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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跟李安一样，同为“奥斯
卡最佳导演”的梅尔·吉布森阔别导
筒10年后选择的新作，也是一部战
争片——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血战
钢锯岭》，于《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之前一周在北美上映，随后确定12
月8日在中国上映。记者注意到，同
样讲述战争和人性，相比于李安新
作，梅导新作却获得了极高的口碑。
水准都很高的两部电影，为什么会有
不同待遇？它们的市场和宣传策略，
到底有哪些值得注意？

同一种类型片不同的待遇
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的是19岁的
士兵比利·林恩在伊拉克战场前线不
顾性命勇救班长，被摄像机拍摄下来
后，成为美国树立的战场英雄，回国
接受授勋时参加橄榄球赛中场秀表
演的故事，影片通过对残酷的前线战
争和国内歌舞升平的对比，完成了对
这位年轻人心理成长的描述。

而曾以《勇敢的心》奠定了自己
地位的梅尔·吉布森的新片《血战钢
锯岭》，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以二
战太平洋战场上伤亡人数最多的冲
绳岛战役为背景，讲述基于良知而拒
绝持枪上阵的医疗兵戴斯蒙德·道
斯，赤手空拳闯入枪林弹雨，只身勇
救75名战友生命的故事。他通过战
争的血腥与无情，凸显了医疗兵道斯
的坚忍与道义。

同样是讲述一位普通士兵的战
争，而且业内都认为水准很高。李安
继续通过不同的题材，讲述他对人性
的认知，而梅尔·吉布森则是使用的
熟悉的题材和表达方式，但是，李安
在IMDb的评分在触底反弹后，缓慢
上升到现在也只有 6 分多一点，而
《血战钢锯岭》在以挑剔著称的海外

影评网站“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3%，
在IMDb也获得了8.6的高分，表现均
高于同期热门的好莱坞商业大片，甚
至超过了故事有点像的斯皮尔伯格
名作《拯救大兵瑞恩》。

人性有善恶观众不爱沉重
为什么观众会表达出两种态

度？有李安的铁粉也说：“这次安叔
选择的题材，不是特别讨喜。”确实，
对一般大众来说，战争片本来就够残
酷，要么是看场面，要么是看英雄，要
么是看人性的光辉。

像《血战钢锯岭》，走的是这条传
统而主流的路，所以，《今日美国》称其
为梅导自1995年获奥斯卡最佳影片
《勇敢的心》以来“最出色的导演作
品”。影片有大场景，真实还原了冲绳
岛战役中人间炼狱般的场景，战火纷
飞、尸横遍野，强烈的视觉冲击刺激观
影者的神经；有对人性的赞美，战争与
杀戮的无情，同人性与信仰的坚守交
锋，在大多数人的心灵被战火所压抑、
扭曲时，主人公道斯用无法割舍的亲
情、坚贞不移的爱情和永不放弃的信
念，将众人从伦理边缘拉回。

当然，只流于这两点，会显得没
深度，但梅尔·吉布森显然做了升华，
因此有专业影评人盛赞“吉布森探讨
了人们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的原因，
而不仅仅是沉迷于流血和杀戮”。

再看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
战事》，他拍摄了残酷的战争，比利·
林恩杀死敌人时的那个镜头，恐怕观
众很少能够忘却。但李安讲战争，却
又不纯粹是为了讲战争，他把好莱坞
的主流价值、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疯
狂地嘲讽了一遍，暴露了无数虚伪的
社会现象，甚至连主角比利·林恩本
人参军的目的，都没有那么单纯——
连主角光环都不愿意慷慨给予，李安
讲述了太多的人性丑恶面。

这，不是观众乐意看到的，或者

说，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真实的自己。

市场宣传基调选择很重要
除了影片选择的切入角度，市场

宣传基调也很重要。李安在上海接
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认真纠正了两个
外界的认知偏差，一是“我没有说让
中国电影‘慢下来’，我只是让一位年
轻的中国电影人‘慢下来’”，另外一
个是“我没有刻意要去宣扬120帧的
新科技，而是当时放不出长片，所以
大 家 就 把 焦 点 放 在 了 120 帧 上
了”——正是这个120帧，让大家忽
略了电影本身想要讲述的东西。

