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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战争片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
件风险极大的事，首先面临的就是丢失
全部女性观众的可能。其次，史实在那
儿摆着，很难找到多少供导演个人发挥
的空间，稍有不慎，就会有“军事迷”和

“考据控”跳出来责难，说镜头里某架飞
机的螺旋桨型号不对。所以，很多导演
在拍战争片的时候其实都在干别的事
儿：比如《珍珠港》偷换了类型概念，把
战争片拍成了爱情片；比如《敦刻尔
克》，基本可以看成是诺兰式电影语言
的又一次探索和实践。然而，好莱坞的

“钢铁直男”罗兰·艾默里奇真是有一说
一，他的二战题材新片《决战中途岛》堪
称是一部教科书级的战争电影。当然，
其结果也不出所料地没能给观众制造
太多惊喜，它就像一名不苟言笑的老
师，一板一眼地给我们上了一堂两个多
小时的历史课。

电影片名虽然是“决战中途岛”，但
其实影片几乎全景式交代了美军从珍
珠港遭遇水逆，一直到中途岛大获全
胜，进而全面扭转太平洋战争局势的整
个过程。片中所有登场人物在历史上
都确有其人，对一些历史细节的还原几
乎达到纪录片的精度。当然，导演选择
这样处理一部剧情片必然是以牺牲电
影的戏剧性为代价的，除了导演最擅长
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大型战争场面，可以
说纵观全片，我们都没有看到什么戏剧
矛盾发展或者人物关系变化，更别提内
心戏和性格驱动了。无论是电影开始
时贝斯特炫技式的着陆还是从牺牲的
战友手上摘下的戒指，这些足以构成戏
剧线索的元素最后统统不了了之，实在
有点可惜。勇猛无畏的飞行天才贝斯
特，指挥若定的司令官尼米兹，沉着冷
静的情报官莱顿，他们在历史上都是当
之无愧的英雄，但到了电影里多少都有
沦为符号之嫌。整部影片也谈不上什
么节奏变化，从珍珠港被偷袭到中途岛
反杀，一种亢奋而单调的爱国主义情绪
毫无起伏地贯穿始终。

说了半天不足，下面主要来说说优
点。一部循规蹈矩、了无情趣，好像理

工男一样的电影就不值得一看吗？当
然不是。一部旨在还原历史的优秀战
争题材电影绝不仅仅满足于技术细节
的呈现，更应该展示的是对待历史的审
慎态度。用电影妖魔化对手的时代已
经远去，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教训而不
是仇恨。在这一点上，本片就做的不
错。山本五十六的名字早已被钉在战
犯的耻辱柱上，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他
曾经是哈佛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日本不
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本片中由丰川悦
司扮演的山本五十六不再是一个凶残
的莽汉，那种阴郁中裹夹着杀伐决断的
气质，才更贴近历史真相。他是那段历
史里少有的，能够清醒地认识局面的日
本军界领袖。从片中我们看到，虽然策
划了珍珠港事件，但对太平洋战争的全
面开启，山本其实一直是持谨慎的态
度。

足够客观并且全面地看待对手，才
更能突显我方的睿智和果敢。正所谓
对手越优秀，击败他们，方才显得我们
越优秀。毕竟，盟军获胜的伟大之处在
于我们最终打败了一群高智商但丧心
病狂的疯子，而不是“手撕”了一群傻
子。片尾处，日军在中途岛海域的最后
一艘航母被盟军战斗机漂亮的俯冲式
投弹击毁，军官山口在命令年轻士兵下

船后决定与舰同沉。他对留下来的军
官们说：“让我们一起静静地欣赏这月
光吧。”这个凶狠的军国主义分子，大概
在这一刻才终于找回了心底那一丝久
违的温暖。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
悲壮，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在被邪恶
的思想控制之后，将会走向一个十分凄
凉却无人同情的结局。这或许也正是
导演想要在片中说出的话吧。

在本片的出品阵容里，博纳影业占
据了相当显眼的位置。其实随着这些
年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资本向好莱坞
的反渗透，越来越多的美国大片里开始
出现中国制片方的身影。但是，我们发
现这些所谓大制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
好莱坞过气IP的狗尾续貂之作，比如
《忍者神龟2》《终结者6》《黑衣人：全球
追缉》等等，观感单一，乏善可陈。这或
许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电影资本
对自己关于世界电影市场的判断力缺
乏信心。于是只好自作聪明地走个捷
径，借IP保流量，至少赚个人气。近些
年，博纳在国产主旋律题材电影上频频
出手，成绩不错。颇有心得的他们这一
次居然跑去制作美国的主旋律。也许
这是博纳的全球战略，不过凭心而论，
能参与制作出《决战中途岛》这种水准
的电影，博纳至少是开了个好头。

前段时间重温了《致我们终将逝
去的青春》《夏洛特烦恼》，有了不一样
的观感，甚至觉得比当初公映时还要
好看一些，究其原因，发现青春题材也
好，怀旧因素也好，真正让这两部电影
禁得起打量的，在于它们融入了时代
情绪，迎合了故事所对应年代的人的
情感需求。

最近上映的《那一夜，我给你开过
车》与上述两部影片类似，都有着喜剧
的元素或形式，也瞄准了时代症候。这
部电影中的人物，呈现出一幅“深夜里
的中国人”的群体图景。

再准确一点，是它将镜头对准了一
线城市人在深夜之后的精神状态，每位
观众多少都能从片中人物身上看到自
己的影子，但不用担心某种因被暴露而
产生的不适感，喜剧这种无所不能的糖
衣形式，良好地包裹了那些苦涩，能够
使得观众暂且忘却自身，只跟随着人物
去欢笑或短暂地思考一下。

