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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天地，魔幻世界
有关冰雪运动的电影推荐

·
多 一 份 精 彩

《人世间》普通工人家庭的平民史诗引发共鸣

《花滑女王》

导演：奥列格·特罗费姆；主演：阿格
拉娅·塔拉索娃/亚历山大·佩特罗夫。

佳娜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之
中，在母亲的鼓励和栽培下，佳娜成为了
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虽然佳娜的身体
条件并不是非常适合这项运动，但凭借
着自己的努力，佳娜最终成功地站在了
世界顶级花滑男选手里奥纳夫的身边，
成为他的搭档。两人合作十分默契，夺
得许多耀眼的成绩，彼此之间也碰撞出
爱情的火花。花滑世界杯即将开始之
前，佳娜不幸受伤，无奈只能告别赛场，
里奥纳夫也因此离开了她。就在佳娜万
念俱灰的时候，冰球运动员萨沙成为她
坚强的后盾。

电影女主人公原型是俄罗斯著名花
滑选手伊莲娜·别烈日娜亚。这是一部非
典型性俄罗斯电影，在剧作和结构上承袭
了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几场重要的人物
冲突设计得颇为激烈。最值得一提的是，
穿插在其中的说唱与舞台表演，强化了喜
剧的表现形式，而且点缀得比较克制，但
对剧情推进又有帮助，在最后的高潮部分
最为突出。

《冰上奇缘》

导演：保罗·迈克尔·格拉泽；主演：
D·B·斯威尼/莫伊拉·凯利。

凯蒂是冰上芭蕾的少见天才，但因为
个性过度骄纵，脾气暴躁，两年时间换掉
了数十位搭档，最后还在一次比赛中，因
为队友的失误而痛失金牌。道格是一个
冰球选手，十足自信也十足花心，在冬奥
会选拔中撞伤了眼睛，从此无法打球。凯
蒂的苏联教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替
她觅得新的搭档参加冬奥会比赛，因而说
服凯蒂接受毫无冰上芭蕾经验的道格作
为她的搭档。来自不同世界的两个人，同
样的年轻好强，时常争吵，却也因为彼此
不服输的个性，努力不懈，勇于挑战各种
高难度的冰上技巧。两人最终在不断的
摩擦中产生了感情，也完成了一次完美无
瑕的比赛。

花滑是外壳，爱情故事才是重点。剧
情简单甚至有些俗套，男女主也并非知名
演员，但在当年，这部不拖泥带水的电影
相当受欢迎，以至于出品方米高梅拍摄了
三部续集。

《冰球坏小子》

导演：迈克尔·道斯；主演：西恩·威
廉·斯科特/列维·施瑞博尔。

酒吧保安道格·格拉特体格强壮，行
事略有呆气，在一次观看冰球比赛时将不
满观众嘘声的球员痛揍，他的壮举经好友
拍摄公布后引起大众注意，阴差阳错加入
当地一支冰球队从头学起，充当队中暴徒
角色。一场场血战为道格赢来了知名度，
在教练的请托和引荐下，道格进入职业小
联盟的刺客队，刺客队中有因为受伤而产
生心理阴影的昔日王牌球员泽维尔，而道
格的任务，即是保证泽维尔等队友在场上
的安全。道格在比赛之外结识了热爱冰
球的姑娘伊娃，他向姑娘笨拙的表达自己
的爱慕。另一方面，王牌冰场打手罗斯在
前方等待着道格的挑战。

这是一部对运动充满热情的低预算独
立电影。影片看起来相当华丽，一些令人
难以置信的激动人心的冰球场面配上了歌
剧的旋律。影片中丰富的血腥场面让观众

局促不安，同时又让人捧腹大笑，导演把握
了完美的基调，完美地平衡了甜蜜、亵渎和
极端暴力，一些看似不合理的推理和为电
影增添风味的小细节让这部影片非常讨
喜，构成一出令人不可思议的喜剧。

《飞鹰艾迪》

导演：德克斯特·弗莱彻；主演：塔伦·
埃哲顿/休·杰克曼.

艾迪本是高山滑雪选手，但因为这个
项目竞争激烈，为了实现奥运梦，他改练
跳台滑雪，并于1984年远渡重洋前往德
国进行训练。他克服资金及自身条件的
各种困难，于1987年代表英国参加世界
锦标赛，获得1988年冬奥会参赛资格。
这位患有高度近视的英国滑雪运动员，虽
然没有骄人战绩也从未奖牌加身，但依然
是冬奥会历史上难以抹却的一笔，深受大
家喜爱，得到“飞鹰”外号，国际奥运会守
则上的“飞鹰规则”也因他而生。

