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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以来，中国影坛涌现出多部体育
题材影片，如表现乒乓球运动的 《中国乒乓
之绝地反击》、表现短道速滑运动的《我心飞
扬》、表现艺术体操运动的 《你好青春》、表
现短跑运动的 《超越》 以及以格斗运动为背
景的《八角笼中》、以街舞运动为背景的《热
烈》 等。这些影片或回归体育本体，以训练
和比赛等体育元素阐释体育精神的多元化和
深刻性；或以体育题材为切口体现现实情
怀，表达更多内涵。值得一提的是，近年
来，电影工作者充分结合不同体育运动的竞
技特性和动感表现，通过更具艺术性和吸引
力的类型元素，以丰富的电影语言，实现体
育类型片的升级。

诠释多元化的体育精神

体育精神是体育题材影片所表达的重要
主题。以往的这类影片，如 《沙鸥》《女足九
号》等，表达的体育精神主要是“为国争光、奋
力拼搏、超越自我”。当下的此类影片中，体
育精神不但延续以往的主要内容，而且具有
更多元化、更丰富的诠释。如 《中国乒乓之
绝地反击》 赋予传统竞技新的时代内涵，一
方面通过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在失利后的逆风
翻盘，解答现代人应该怎样面对失败和困境
的命题，对人生价值进行新的思考；另一方
面还表达了“享受竞技体育带来的快乐”这
一理念，这不但是当代竞技体育的重要精
神，也是一种颇具现代性的积极的人生观。

这些体育题材影片也表现出体育精神的
另一重要特征——对个体生命状态和情感状
态的关注，这也是现代人所追求的人文情
怀。《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塑造了中国男子
乒乓球队教练员、运动员以及其他众多相关
人物的形象。在片中，这些人物不是只有单
一的“拼搏”人设，还都具有丰富的情感，
均为性情中人，时刻表达着自己的喜怒哀
乐。《我心飞翔》最吸引观众之处是对女主角
杨帆在荣誉背后的心路历程的描绘。影片中
对杨帆夺冠之路的展现，更多是通过描摹她
作为一个运动员的真实心境来完成的。如在
运动生涯的关键时期，她一边要承受至亲溘
然长辞的痛苦，一边要面对比赛失利的惨淡
结果。观众能够感受到她内心深处夺冠信心
的动摇、亏欠家人的内疚、失去家人的悲伤
以及对前途感到迷茫等复杂心态。这种多种
因素交织的心态，是非常真实的。影片对运

动员情感状态、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的表
达，体现出创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彰显了
作品的人本性视点。

这些体育题材影片也对“中国性”进行深
入探索。对中国实力、中国文化、中国现实、中
国人精神气质的“中国性”表达与体育精神对
接，赋予体育题材影片新的内涵。如《中国乒
乓之绝地反击》表现了中国国球重获荣光的征
程，全社会所有人的努力汇成强大的力量，最
终推动了中国国球的复兴，这便使影片具有
了较强的中国性。《我心飞扬》也艺术地表达
了中国人面对挑战和困难时解决问题的能
力，呈现出中国人的精神和智慧。片中表现
了中国速滑运动员在借鉴西方速滑经验的同
时，更注重探寻适合中国运动员的技术要
领，全片也因此给出了提高速滑运动水平的
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华体育的风采。

凝聚深切的现实情怀

近期的体育题材电影中，《中国乒乓之绝
地反击》《我心飞扬》等影片为比较纯粹的体
育竞技类影片，体育项目的训练、比赛是影
片的表现主体。《八角笼中》《热
烈》 等则更多地以体育题材为切
入点，体现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进而表达出更丰富深刻的内涵。

《八角笼中》以格斗运动为表
现对象，也呈现出体育竞技的某
些特征，但影片的主题并非对格
斗运动的本体呈现，而是讲述大
山里的孩子以格斗突出重围、探
寻人生出路的现实故事。影片对
格斗训练和比赛有相当篇幅的表
现，但更主要的是彰显影响孩子
前途、命运的社会因素，显现出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温暖的人
性。《热烈》与《八角笼中》有较
多相似之处，该片主要表现街舞
运动，对街舞的训练和比赛也有
诸多呈现，但影片的重点更在于
以此为切口，解读“梦想与热
爱”等青春命题。

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视角下，
《八角笼中》和《热烈》并未完全
采用通过刻苦训练终获成功的常
规叙事手法，而是将复杂的社会
因素作为形成矛盾冲突和刻画人

物的关键。这些影片以
体育题材为切入点，获
得了超越该题材本身的
现实意义和思辨价值。
如 《八角笼中》对大山
里的孩子的出路、社会
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
片面性等问题进行了思
考，让观众感受到大山
里的孩子“生如野草，不
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和
普通人之间相互帮助迸
发出的感人力量。影片
表 达 的“ 不 认 命 、不 服
输”主题，在《热烈》中也
得到了延续，该片表现

