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个单元，绘就平民英雄群像
抗疫题材时代报告剧《在一起》宣布定档，9月 29

日起将于东方、江苏、浙江、广东、湖南、北京卫视播出，
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同步播出。 该剧取材于抗疫期
间的真实故事，集结国内优秀编剧、导演等制作团队，
通过艺术化地加工，创作了十个单元故事，塑造了一批
可歌可泣的平民英雄群像，展现了中国人民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
精神。该剧也得到了湖北省委宣传部、武汉市委宣传部
的大力支持。

同步曝光的“协力”版群像海报中，十个单元故事

主角依次排开， 纪实主义风格的海报描摹了胶着的疫
情态势下不同行业、 不同职业的人们严肃紧张的精神
状态。 他们中有坚守一线的医务人员，也有外卖小哥、
社区工作者等基层服务人员，目光灼灼中透露坚定，分
秒必争、即刻对阵的备战气息扑面而来。

受到千百万医护人员、疾控、公安、社区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们的“逆行精神”感召，《在一起》取材当下，
反映中国人民应对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民共
战、同心协力的时代报告剧应运而生。

影视界的一众编剧导演通过各种方式深入采访、

调研，力图让真实更加有力量。十个单元故事由不同主
创团队拍摄、制作。 影视工作者的使命感汇聚于此，将
时代报告，将精神谱写。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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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夺冠》上映 女排精神就是这么“燃”

9月 25日，随着电影《夺冠》的上映，2020年国庆档
的号角提前吹响。作为影院复工后的第一个“黄金档期”，
今年的国庆档竞争颇为激烈， 从主流大片到国产动画，各
个类型的电影作品纷纷在影院集结，准备上演一场“票房
大战”。
电影《夺冠》由陈可辛执导，巩俐、黄渤、吴刚、彭昱

畅、白浪及中国女子排球队领衔主演，讲述了几代中国女
排的奋斗历程以及她们顽强拼搏、 为国争光的感人故事。
强大的制作团队和演员阵容，承载了几代人共同记忆的女
排故事，国家队现役女排队员的本色出演……这些元素都
让这部作品成为国庆档最受关注的影片之一。

体育题材电影的新突破
《夺冠》并非中国体育电影的开山之作。早在 2008年

北京奥运会前后就出现了《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破冰》
等奥运题材的体育电影，2015年以自行车运动员为主角
的青春热血片《破风》同样围绕体育竞赛展开故事。此次，
《夺冠》受到高度关注，一方面是“中国女排”这个标签本
身就具有一定的“国民性”，是很多中国人在时代变迁中
保留下来的一份情怀；另一方面《夺冠》对角色和场景超
高的还原度，让观众感受到制作团队满满的诚意。
影片以中国女排传奇人物郎平为主线，再现了从上世

纪 80年代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到 2016年里约奥
运会中国女排夺冠期间，几代中国女排不同阶段的状态与
精神风貌。中国女排一路成长的经历是几代中国人共同见
证的，要把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拍成电影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想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时长来讲完中国女排近四
十年的故事难度很大，因此对于主创团队而言，最难的就
是对素材的取舍。 最后，编剧张冀提出了以两个功勋教练
和三场比赛贯穿四十年的创作方向。 张冀告诉陈可辛：
“这是一对天赐的人物关系，两个人都足够有魅力，是队
友、对手，也是朋友，他们都为中国女排付出了毕生的精
力、血汗。 ”
选角的过程同样体现着制作团队的用心。由于题材的

特殊性， 片中的大部分角色都是运动员和教练的身份，尤
其是对在片中饰演上世纪 80年代女排队员的演员来说，
不仅要用演技还原那个时代老女排的朴素、坚忍，还要掌
握一定的排球技术。 为了呈现最佳的效果，导演最终还是
决定采用真正的排球运动员。团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全
国各地的省队、校队中层层筛选，确定了一批扮演老女排
队员的运动员。
中国女排现役队员在片中的本色出演也是《夺冠》的

一大亮点。 在和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反复协调后，剧组争
取到八天的时间， 等来了女排姑娘们从世界杯的赛场凯
旋，参与到电影的拍摄工作中。 陈可辛表示：“能让现役国
家队的队员来帮我们拍一个电影，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份
礼物。 ”