故事原型是英国著名跳台滑雪选手迈
克尔·爱德华兹。他对奥运会极为狂热，
20多岁才开始学习跳台滑雪，只参加过一
届冬奥会，成绩垫底却依然被载入冬奥会
的历史。看了影片以后，你会觉得艾迪是
个执着于参加奥运会的愣头青，但依然会
被他的百折不挠追求梦想的精神所打动。

《国家代表》

导演：金容华；主演：河正宇。

1996年，为了承办冬季奥运会，韩国

全罗北道抚州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然而国际奥委会发来通知，由于抚州从
来没有参与跳台滑雪项目，若没有队伍
参加滑雪比赛将取消举办资格。组织委
员会一时间乱作一团，他们决定立即组
建跳台滑雪国家队。慌乱之中，他们临
时召集了五位对跳台滑雪一无所知的

“国家代表”：从小被美国人收养回国寻
找生母的鲍勃，性格冲动的俱乐部服务
生洪哲，对父亲言听计从的懦弱男孩在
北以及想借机逃过兵役的七久和他的弟
弟锋久。在不合格的前任儿童滑雪教练
方钟三的带领下，五位性格迥异的少年
开始一番艰苦训练。

片中的5名选手事迹根据真实原型改
编，是韩国跳台滑雪运动的开荒者。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下，这类
小人物励志片格外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给在俗世洪流中挣扎的观众带来慰藉，加
上电影融入了浪漫喜剧风格，还有类似好
莱坞大片中的惊险刺激的跳台滑雪场面，
成为电影在韩国卖座的主要原因。

《冰上轻驰》

导演：乔·德特杜巴；主演：约翰·坎
迪/雷蒙德·J·巴里。

几位牙买加青年，本来是短跑好手，
想在奥运会上争个高低，可惜在选拔赛上
失足跌倒，未能入选国家队。他们突发奇
想，何不组成牙买加历史上第一支雪橇
队，参加冰上项目呢？他们训练中用草坡
代替滑道练习，还把自己关在冰库里体会
冰天雪地的滋味。终于到比赛现场，尽管
不少人都想着看他们的笑话，但四名血气
方刚的青年偏要争这口气，最终以实力和
最佳状态的体育精神赢得了尊重和掌声。

电影为观众带来了一种非常具娱
乐性的观影体验。这部不寻常的、以事
实为基础的电影相当幽默活泼，给观
众带来了竞争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
感官喜悦。 赵叶舟

根据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由李
路执导，王海鸰编剧，雷佳音、辛柏
青、宋佳、殷桃等主演的电视剧《人
世间》正在央视一套热播。即便与春
节档、冬奥会等收视大热门“正面撞
档”，《人世间》在不紧不徐的播出节
奏里仍然收获大量拥趸。该剧总体量
多达58集，目前在中国视听大数据上
的表现已经突破了2%，在酷云实时电
视数据榜单上达到了1.5%，而其他电
视剧最高的也只有0.6%。

梁晓声最初未考虑影视化

对于小说作者梁晓声来说，《人世
间》本身就是一部特殊的作品。除去
该作品为作者带来的茅盾文学奖等一
众声誉，《人世间》不像梁晓声其他被
影视化的作品，如 《年轮》《雪城》
《知青》《返程时代》等，都是受电视
台邀请而创作的，“《人世间》一起手
就决定了它是不可能拍成电视剧的，
我也从没有往这方面来想。”

正因为创作时并不考虑影视化，
《人世间》的故事没有太顾及拍摄的难
度，作者打定了主意从上世纪七十年
代讲起，正是这种执念，造就了《人
世间》的画卷感，也成为了梁晓声写
作理念的最好阐述，“描述生命进化的
愿望”。梁晓声表示，在生命进化的历
程当中，时代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
工人阶级，现在的概念已经和当时完
全不同了。

梁晓声用“相见恨晚”来形容和
《人世间》导演李路的第一次见面。两
个人关于现实题材作品的共同语言很
多，李路对于表现工人阶级的形象和
情怀的理念，也让梁晓声赞赏有加，
梁晓声因此转变了想法，决定全力支
持他们，有难度也要支持。为了表达
这种支持，梁晓声甚至手书了一封5
页纸的授权，表示只要李路遵循“专

业、纯粹，那怎么改都行”。

主创都有东北情结

“东北是我的家乡，在我的家乡拍
这部戏是我的一个心愿。”李路表示，
主创人员对东北的情结不可或缺，在
他看来，东北的魅力不一定是推杯换
盏的“炕头文化”，还有更深情的黑土
地文化，他希望能够把东北最美的和
最粗犷的东西都在《人世间》展现出
来。

李路相信，《人世间》 的集数虽
长，但一定会牵动千家万户的心，让
观众看到最后。在时间跨度上，《人世
间》没有采用编年史的叙事方式，而
是以一种跨越式的、闲庭信步式的手
法，展现与人物命运密切相关的大事
件。剧集在人物塑造上全部平民化，
不造神，而是刻画命运。在李路看
来，现实题材是画人，画人很难，而

