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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2020 年 ，“ 说 唱 热 ” 又 起 。 最 近 ，

《说唱听我的》《中国新说唱 2020》《说唱

新世代》，三档说唱类音乐综艺节目的相

继播出，既进一步让原本小众的说唱走入

大众视野，同时也为这种音乐形式注入新

的内核。

3 年 前 的 夏 天 ，《中 国 有 嘻 哈》 横 空

出世，带领说唱音乐由小众走向主流，让

“freestyle”“Skr”“ 单 押 双 押 ” 等 说 唱 相

关的专业术语实现大众普及，成为新晋流

行语和年轻人的社交货币。如今，中文说

唱的热潮，正在席卷更多年轻人。

“近年来我国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开始

不断涌入到主流视野，包括在过去一直处

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喊麦、说

唱、街舞等为青少年群体热衷，但又明显

处于边缘状态的亚文化文艺表达方式，获

得了主流媒介的持续性关注。”中国艺术

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说。

当初 《中国有嘻哈》 主打的态度是，

说唱就是“keep real”、做自己，该系列

做 到 第 四 年 ， 今 年 《中 国 新 说 唱 2020》
的 节 目 slogan—— “who is the rapstar？
冠军是我的！”

《说唱听我的》 告诉观众，说唱是自

己说了算，勇于面对质疑证明自己；B 站

的 自 制 综 艺 《说 唱 新 世 代》 主 打 的 观 念

是：万物皆可说唱，说唱是一种表达态度

和想法的载体。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助 理 研 究 员 李 静 指

出，近年来“说唱热”的出现，离不开网

络新媒介的包装与传播，尤其是网络音乐

综艺节目的助推。“以 2017 年的网络综艺

《中国有嘻哈》 为界标，作为嘻哈文化重

要分支的‘说唱’，才真正开始走进当代

大众文化的视域之中，并散发出前所未有

的吸引力”。

李静认为，网络亚文化对于文化生态

的“改写”之一，便体现在它对日用语言

的 渗 透 中 。 比 如 网 络 说 唱 节 目 中 涌 现 的

battle、diss、freestyle、keep real 等，已经

成为许多人的网络社交用语，甚至化入线

下交际之中。

很 多 网 友 对 创 作 型 说 唱 选 手 的 评 价

是，他们实在很“敢”：敢写，敢唱。比

如在 《说唱新世代》 中，RoseDoggy 组合

的迪克阳仔和林原谅带来一首“此前没人

敢写的”的说唱歌曲——围绕现在大家都

对客户甲方“叫爸爸”的社会现象，他们

进行一种戏谑且魔性的表达。

“我们在广告公司里面会接触到形形

色色的人，确实也会碰到很多人为了一些

东西去讨好谄媚别人，去低声下气叫别人

‘爸爸’，比如大家常说的‘客户爸爸’。

因为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行业里普遍到让人

习以为常了，为了得到一些东西去放弃底

线，我们想借这首歌小小地讽刺一下。”

接受本报采访，谈到创作 《叫爸爸》

这首说唱作品的初衷，RoseDoggy 组合如

是说。

RoseDoggy 组合表示 ，希望以这种角

色扮演的唱法，让大家感受到“叫爸爸”这

种现象是他们看不起的。每次唱完现场，叫

完“爸爸”之后，他们想告诉年轻人：“每个

人只有靠自己努力付出和奋斗获取自己想

要的东西，才是值得被尊重的。”

电视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

博 士 后 何 天 平 认 为 ， 说 唱 形 式 相 较 于 唱

歌、跳舞，能承载的最不一样的东西，是

态 度 和 表 达 。“ 恐 怕 没 有 哪 一 种 艺 术 样

式，能比说唱更直观有力且直抒胸臆地去

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这也很符合 Z 世

代的某种精神内核，敢思考、敢言说”。

说唱节目中，陈近南唱的一首写给抑

郁症患者的歌 《来自世界的恶意》，唱哭

了很多网友。

《来自世界的恶意》 歌词有对抑郁症

女孩的理解和同情：“命运是主人，你我

都是往来的宾客，我和你一样曾遭受校园

和网络暴力⋯⋯”更令网友泪目的，是陈

近 南 对 这 个 群 体 的 鼓 励 ：“ 你 看 你 有 多

棒，你一定会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这不

是你的问题你无需向谁证明，世界的恶意

不过是一场闹剧，如果现在你没剩下多少

勇气，我一直陪你，愿你历尽千帆，依然

光芒万丈。”