了普通人面对现实磨难时永不服输永不放弃
的坚毅。同时，陈烁和丁雷两个人物的设
置，使影片贯穿了“梦想热爱”与“现实功
利”间的冲突。在影片的后半段，作为教练
的丁雷发生了观念蜕变，最终放下了对“现
实功利”的依恋，彻底走向了纯粹，影片也
以此完成了对“梦想热爱”的肯定。这种现
实情怀的抒发和深刻思辨的表达，也是近期
国产体育题材影片的另一成果。

运用丰富的电影语言

近年来的体育题材影片能够充分结合不
同体育运动的竞技特性和动感表现，按照一
定的美学范式和商业范式，在叙事结构、人
物刻画特别是电影语言的使用层面，打造更
具艺术性和吸引力的类型元素，大大提高了
电影的可看性。

这其中，《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中对乒

乓球运动的类型营造颇具特色。影片主创在
叙事层面制造了饱满的戏剧张力，在人物塑
造上为每一个角色都设置了能爆发特殊能量
的专属情感线，特别是以纯熟的镜头语言，
从比赛和训练两个层面表现出乒乓球运动的
竞技感。如片中以高速摄影等手段呈现比赛
场面，捕捉滚动的乒乓球和比赛过程中人物
击球的瞬间，再加上快速剪辑等影像处理手
段，凸显出乒乓球运动的魅力和美感。《热烈》
也从叙事、人物的戏剧性处理和街舞的运动
感、造型感、节奏感出发，展现这项运动的风
貌。影片以梦想作为故事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所有的叙事表达和人物塑造都围绕于
此，同时辅以热血、奋斗、坚定、伤痛、失
落、荣光等话题，讲述青年人的追梦故事。
影片从开场到结尾大量展现了街舞训练或比
赛场面，利用多机位多景别摄影、快速剪辑
等手段，把街舞的竞技感和爆燃感完美呈现
出来，整体视听风格更年轻化、时尚化。而
且影片做到了街舞元素与电影节奏、叙事的
有机结合，使观众强烈感受到街舞的魅力。

近期的其他体育题材影片，亦根据不同
运动项目营造了不同的体育运动时空。如

《我心飞翔》针对短道速滑的运动特点，以先
进的拍摄系统和精妙的后期制作，将镜头语
言细化拆解。影片中紧张刺激的比赛现场、
风驰电掣般的动作奇观以及冰刀划过冰面的
真切音响等，给观众营造出沉浸式的观影体
验。《你好青春》充分发挥艺术体操这一运动项
目的动感和造型优势，利用视听语言放大该
运动项目的类型元素。如影片大量使用斯坦
尼康摄影系统进行跟拍，获得了稳定且流畅
的艺术体操影像，还较多使用跳轴镜头表现
艺术体操的完整性，凸显了这一运动的美感。

体育题材电影一直是国产电影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近期的体育题材电影创作亦进行
了新的艺术拓展。今后的国产体育题材电影
在体育精神的深度诠释及电影语言的运用方
面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观众也期待更多更
好的国产体育题材电影面世。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电视剧《富春山居》刚刚收
官。在这部剧之前，我担任制
片人的农村题材电视剧《麦香》
于 2019年播出后，获第十五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曾有人问我，为什么热衷
聚焦农村，关注农民？我回答：
因为我是农民出身，考上大学
后才进入城市，骨子里的乡土
情缘是割舍不掉的。作为一名
从农村走出来的影视工作者，
我热切希望为乡村振兴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而不是只做旁
观者。2018 年 3 月 8 日，我从
新闻中看到“打造各具特色的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号召，
仿佛拨云见日，找到了努力的
目标——以元代黄公望的《富
春山居图》为文化符号，拍摄
一部力求艺术地展现乡村振兴
成果的电视剧。

《富春山居图》 的原创地
和实景地在浙江杭州富阳。我
带着这个想法与富阳区委沟通
后，双方一拍即合，当即决定
创作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电视
剧 《富春山居》。经过反复调
研、论证，我们确定用一幅传
世古画，把这片热土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贯穿起来，通过讲
述回乡创业的海归青年许嘉富
一步步成长为乡村振兴领路人
的故事，用镜头书写一幅现代
版《富春山居图》。

创作中，我们坚持以引人
入胜的情节、浓厚温暖的情
感、伟大而朴实的情怀为创作
方向，在青山绿水之间，进行
农村剧的新表达。剧中，一群
年轻人用充满生活气息又极具
现实意义的一个个事件，从环
保动迁、乡风治理、乡村法治
建设、科技兴农等方面入手，
生动翔实地诠释了乡村产业振
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
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
织振兴的内涵，奏响了许家大
塘的乡村振兴协奏曲，轻松欢
快，鼓舞人心。

以许嘉富为代表的南方农
村新农民有思想、有才华，全
产业链农旅综合体、康养中
心、智能养猪场、无人种植蔬
菜工厂……他们积极在农村创
业，推动乡村经济数字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他们不再
看天吃饭，更不是为了求生存
而远走他乡的农民工，他们甚
至能不断对城市与乡村、传统
与现代、科技与人文的关系进
行思辨并指导自己的实践。他
们性格活泼，脑洞大开，乐观
向上，更像一群探险者，在富
春山中寻找着关于未来的密码
和宝藏。