《那一夜》的故事根基其实充满了
悲剧色彩：被父母忽略的叛逆女孩，一
心想要尝试出轨的家庭主妇，睡汽车后
备厢跟踪老公的妻子，放弃跳舞梦想的
女精英，想要跳楼自杀的诗人，试图酒
后参加街头赛车的富二代，六个故事单
元里的六个人物，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
有着伤痕，这些伤痕要么来自家庭、夫
妻关系，要么来自自身的孤独与脆弱，
而这些，恰恰正是当下最为普遍、又被

当事人想要竭力掩盖的隐痛。
现实题材有两种拍法，一种是像

《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那样，面向某
种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与不良现象，进
行反思与批判；另外一种是关注人的生
存与心灵健康质量，以与当下同步的方
式，把摄影机放进人群当中，讲述水面
之下的故事——《那一夜》就符合后一
种现实题材的创作理念。相对于反思
与批判，后一种拍法似乎更难一些，因
为这类叙述方式，既要真实可信，又要
不着痕迹地融入信息量与观点，《那一
夜》良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那一夜》的单元结构并不新鲜，但
在完成度上却能够让观众忽略它的单
元形式，而感觉它是一部单一主线叙事
的故事片。达到这个效果，男一号李渤
在电影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负
责制造笑料，也负责影片的价值观输
出，在电影结尾他以出人意料的方式，
从旁观者也变成了当事人，这种身份上
的强弱转换，给故事制造了豹尾的效
果，剧作上的匠心考虑一目了然。

饰演李渤的田雨贡献了精彩的表
演，他在片中的造型与台词效果，颇像
过去一个时期的主持人崔永元，当他出
现时无需说话，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便能
让观众发笑。其他的演员如左小青、种
丹妮、刘金山、李菁菁等也均演技在线，
其中饰演家庭主妇的左小青，在角色设
计与表演上都富有深意。如果六个故
事都能达到第二个故事的水准，《那一
夜》会拥有更高的评价。

国产电影当中，编剧如果能够做到
匠心独具、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导演如
果能够做到结构清晰、调度从容、表达
准确，演员能够做到给剧本加分，三方
面合一，便会是一部不错的作品，《那一
夜》实现了这一点，它的编剧柳桦、导演
林晓丽与一众演员一起，创作出这部具
有现实意义、基调扎实温暖的作品，逻
辑成立，人物立得住，故事好看，价值指
向端正，虽然后面的单元故事稍显单
薄，但并不影响影片的整体气质。

在喜剧演员的转型之路上，大鹏不是天分最高
的那个，但绝对能够入选最吃苦卖力的群体。继8
月底的《铤而走险》之后，大鹏又带来新作品，这便
是由新导演申奥执导的《受益人》。

和去年叫座又叫好的《我不是药神》一样，《受
益人》也是知名导演宁浩“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的
主打影片。这个计划以提携新导演而著称，之前没
有执导过长片的申奥能够被宁浩看中，自有其独到
之处。

事实上，《受益人》和《我不是药神》有颇多相似
之处。两部影片都取材于现实，只不过，《我不是药
神》聚焦购买仿制药的故事，而《受益人》则讲述了
一个杀妻骗保的故事。与此同时，两部影片的主演
都是喜剧演员，尽管大鹏没有徐峥那么高的知名
度，但凭借自导自演的处女作《煎饼侠》，也进入十
亿导演之列。此外，两部影片的故事都聚焦于主角
从自私自利到幡然醒悟的转变之路，并且，它们都
有一定的喜剧元素，为悲凉的现实题材涂抹上一些
暖色。

不过，申奥不是文牧野，大鹏也不是徐峥，《受
益人》最终难以成为另一部《我不是药神》。首先，
《受益人》并不具有《我不是药神》那样的层次感，人
物刻画显得有些单薄，反派钟振江过于坏，女主角
岳淼淼过于傻，只有男主角吴海有些转变，但假结
婚骗保也只是在孩子生病无计可施，继而受钟振江
蛊惑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其次，这个看起来玄
之又玄的杀妻骗保案，其实经不起推敲，钟振江利
用吴海欺骗岳淼淼，实在多此一举，假如他亲自上
阵，以他的心狠手辣，冷酷无情，恐怕早已得手，然
而，他偏偏选择懦弱老实、良心未泯的吴海做搭
档。所以，从一开始，二人设下的骗局就注定不能
成功，也让观众很容易便猜到故事的走向；最后，岳
淼淼这个角色，不仅人物设定单薄（就是单纯的傻

白甜），柳岩的表演也未能让这个角色立起来。总
之，《受益人》讲述了一个乏善可陈的故事，就注定
不会像《我不是药神》那样以惊艳收场。

影片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大鹏。可以说，《受益
人》是大鹏在转型之路上最能书写的一笔。由他饰
演的小人物吴海，不仅败给了生活，也败给了爱情，
唯一没有败的，是自己的良心。因此，他最终得到
女神的垂青和命运的眷顾。在大鹏的演绎下，吴海
既卑微又自大，既不甘又无奈，既邋遢又善良，举手
投足就是个失败的小人物，从中可以看到大鹏的努
力。

虽然靠《煎饼侠》一战成名，但大鹏并没有在这
条靠媚俗圈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是“不合时宜”
地推出《缝纫机乐队》，以圆自己少年时的梦想，继
而开启转型之路。从《铤而走险》到《受益人》，大鹏
尝试撕掉喜剧演员的标签。目前虽无太大成效，但
一直在努力。这样的努力，值得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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