接 受 本 报 采 访 时 ， 陈 近 南 谈 起 创 作

《来自世界的恶意》 这首歌的初衷。“如果

在这条路上你觉得辛苦，觉得困难，觉得

支撑不住了，至少还有一个播放器里的声

音会陪着你”。

2019 年 5 月，陈近南有一个粉丝在加

拿大留学。突然有一天，陈近南收到了她

的 消 息 。“ 她 说 坚 持 不 下 去 了 ， 活 不 了

了 ， 她 不 懂 这 个 世 界 为 什 么 总 是 恶 意 满

满。她确诊为很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学校

里的同学们都不理解，父母一开始也不觉

得她生病，只是觉得她很作”。

陈近南听完这个粉丝的讲述很心疼，

就把小时候自己曾经遇到的事情讲给粉丝

听， 给 她 鼓 励 。“ 她 接 收 到 了 我 的 力 量 ，

并且看到了我现在的样子，好像所谓来自

世界的恶意，我没那么难接受了，她想成

为和我一样勇敢的人”。

当晚陈近南就想，也许有很多人，和

这个粉丝一样，在青春期这段时间，很容

易不开心或者有一些心理问题，他们也需

要鼓励和安慰。“但是我又不能一个个和

他们讲我的故事，鼓励他们，所以我就创

作了这首歌 《来自世界的恶意》，很快就

写了出来”。

陈近南把这首歌最初版 demo 发给那

个 粉 丝 听 的 时 候 ， 对 方 正 在 机 场 候 机 。

“她 说 决 定 休 学 一 年 回 国 接 受 心 理 治 疗 ，

本来很紧张，但是听完了以后就觉得很温

暖。我也很开心，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

都能得到一点点的温暖”。

透过《来自世界的恶意》，陈近南想传

达的是：也许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感受过“来

自世界的恶意”，我们要勇敢地面对它，克

服它，战胜它，不要害怕。也许当你战胜了

它，你也会觉得，“来自世界的恶意不过是

一场闹剧”，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何天平看来，类似 《说唱新世代》

这样的说唱节目，是体现包容性的一种价

值 表 达 。“ 节 目 作 为 一 种 大 众 文 化 作 品 ，

在情感、价值和文化的提取上需要去找寻

一个最大公约数，能被所谓的大众而非窄

众去共情，把说唱放到一种社会文化的语

境里去解读，这又何尝不可？”

何天平表示，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说，说

唱和 rapper 依然是圈层文化，它有自己的

“壁”，包括专业和审美门槛，不可能真正意

义上成为一种能被大众普遍共享的文化表

达。“但各类说唱节目确实在传播层面为这

种原本的青年亚文化‘祛魅’了，这种传播

意义上的大众化是显而易见的”。

说唱文化“破壁”2020：《叫爸爸》《来自世界的恶意》靠什么走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9 月 23 日，洛阳龙门西山的奉先寺北