我们希望以山水表达情
感，以山水抒写精神，让这部
电视剧的荧屏呈现有如山水田
园诗般清新美好。全剧尽情展
现了当今中国在绿色发展理念
下的山水之美以及人与自然的
和谐之美，富春山、富春江、古
琴、古窖、美食、汉服等入镜，营
造出诗画江南、天人合一的美
感。片头出现的粒子水墨画是
我和中国美术学院团队历时一
年探索、修改后制作完成的，
不但使《富春山居图》在荧屏
上缓缓打开，而且画作的颜色
也从开始的古色古香慢慢添加
绿色，最终完成了从古到今的
过渡，契合了全剧的意境。

农民是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的作画者，亦是画中人。我希
望这部《富春山居》能让大家
看到未来乡村是什么样的，昭
示“农村不是退路，而是大好
去处”。剧中新颖的农村发展
模式、新锐的农民形象、新时
代的农村山水，正是乡村振兴
的丰硕成果。今年是“八八战
略”“千万工程”实施 20 周
年。能用《富春山居》记录和
展现 20 年来浙江大地发生的
精彩蝶变，描绘浙江富民强
省、均衡发展、绿色发展、共
治共享、勤廉奋进的生动图
景，是我和这部剧所有创作者
的荣耀。

（作者系电视剧《富春山
居》总制片人）

上世纪 90 年代末，陕西一所农村中学，
同学们升入初三，即将迎来中考。但巴王超
过 等 所 谓 的 “ 差 生 ” 被 组 成 了 “ 放 羊
班”——学校对他们放任自流，这些孩子只
等把初中毕业证书混到手就万事大吉。画家
冷轩阴差阳错来到这所学校担任美术老师，
应试教育重压下的同学们获得了表现个性、
展示自我的机会，尤其是“放羊班”的同学
们，在冷轩的帮助、引领下，纷纷重新开始
追逐梦想……

这是 《树上有个好地方》 系列电影第二
部 《美术老师的放羊班》 讲述的故事。第一
部 《树上有个好地方》 曾获第十九届中国电
影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第 32 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提名等。由同一班
底制作的系列电影第二部于 7 月 28 日起在
爱奇艺全网独播后，因对乡村校园生活的
真实反映和师生一起努力奔赴远方的生动
群像塑造引发热议，许多观众表示，观影
后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和校园生活，产
生了强烈共鸣。

这两部影片的导演、编剧张忠华介绍，
系列电影的大部分主创是西安地区在职的大
中小学教师，“我们创作这两部电影的初心就
是以真诚的态度，做表达真情实感的青少年

题材电影”。他们曾提出“种电影”的概念，
就是通过影像，把真、善、美的种子播撒在
青少年观众心中，和他们共同成长。

两部影片讲述的是以巴王超过为主角的
同一拨西部农村孩子的校园故事，采用了方
言对白，在第二部影片中，孩子们从第一部
中天真烂漫的小学生成长为初中生。张忠华
认为，相对于第一部，第二部影片展现的现
实情况和探讨的话题更为严肃深刻，孩子们
开始进入比较躁动的青春期，也有了中考的
压力，有的孩子甚至有些焦虑，但影片依旧保
持写实的风格和诗意的表达。第一部中的“好
地方”——“树上”和第二部中的“窑洞”，都是
师生可以自由放飞心灵、让理想和现实达到平
衡的美好空间，第二部中许多画面充满理想色
彩，还插入了大量抒情动听的原创歌曲。

张忠华坦诚地说，他自己就曾凭美术成
绩考上高中，《美术老师的放羊班》中有的细
节就来自他本人。通过影片，张忠华最想表
达的是：“每个孩子都是天才，适合每个人的
道路就在自己脚下。”他和影片中的孩子们一
样，都曾遇到用爱温暖了自己的人，这些人
的思想和言行散发出光芒，照亮了他和孩子
们的人生道路。

很多观众在 《美术老师的放羊班》 片尾
发送弹幕，表示希望看到这个系列的第三
部，这给了张忠华他们很大的鼓励。张忠华
表示：“我们计划以巴王超过为主角，将这个
系列继续拍下去，讲述他的高中时代、大学
时代甚至将来走出校园、踏上社会等不同人
生阶段的故事，完整地反映西北农村孩子数
十年的成长历程。”

展现乡村振兴成果

记录浙江精彩蝶变
刘志江

■文艺创作谈■文艺创作谈

《美术老师的放羊班》海报。出品方供图

《美术老师的放羊班》——

种电影 种梦想
本报记者 苗 春

内涵更深刻丰富 场面更时尚动感

国产体育题材影片不断拓展创新
赵卫防

图①：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
击》剧照。
图②：电影《你好青春》剧照。
图③：电影《热烈》海报。
图④：电影《八角笼中》海报。

本文配图均由出品方提供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