸地展示了战争最残酷、血腥的一面。

电影开场用了近25分钟来展现“诺曼底登陆战”，
其中毫不掩饰血肉横飞的场面让这一段场景至今仍极
具争议。在此之前的电影对于战争的展现多数是有所
保留的，而《拯救大兵瑞恩》给予观众的视觉冲击甚至
被美国电影协会定性为“极度渲染战争暴力的影片”。

斯皮尔伯格使用了近乎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来增
加真实感，不去想故事情节，大部分时间使用手提摄
影机跟踪登陆的士兵们进行近距离拍摄。一片混乱
的枪林弹雨中，士兵在你眼前成批倒下，有人拿着自
己的断手、有人捂着淌出肠子的肚子……观众仿佛
置身在人间炼狱中，那些曾向往战场的热血男儿相
信在这一刻都会有所动摇。如今很多战争片都会把

“直面战争残酷”作为自己的卖点，但在1998年这么
拍，斯皮尔伯格无疑是大胆的。这种伪纪录片式的
拍摄手法，也影响了后面的战争电影。

《拯救大兵瑞恩》最主要的内核是关于人性和战
争的探讨，斯皮尔伯格的这种探讨不是单一的，而是
多角度的。展现战争最真实、残酷的一面也是为这
种探讨来进行铺垫。这也是为什么《拯救大兵瑞恩》
会成为最触动观众内心的一部战争片。

复古实拍《血战钢锯岭》
战役背景：冲绳岛战役

《血战钢锯岭》改编自二战上等兵军医戴斯
蒙德·道斯的真实经历，讲述他拒绝携带武器上
战场，并在冲绳战役中赤手空拳救下75位战友的
传奇故事。《血战钢锯岭》在经典战争影片中能够
拥有排名，不仅因为主角的壮举，也因为其不亚
于《拯救大兵瑞恩》的惨烈程度。

特效技术的发展一直影响着战争电影的拍
摄，如今很多大场面已经完全用特效来取代实
拍。但作为 2016年的电影，导演梅尔·吉布森依
然坚持用实拍来打造《血战钢锯岭》，他使用气筒
将血浆喷射在演员脸上、全身着火的士兵也派上
如假包换的演员，并在爆炸的瞬间由绳索牵引一
飞冲天，他说：“再逼真的电脑特效也是假的。”同
时，梅尔·吉布森也没有使用当下最热门的手提
摄影，而是采取了老派战争片拍法，固定摄影机、
客观视角。这种完全复古的拍摄方式，让观众重
回最真实的战争现场。

多线交叉《敦刻尔克》
战役背景：敦刻尔克大撤退

《敦刻尔克》作为战争题材进入到经典名单中，我
们不得不承认有导演诺兰的品牌加成，在“好不好看”
这方面，《敦刻尔克》显然是有争议的，因为它不是普
通意义上观众认为的战争电影，就是说，和《拯救大兵
瑞恩》《血战钢锯岭》主打的惨烈血腥完全不同，《敦刻
尔克》用概念和结构带给观众一种全新的战争体验。

该片改编自二战历史事件“敦刻尔克大撤退”，当
时 40 万英法联军被敌军包围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
面对敌军的步步逼近，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背水
一战。诺兰在《敦刻尔克》中使用了他一贯的多线叙
事手法：用一周展现港口等待撤退的士兵；用一天展
现开着自己渔船前来营救的海上平民；用一小时展现
阻击德军空袭的英国空军，三条线交叉叠加，全景描
绘了这场撤退战。《敦刻尔克》里没有绝对的主角，甚
至少见敌军的身影，诺兰用自己独有的技巧，营造出
了战争的真实感和压迫感。不用血腥和暴力，诺兰用

《敦刻尔克》告诉你，战争片可以有更多的拍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