壁，一件佛首被龙门石窟研究院的工作人

员小心翼翼地安放到一尊等身立佛的残像

上，断面完全吻合，佛首回归。这次“回

归”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佛首是按照一

比一的比例用 3D 数字打印的，这是国内

石质造像流散文物首次实现数字回归。

这 件 佛 首 馆 藏 于 上 海 博 物 院 ， 早 在

1957 年在北京购得，推断被盗于 1923 年

后——因为 1923 年，一名日本摄影师曾

到龙门拍过奉先寺北壁照片，当时这尊立

佛像头部尚存。这只是龙门石窟众多流失

海内外的造像中的一件，但佛首的数字回

归，为流散文物回家提供了新的可能。

9 月 26 日，“数字重生——丝绸之路

沿线石窟寺数字化保护项目”在大同云冈

石窟启动。对石窟寺来说，数字化的意义

不仅仅是流失文物的回归，它更关系到石

窟寺的未来存续。

中 国 文 物 保 护 基 金 会 理 事 长 励 小 捷

说，历经一千多年，石窟所面临的水害侵

蚀 、 岩 体 失 稳 及 石 雕 表 面 风 化 等 自 然 病

害 ， 仍 难 以 遏 制 ； 历 史 原 因 造 成 的 被 盗

凿、被破坏、被偷窃，大量精美的佛像、

佛首、壁画等，现在还流失海外。保护项

目将选取丝路沿线具有不同时代意义、不

同地域代表的石窟为实施对象，进行洞窟

数字化、虚拟修复、数字回归、展览展示

等方面的探索。

励 小 捷 宣 布 ， 项 目 首 批 选 定 云 冈 石

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为期 6 年，

面向公众筹资。

数字重生，听上去是一个科幻题材的

题目，但对石窟寺来说，这是非常现实甚

至紧迫的议题。那些赫赫有名的石窟，都

面临着或近或远的危险。比如，麦积山石

窟 165 窟开凿于北魏，洞窟前部有坍塌，

壁 面 泥 层 剥 落 过 半 ； 云 冈 石 窟 16-1 窟 ，

属于著名的“昙曜五窟”，是云冈开凿最

早的 5 个洞窟之一，前立壁和前部窟顶早

已崩毁，窟门仅存下半部，而北壁三龛佛

像被盗后的黑洞，凿痕累累，惨不忍睹；

龙门石窟莲花洞 712 窟开凿于北魏，因其

窟顶雕刻有一朵直径 3.6 米的大莲花而得

名，曾拥有龙门石窟最精美的迦叶像，但

头部在 1916-1935 年间被盗⋯⋯

励 小 捷 介 绍 ， 数 字 重 生 将 有 这 几 种

形 式 ： 对 于 有 残 损 的 洞 窟 ， 利 用 老 照

片 、 通 过 最 先 进 的 数 字 技 术 ， 进 行 数 字

虚 拟 修 复 ， 再 现 石 窟 艺 术 原 貌 ； 对 于 流

失 海 外 的 石 窟 文 物 ， 近 期 难 以 追 还 的 ，

以 数 字 化 的 方 式 实 现 拼 接 复 原 ， 向 广 大

游 客 展 现 ； 对 石 窟 文 化 的 推 广 ， 通 过 各

种 数 字 化 展 览 展 示 手 段 ， 让 公 众 了 解 石

窟，爱上石窟。

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化研究室主任宁

波记得，云冈石窟第 33 窟，2007 年时还

有两尊菩萨衣纹，当时可以看到，现在再

去，已经看不到了。有这样一个数据，云

冈石窟每一平方米外立面的范围内，平均

每年就有 10 立方厘米消失。已经 1500 岁

的云冈石窟，风化，乃至消失，从漫长的

历史角度来看，似乎不可避免。

云 冈 石 窟 数 字 化 工 作 于 2003 年 起

步，目前已经完成整体石窟约 1/3 的数据

采集，同时也完成了 2005-2018 年所有现

存 纸 质 档 案 的 数 字 化 采 集 。“ 数 字 化 技

术，除了能记录石窟的真实变化，还可以

做整体风化监测——修建窟檐之后风化速

度大大下降；而如果很多很多年以后，云冈

石窟真的消失了，如果有足够精细的数据

保存并传承，人类还会知道并‘看到’，这里

存在过如此灿烂的艺术。”宁波说。

从 2005 年 开 始 ， 北 京 大 学 教 授 查 红

彬与龙门石窟合作从事石窟三维数字化的

尝试。建立石窟三维数字化的数据库，利

用三维数字技术辅助考古线图的绘制，最

终实现石窟全景数字化，这是查红彬团队

目标的“三步走”。他为我们描述了将来

一 种 参 观 石 窟 的 神 奇 体 验 ： 走 进 一 个 石

窟 ， 戴 上 VR 头 盔 ， 就 能 看 见 这 个 石 窟

100 年 、 500 年 、 1000 年 前 各 是 什 么 样

子，历史重现。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

实 验 室 教 授 黄 先 锋 ， 2007 年 与 敦 煌 合

作 ， 扫 描 了 整 个 莫 高 窟 1.8 公 里 的 数 据 ，

不仅是石窟，还包括周边环境，“空天地

一 体 化 ”， 这 成 为 向 游 客 虚 拟 展 示 的 基

础。“当时的投入是巨大的，工作量也是

很大的。文物消亡的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现

在进行保护的力度，除了重视重点文物，

还要看到边疆和条件较差的地区。后来，

我们做了一个软件，放到云上共享，手机

就能打开，每个人都可以上传照片，建模

以后直接分享，实现低成本的数据记录”。

黄先锋说：“现在做的数字化，可以

让数字化和展示直接打通，每个人都可以

参与。数字化不只是模型，文物信息挖掘

和知识库的建立任重道远；数字化的成果

也不只是看，是真的能够用于保护的。”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詹长法认

为 ， 数 字 化 是 一 场 不 知 不 觉 的 方 法 革

命 ， 在 文 物 保 护 过 程 的 多 个 维 度 延 展 ，

随 着 实 施 的 推 进 ， 需 要 我 们 有 更 深刻的

人文思考。

詹长法总结，数字化参与文物保护利

用的全过程包括基础研究、保护修复、监

测预警、利用发展、传播推广、阐释展示

等。“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重庆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在修复时就留取了修