“如果一开始的宣传，就聚焦于
影片本体，聚焦于前线和后方的冲
突，聚焦于人性的挖掘，那李安就还
是那个李安，大家不会把新科技当成
这部电影的标签，尤其是发现120帧
并非用来做一部商业大片的时候，才
不会那么失望。”一位资深宣发专家
告诉记者，“大家冲着120帧去，以为
会有《阿凡达》那样的视觉奇效，但李
安的本意，只是用它来拍摄冲突，在
影片里面分出不同的层次。”

《血战钢锯岭》则选择了传统的
市场方式，目前来看表现正常，口碑
甚至超越了市场表现。在尚未公映
之前，它就先参加了多个电影节，戛
纳电影节期间就曾凭借粗剪版本，以
93分的高分破口碑调研公司历史纪
录；威尼斯电影节的首秀也被评价为

“教科书一般的经典大作”。
它的宣传点，也是普通观众喜欢

的，除了战争场面、人性光辉，它还在
宣传主创阵容。“蜘蛛侠”安德鲁·加
菲尔德被梅导塑造得很不错，甚至有
人喊出了“忘掉蜘蛛侠”的口号。

电影的艺术价值，当然不能只看
评分和票房，但正如李安所说，没有
谁会拒绝高票房，如何用高效而专业
的市场宣传定位，将影片的价值最大
化传播出去，值得业内思考。

莫让朗诵变“演诵”

□郦亮
最近，有著名朗诵家在舞台上朗

诵古诗词时，拿着话筒又是卧地，又是

跪拜，近乎打滚，这种所谓创新的朗诵

形式引起一片哗然。在前日举行的

“2016上海·朗诵艺术高峰论坛”，与

会的全国著名朗诵专家们对此展开

讨论。他们认为，现在朗诵艺术出现

了一定的偏差，尤其应该警惕朗诵“演

诵化”的趋势。

近年朗诵艺术大热，在一些重要

庆典上搞一台朗诵会变得是一件非

常时髦的事。又因为在很多人眼里，

朗诵门槛不高，只要会读书就能参加

朗诵，所以似乎人人都在朗诵，很是

热闹。不过有些新的情况却引起了

与会专家的注意。上文所述的朗诵

家朗诵的是《满江红》，岳飞这首词大

气磅礴，为了“更有感觉”，朗诵家当

起了演员，在舞台上进入角色，各种

翻滚，让人捧腹。

“这是一种演诵的表演。”上海市

朗诵协会会长、著名朗诵家陆澄在论

坛之前对青年报记者表示，“拿着话

筒，穿着现代服装，就表明他是一个

朗诵者，但是却分明在进行各种戏中

表演，这是不合适的。朗诵是语言的

艺术，不是表演。”近年“演诵”非常盛

行。所谓“演诵”就是既表演又朗

诵。上海市朗诵协会艺委会常务主

任王群表示，“演诵”是朗诵言语样式

的“走样”。

现在各种艺术门类都有一种风

气，就是重形式。比如书法，不是谈

字写得怎么样，而是书法作品的形

式感强不强。“演诵”当然也就是这

种风气在朗诵艺术中的体现。安徽

省朗诵协会副会长安妮一针见血地

指出，现在很多朗诵更重视器乐、重

视声光电，注重所谓的舞台效果，朗

诵晚会是一台比一台炫，对于节目

的打磨却反而不够重视。这种重形

式而轻内容的情况，被认为是对朗

诵艺术的偏离。

而且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安妮

认为，人们对于朗诵艺术的看法之所

以出现偏离，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

小学朗诵教育水平欠缺。“现在有很

多老师教孩子朗诵，就是要大声地

读。结果孩子读出来根本就不能称

之为朗诵，而且要进行矫正需要很长

的时间。”安妮认为，现在学校的语文

教育还是“重文轻语”，注重写作，而

轻视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这都是需

要不断改进的。

同是名导，同是战争片，口碑却截然不同

相同的“英雄”，不同的“结局”

梅尔·吉布森的《血战钢锯岭》与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在口碑上差异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