《人世间》里所有的人物，观众都很容
易在自己家找到原型。时间跨度五十
年的群戏剧本极难把控，人物的筛
选、走向、比例，年代的比例、截止
日期，人物的性格、命运等每一项都
必须认真斟酌。

剧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共有上百
个，其扮演者也都是经验丰富的演
员，主要演员中的雷佳音、宋佳都是
东北人。在和出品方见面时，雷佳音
就强调自己和角色的契合度绝不只体
现在外形上。他在鞍山长大，小时候
家住工人大院，那段日子是他最快乐
的回忆，也是他东北情结的根源，“我
就是周秉昆，我一定要演，我必须
演！”

在《人世间》的时间线里，雷佳
音所扮演的周秉昆大致生于1952至
1953年间，雷佳音的父亲就是那个年
代出生，他父母所在的国企也经历过
改革，母亲也下过岗。对雷佳音来

说，《人世间》就是父辈的生活，里
面的人物原型都刻在他脑子里，“我
当时有一个强烈的想法，拍完以后也
是给我爸妈留一个念想。”

着力刻画年代感

《人世间》横跨五十年的时间跨
度，为了淋漓尽致还原故事的真实
感，剧本筹备就历时三年多之久，并
进行了耗时六个月的紧张拍摄，对于
细节更是“苛刻”把控，大到各个时
期的历史场景、各个阶段的家庭环境
变化，小到各类生活道具、一碗一
勺，都极尽与北方环境下的年代原貌
相吻合。

剧组辗转长春、哈尔滨、辽宁、
北京、深圳、贵阳等地拍摄，为了重
现当年东北老工业城市的居民区，剧
组搭建了4万平方米的景，光灯线就
用了7万米，搭景的灯足足装了几十
辆超长箱车。拍摄准备阶段还征集了
很多旧物件，搭建了大概1000多平米
的道具库，像剧中出现的老海报、旧
挂历、老衣服，不少都是通过征集而
来的真东西。“让观众一看到就梦回那
个年代”，是剧组希望达到的目标。

该剧播出时，周秉坤嫌姐姐的毛
裤太紧，郑娟家因为太穷而没有裤子
穿的窘迫，以及为了买到一扇猪肉六
七个青年合伙排队的情节，都让观众
们重新回到那个曾经物质匮乏的年
代。“光字片”人穷志不穷的情感连
接，“六君子”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
青春肆意，则让弹幕中的观众们重温
过去时代的人情与暖意。伴随着剧情
进展，该剧即将进入一个小的高潮，
而人物命运的悲怆感与时代的造化叠
加，还会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冲击，这
部为普通工人家庭立传的平民史诗
剧，正在渐入佳境。

李夏至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已拉开帷幕，冬奥文
化氛围营造是社会传播的重要议题之一。作
为体育文化宣传普及的有效载体，体育题材
影视剧伴随着体育事业发展形势而呈现周期
性展播的特征，在重要体育赛会举办尤其是
奥运会期间予以节点性集中播放。近期，随
着冬奥会临近，荧屏之上聚焦冰雪运动的影
视剧创作播出也热度上升。2020 年至 2021
年，《冰糖炖雪梨》《爱在粉雪时光》《陪你逐风
飞翔》等剧通过表现运动员的浪漫爱情，引发
大众对冰雪运动的关注。而近日在央视一套
黄金档热播的《超越》，则用现实主义的笔触
塑造了三代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群像，讲述
了中国短道速滑发展至今的壮阔历史，展现
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体育健儿的精神风貌，
更是点燃了大众对于体育运动乃至冬奥会的
热情。可以预见，接下来一段时间，还将有一
批表现冰雪运动的体育题材影视剧上线，剧
集市场这股体育题材创作热潮也会持续。

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国产体育题材电
视剧《中国姑娘》在中国女排勇夺冠军激荡起
的爱国热情之下创作播出。经过三十多年发
展，在体育事业大发展的背景下，体育题材电
视剧已将篮球、足球、棒球、跆拳道、冰球、电竞
等多元体育项目纳入创作视野。在这期间，创
作历经了从传记取向到偶像剧化的流变过程，
内容也从注重渲染家国情怀与维护民族尊严的宏阔表
达向侧重于表现运动员自我价值实现的成长叙事转
变。这与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时代趋向相一致，其中
蕴含的社会审美转向、消费趣味调适也为当下体育题
材电视剧创新提供了宏观的社会语境提示。