复前、中、后多层级的亚毫米级数据，实

现了有数字化支撑的石窟修复。

“但必须看到，文博领域数字化还存

在为记录而记录的现象，因需求不明确，

或反复采集，或将数据束之高阁。而许多

急需数字化采集建立档案的遗产地，往往

又缺乏专业人员，这使得数据交付后无人

管 理 。” 詹 长 法 直 言 ，“ 市 场 有 市 场 的 逻

辑，行业有行业的困境。今天数字化在文

物领域的广泛应用，并未真正获得与投入

相匹配的效益。”

詹长法强调，随着石窟寺保护迎来重

大机遇，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数字化工

作，“从一开始就需要明确数字化应用的

目标与可预期的效果”。在他看来，留存

数字化资料信息的同时，应该深入挖掘石

窟寺造像的艺术价值，展现出真正的艺术

之美。

比 如 ，2017 年 ， 瑞 士 西 北 部 的 巴 塞

尔利用 3D 扫描和打印技术整体复原出了

埃及法老赛蒂 I 世的墓葬，及 3300 年前的

法老石棺。此项目耗时 5 年，让法老陵墓

完整地以新科技的方式再现世人眼前。

这 在 云 冈 石 窟 已 经 实 现 ：2017 年 以

来，依托数字档案，云冈石窟启动了第 3
窟、12 窟、18 窟原比例复制工程，用 3D

打印技术，陆续将石窟“搬”到了青岛城

市传媒广场、北京建筑大学、浙江大学艺

术与考古博物馆等地，实现了不可移动文

物的可移动展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注定消失的石窟

将得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生。

石窟寺数字重生

实习生 余冰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外地亲戚上城里来看病，这事儿大家

经常遇到，导演宁浩也遇到了。除了对疾病

的忧心，亲戚还担心在北京看不起病——

虽然有农村医保，但是不知道能报多少，北

京是否覆盖，便不敢做手术。宁浩说，你别

想后面那些问题，我们可以帮助你。

可一旦涉及金钱，平等的亲戚关系似

乎多了一点亏欠，这让宁浩有点尴尬。等到

做完手术，亲戚惊喜地发现医保可报销百

分之八九十的费用，一下如释重负。亲戚又

回到长辈的位置上，双方重新平等了。

这事对宁浩触动很大，农村医保惠及

农 民 ，“ 确 实 是 政 府 办 的 硬 事 ”。 在 接 到

《我和我的家乡》“命题小作文”任务后，

宁浩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异乡人的

小故事，于是就有了分单元 《北京好人》。

此前在 《我和我的祖国》 中，宁浩执

导的 《北京你好》 单元影片，以出租车司

机“张北京”的视角看奥运会背景下的北

京。这次葛优在 《北京好人》 中饰演的角

色，沿用了“张北京”的名字，虽换了个

职业，性格依旧吊儿郎当、不着四六，喜

剧色彩颇浓。

一直以“黑色幽默”“荒诞”“疯狂”为

创作风格的宁浩，最近的作品多了些温情

的底色。即将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以 5
个具有代表性的“家乡”为蓝本，展现当地

的 风 土 人 情 与 真 情 故 事 。 作 为 该 片 总 导

演，宁浩总结，整体策划与出发点是 3 个

关键词：变化、空间、小人物视角。

在筹备阶段，宁浩和张艺谋、张一白

商 量 ， 要 用 一 个 主 题 把 各 个 单 元 串 在 一

起 ， 最 后 他 们 找 到 一 个 核 心 词 ——“ 变

化”，家乡和千家万户都因为全面小康和

精准扶贫而发生变化。确定主题后，如何

串起来？《我和我的祖国》 的叙事结构是

时间轴，每 10 年一个故事；在 《我和我

的 家 乡》 中 ， 连 接 线 变 成 了 5 组 空 间 概

念，散落在中国版图上的东西南北中。

宁浩习惯以小人物为视角讲故事，把

落点定位在“人”。“家乡和祖国这两种力

量感是不一样的。提到祖国会让人们觉得

很宏大，有血脉贲张和自豪的感觉，而提

到家乡则特别温暖。家乡应该是更具体的

关于人的描述，关乎每个个体”。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 从 《我 和 我 的 祖