女排精神令人感动
谈到拍摄的过程， 陈可辛最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

“信念感”。 这种信念感在饰演老女排的年轻球员身上
有，在现役女排队员们身上有，在扮演年轻时期郎平的白
浪身上也有。 因为在网上偶然看到了郎导的女儿白浪的
照片，导演发现她能够胜任这个角色。“白浪演她的妈妈
是带着一股劲儿的，她想要做到妈妈曾经做到的东西。 ”
陈可辛说。
如果老女排队员中的郎平是最难“复制”的，那么现役

国家队队员中的朱婷同样也没人能演得了。 2016年里约奥
运会“中巴大战”前夕，郎平曾发短信鼓励压力巨大的朱婷：
“朱婷，你是我带过队员中最令我骄傲的一个。 只要你站在
场上，你就是最好的，我相信你。”这条短信让朱婷格外感动
也备受鼓舞，最终和全队一起拿下了这场关键的比赛。 这个
桥段在影片中十分重要，没有表演经验的朱婷要演哭戏。 陈
可辛直言：“这对朱婷来讲有多难， 她是那么能克制情感的
一个人。 ”最后，是表演指导李雅 的一句“如果没有郎指
导，你在哪儿，如果不是排球，你现在在做什么”戳中了朱
婷，调动起她最饱满的情绪完成了这场戏。
漳州体育训练基地对中国女排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

陈可辛回忆，当时看到训练馆便找到了老女排在这里刻苦
训练的状态。 在听说漳州训练馆准备翻新的消息后，制作
团队马上联系对方，把拆除不要的竹墙、地板等物料都运
来北京，用这些见证了老女排流血流汗的材料复刻出了一
个老女排训练的“第二馆”。第一次走进搭建好的场地时，
陈可辛说就像是进了时光隧道一样，“道具团队把每个细

节都做了标签，那个年代的水壶、本子、口哨、排球……所
有道具都摆在那里，我看了觉得很感动”。
陈可辛认为，疫情过后再看这部影片，观众的共情会

比春节时更加明显。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也表示
对《夺冠》非常期待，在他看来，“这部影片原本是在春节
档上映，吊足了观众的胃口。那么，该片也应该会成为国庆
档观众的选择，无论阵容也好，还是影片内容表达也好，正
好与国庆档这样一个特殊的节庆非常吻合。 ”

用小切口展现中国力量
电影这门光影艺术，时刻发挥着其向世界展示中国文

化的窗口作用。 如何让电影中的故事既能引发大众共鸣，
又能展现中国文化与底蕴，从而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让世
界观众感受磅礴大气的中国精神，用小切口呈现宏大叙事
的手法，在电影创作中有着不少成功经验。

《夺冠》 之所以能够吸引不少观众走进电影院观
看，代入感和集体共鸣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看女排”
是一个时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很多人是一家三代围坐
在电视机前收看电视转播，因此女排记忆早已深入了每
一个中国人的心。 这么多年过去了，女排精神始终激励
着每个中国人奋力前行。 不仅如此，女排也成了世界看
中国的窗口。 在陈可辛看来，“经历了上百年的苦难，那
时的中国人要重新让世界看到我们， 要让世界知道，中
国人行的。 中国女排在那个时候正在走向世界的最前
面，所代表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本身，被赋予了一种中
国人的力量。它不只是一个体育项目，更是一种精神。虽
然这个世界不一样了，但女排精神永远都在，一代一代
地传承下来没有改变。所以，这部影片传达什么不重要，
它本身能够激励中国人就够了。 ”
影片中， 吴刚饰演的教练嘶吼着：“美国人不会对你

手软！ 日本人不会对你手软！ 别哭！ 中国女排流血不流
泪！”巩俐饰演的郎平教练说：“放心去打，放开去打，豁出
去打！”黄渤饰演的教练说：“球可以输，人不能输！”在他
们的带领下，中国女排经历高潮和低谷，怀疑和革新，一次
次登上冠军领奖台。影片是对中国女排历史上几位功勋人
物的致敬，更是对一支传奇队伍的激情侧写，是对永远燃
烧的中国力量的呼应。
中国电影如何展现国家力量，诠释中国精神？ 在清华

大学副教授梁君健看来，“不论是从去年国庆档上映的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还是今年亮相国庆档的
《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 都展现了现实
主义的力量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念。在社会经济快速
发展和迅速转型的历史时期，上述这些精品力作的创作者
们从观众喜闻乐见的小故事切入，通过对小人物的深入挖
掘，呈现个体与国家、个体与时代之间的丰富而又多元的
有机关联，从而成功唤起了当代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集体记
忆与价值共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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