事实上，这种由“记”到“剧”的创作技法转向乃是
脱“实”向“虚”的过程。它为体育的影视叙事开掘了
更广阔的艺术空间，也是当前“体育竞技+青春偶像”
成为主导叙事类型的技术前提。前些年播出的部分
体育题材电视剧多以运动热血、青春励志为思想导
向，借由人物之口或剧情介绍某一体育项目的技巧和
规则，潜移默化中传播了体育知识；同时，塑造了青春
时尚的体育运动员、教练、领队等形象，打破了人们对
体育人士拘谨的刻板印象，满足了年轻受众的集体想
象，在观看过程中宣扬了拼搏、荣誉、团结、坚持等体
育精神。但是，这种融合体育、偶像、励志、爱情等元
素的作品，也容易陷入“专业不够，感情来凑”的窠臼，
有时甚至会将体育标签化，虚化为男女主人公青春爱
情的背景。故事悬浮，人物扁平化，观众看不到体育
人的社会性格，也缺乏对体育所处的社会情境的感知
与把握。

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合了教育、文化和艺
术，作用于人的身体之上，旨在培育塑造健全的人。
感性身体表现肌肉群组、健硕美感与伤痛凝望，技术
身体赋予运动认知、动作奇观，文化身体凝结社会建
构、政治意识。体育题材影视剧作为体育精神的叙事
者，需要聚焦体育活动、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本身，设
计故事、情节、人物行动和对话，将体育对人体质、心
智的塑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现实主义面向的体
育题材影视剧创作，应以身体美学的表达作为创新的
突破口，以身体与情感的兼容叙事，连接起运动员或
教练员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表达，表现主人公立
体的性格及形象变化，进而激发观众对体育项目及其
背后隐含的体育精神的认同。 张凯滨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教
师、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浙师大研究基地研究员）

据外国媒体报道，因新冠疫情影响，《碟中谍7》被曝出制作
成本高达2.9亿美元，还是在已经享受了丰厚的全球税收鼓励的
情况下，这个数字比片方派拉蒙和天舞预计的多出5000万美元，
而《碟中谍6》的制作只有1.9亿美元。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圈内人
士表示，《碟中谍7、8》计划将是年近六旬的阿汤哥饰演的“伊森·
亨特”这一角色的告别之作，所以更希望能够完结得精彩。

《碟中谍》系列影片的拍摄是在世界各地实景拍摄，《碟7》去
了意大利、英国、挪威、波兰、阿联酋等地，汤姆·克鲁斯亲身上阵，
献出悬崖骑摩托车跳伞、爬火车等惊心动魄的戏份。《碟7》在系
列中的不同之处在于制作深受疫情影响，七次停拍又重开，比如
原定2020年2月在威尼斯开拍，但开机第一天就遇上北意大利
开始封锁，随后剧组转去罗马拍摄，又因为封城而暂时作罢。

疫情带来的支出还包括满足拍摄场地的防疫安全要求、剧
组在漫长的延缓及隔离期间的薪水住宿等，以及在比如罗马和威
尼斯这种大城市封路拍摄，但不得不更改计划的情况。无边无际
的疫情总比剧组的行动更快，带来更进一步的复杂情况，如全球
供应链出现问题，导致木材等各种材料的花费高过预期。

该片花钱的巅峰在去年夏天，派拉蒙在天舞的出资已经
满载、拒绝付出超过合同规定的数字（2.4亿美元）之外的花费
的情况下，必须承担起5000万美元的超额投入——主演汤
姆·克鲁斯和导演克里斯托弗·麦奎利称要完成电影，这些资
金是必须的。派拉蒙同时还寄希望于保险公司能承担疫情引
起的拍摄进度推迟的费用，但没有如愿，为此派拉蒙在去年8
月把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报道也表示在如今
《碟7》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可能不如前作，收入或受损。

不久前《碟7》宣布推迟近一年上映，北美档期从原定的今
年9月30日延迟到明年7月14日，也会增加该片的利息成本，
《碟8》同样从2023年7月7日推到了2024年6月28日。推迟
的部分原因是阿汤哥想要让《碟8》的制作在《碟7》上映之前
完成，因为《碟7》的结尾留了一个悬念，阿汤哥希望保证7、8
之间的衔接是天衣无缝的。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源称：该系列计划让《碟中谍7&8》
作为阿汤哥饰演的“伊森*亨特”这一经典特工角色的完结篇，所
以克鲁斯和麦奎利更加希望这两部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告别，不过
汤姆·克鲁斯没有对这条消息做出回复。 陈珺

北京冬奥会已临近尾声，各国运动健儿在赛场上奋勇争先，

体现了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在电影发展史上，也有

很多有关冰雪运动的电影，这里向大家推荐几部，让读者可以在

闲暇之余体会一下运动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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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汤哥将在《碟中谍8》后告别该系列

曾经无往不利的阿汤哥，终究也在时间面前败下阵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