国》 到 《我和我的家乡》，叙事落点发生

怎样的变化？

宁浩：提到家乡就像想起母亲，想起

家庭一样，是非常人性化、人格化的，它

应该是更具体地描述“人”，以及每个个

体与事情的关系。

《我和我的家乡》 有几个关键词：变

化，空间，还有延续了 《我和我的祖国》

里的小人物视角，这三点是比较核心的。

然后大家就开始各自领任务。我延续性地

接着做北京的故事；沈腾、闫非、彭大魔都

是东北人，所以他们很自然去东北，在东北

体验生活，在那里进行创作。邓超、俞白眉

导 演 的 单 元 ，俞 白 眉 是 西 安 人 ，就 去 了 西

北，在陕西进行创作。徐峥是上海人，他在

千岛湖那边开始创作。只有陈思诚，他是一

个东北人，但是他一跳上来就说，“我要去

西南！”他自己也很想去西南。

中青报·中青网：你曾说自己“习惯

于在破铜烂铁里面寻找价值”，你是如何

形成这样一个观察视角？

宁浩：前段时间我试着去写一些大明

星 、 大 人 物 ， 我 发 现 特 别 难 。 我 不 是 他

们，我就没素材，我也想象不到他是怎么

想 问 题 的 ， 我 只 能 写 那 种 我 能 理 解 的 东

西。我能理解的就是市民阶层，我拍的就

是 市 民 阶 层 ， 从 自 己 的 感 触 出 发 去 做 东

西，我只会这一个办法。

中青报·中青网：大家在提到你之前

的作品时，会提到黑色幽默、多线叙事、

荒诞这类关键词，为什么偏爱用荒诞或喜

剧的方式讲故事？

宁浩：我觉得中国的创作者好像对这

事情并不陌生，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相声基

础的国家，也是有脱口秀基础的国家。我

们一直都渴望轻松的视角和生活，我们有

这样的土壤和思维方法，所以你看中国的

喜剧明星特别多，生旦净末丑里，生角少

一点，丑角反倒是蛮多的。

中青报·中青网：这部电影有喜剧的

外壳，内里包含许多对现实的思考，你在

平时创作的过程中也会有这样的坚持吗？

宁浩：我没有故意思考现实，也没有

故意在做喜剧，我其实就是在对真实负责。

“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你要是这么想问题

的话，肯定会在看到事情表面的时候，愿意

去想它的原因，它到底为什么这样。想多了

自然会带出一点表面以下的东西，但是那

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中青报·中青网：你曾说“作为一个

创 作 者， 最 难 的 是 保 证 永 远 有 话 要 说 ”，

你如何保证这种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宁浩：一个是有话要说，另一个是要

少说废话，虽然我也说了不少废话，但我

觉得重点是你在关注什么事情。比方说这

个世界真的在发生什么？它的真相是什么？

我在研究我的下一个片子，抓了一个

题材——代孕。我觉得代孕这件事情是一

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来了对很多环节

的重新思考，包括伦理，包括法制，很多

问题都要与之相配套。这种事情就是我感

兴趣的事情，去观察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

宁浩：《我和我的家乡》跟每一个小人物都有关系

□ 韩浩月

本应春节公映的 《夺冠》 在“十一”

上映，成为国庆长假娱乐的一个关注点。

推迟到“十一”上映也挺合适，影片的性

质，从春节档的合家欢，转向国庆节爱国

情怀的释放，颇为适宜。

爱国精神、女排情怀、体育真谛，导

演陈可辛需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既要各个击破点明主题，又要寻找共振合

为一体。有点令人意外的是，陈可辛用三

段式结构，分别承担了这三个诉求，很直

白也很清晰地传达了体育竞技项目在不同

时期所承载的意义。

现在的体育电影，通常已不再喜欢使

用这样的拍摄手法，为了使作品摆脱纪录

片性质，更有戏剧冲突，创作者通常会围

绕一个点、一条线进行创作，在强化煽情

能 力 的 同 时 ， 也 突 出 体 育 电 影 的 紧 张 气

氛。《夺冠》 最具戏剧冲突的地方，发生

于 2008 年奥运会，郎平带领的美国队战

胜陈忠和带领的中国队，如果影片紧扣这

个核心展开故事的话，会是另一个风格的

作品。

但陈可辛没有这么做，不是他不能这

么 处 理 ， 而 是 中 国 排 球 之 于 中 国 体 育 历

史、之于中国人的情感，要求创作者尽可

能 地 对 不 同 的 时 代 情 绪 进 行 反 映 。 比 如

1981 年 中 国 队 战 胜 日 本 队 首 夺 世 界 冠

军，的确对那个时代的国人有巨大的振奋

作用，用现在的眼光看 （也是 《夺冠》 第

三段故事提出的议题）：夺冠真的那么重

要 吗 ？—— 对 于 1980 年 代 的 中 国 与 中 国

人来说，真的很重要，这毋庸置疑，不能

用现在的体育竞技价值观来衡量那时的教

练员、运动员以及为女排夺冠热泪盈眶的

人 们 ， 当 年 女 排 五 连 冠 所 带 来 的 鼓 舞 力

量，是无法代替的。

《夺冠》 再现了老女排在条件艰苦的

环境下刻苦训练的情形，队员承受的伤痛

让 人 心 疼 ； 在 进 入 低 潮 期 成 为 二 流 队 伍

时，队员的表现又令人失落与着急；当郎

平 重 新 执 掌 国 家 队 并 再 夺 世 界 冠 军 的 时

候，不禁为之感到激动与开心⋯⋯对比之

下，观众更愿意看到最后一段故事吧，因

为这段故事藏着触底反弹、再攀高峰的戏

剧性，也有着享受比赛、实现自我的新体

育精神——不是女排变了，而是观众、中

国人的心态集体变了，所以中国女排才会

再次找准定位。

在结构、诉求、价值观表达这三个方

面找准，影片就基本立住了。剩下的考验

是细节的呈现，《夺冠》 有几个细节抓得

不错：比如一名打沙滩排球出身的运动员

在发球前喜欢转球，还因此被裁判判罚过

超时；比如新女排队员被郎平批评，说老

女排队员从来不会在训练时拍对方屁股，

这样的细节让观众大笑，也让影片变得轻

松、生动。

作为一部新主旋律电影，《夺冠》 如

何处理集体和个体的关系，考验着创作者

的 立 场 与 技 巧 ， 在 最 后 一 段 ， 显 然 《夺

冠》 明确了球员为谁而打球的问题——不

是为了爸妈打球，不是为了奖牌打球，而

是为了改变和提升自我而打球，也正是这

样的激励，最终让最年轻一代的球员，做

到了轻装上阵。她们丢掉女排精神了吗，

并没有，她们只是将女排精神进化了。她

们表达出爱国情怀了吗，当然是，虽然没

有喊口号，但她们的胜利以及她们带给自

身以及带给观众的喜悦，本身就可以含蓄

地激发爱国情绪。

回到电影本身，《夺冠》 的缺憾也是

有的，比如第一段故事里的队员都没有出

现名字，不管什么原因，听不到一个个熟

悉的名字，总是一种遗憾；在对比赛画面

的呈现上，镜头有时候没有跟着球走，没

能协调好比赛的全面与局部之间的关系，

剪辑方面略显不足；虽然多数演员都超出

预期地完成了表演任务，但个别角色还有

脸谱化的嫌疑。

作为一部体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主

创群体能将 《夺冠》 以现有水准捧出来，

已经算不错，如果对女排历史有好奇心或

者对女排队员有亲切感，影片的带入能力

会更强些。在国庆档，期望 《夺冠》 能接

棒 《八佰》，继续为国产片提气，把疫情

之后恢复的电影市场，进一步带热。

《夺冠

》
：女排精神的变化

也是中国

人心态的变化

人 物

一直以“黑色幽默”“荒
诞”“疯狂”为创作风格的宁
浩 ， 最 近 的 作 品 多 了 些 温 情
的底色。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 ， 注
定消失的石窟将得到跨越时
间和空间的永生。

云冈石窟第 20 窟西立佛虚拟修复

示意图

这 很 符 合 Z 世 代 的 某
种 精 神 内 核 ， 敢 思 考 、 敢
言说。

陈近南参加 《说唱新世代》。

影

单

这 段 故 事 藏 着 触 底 反
弹 、 再 攀 高 峰 的 戏 剧 性 ， 也
有 着 享 受 比 赛 、 实 现 自 我 的
新体育精神。

宁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