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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 4 月 24 日 21 时 35 分，“东方红
一号”卫星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酒泉
卫星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开创了中国航
天史的新纪元。首次担任导演的章子怡，
把目光对准了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背后的第一代航天人。

章子怡为这个题材定下了诗意的基
调：“航天事业非常浪漫，总是让人充满好
奇。”在查阅大量资料、了解过各种航天相
关的技术工种之后，她最终选择用一个并
不为人熟知的职业——火药雕刻师，来展
现航天工作的切面。火药雕刻师负责为
固体火箭发动机燃料做药面整形工作，该
工作属于世界级技术难题，而且火药雕刻
师接触的几乎都是烈性燃料，这可以说是
一份行走在生死边缘的工作。章子怡感
慨：“从第一枚运载火箭的研制到今天神
舟十二号的成功发射，这个高危工作都不
能用机械化替代。在中国，现在只有 200
多个人从事这个职业。我被这个职业深
深地打动，它让我更加敬畏中国航天的幕
后英雄。”

在《诗》中，章子怡饰演的不但是中国
初代火药雕刻师，还是两个刚刚失去爸爸
的孩子的母亲。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她
也随时可能献出生命——这如何与她的母
亲身份自洽？这是整个故事最大的矛盾，
也是最吸引人之处。而章子怡最终给出了
一个令观众信服的答案：信仰和浪漫。

从故事一开始，《诗》就真实还原了中
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
荒芜的土地上，章子怡与黄轩饰演的航天
人夫妇带着一双儿女挤在简陋的平房里，
他们虽然衣着朴素，但眼神清澈坚定。航

天工作具有极强的保密性，孩子们被人嘲
笑，说他们的父母是“做鞭炮的”；黄轩饰
演的父亲则温柔解释，他们的工作其实是

“在天上写诗”。当父亲牺牲后，章子怡饰
演的母亲继续以孔明灯为喻，向孩子们解
释由“火”助推“灯”升空的原理，在航天二
代的心里种下畅想蓝天的种子。

作为该片四位导演中唯一的女性导
演，章子怡提醒了观众：“父辈”之中，同样
包含无数为家、为国牺牲的母亲。她在片
中展现了两个层次的母爱。第一层是普
通母亲的细腻与关怀：她在丈夫牺牲后向
领导提出请求，这个噩耗能否先瞒着孩子
们？领导于是建议所有男性工作人员集
体“加班”，不许回家。但当瞒不住真相
时，她还是决定向儿女坦承自己的理想以
及由此可能带来的牺牲。

第二层的母爱则浓缩在母亲写给孩
子们的一首诗里。她把自己作为航天人
的信仰写入诗中，为孩子描绘出一幅有
爱、有梦、有未来的美好蓝图。这首诗打
动了银幕前的无数观众：“孩子，如果可
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
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和梦想，挫折与
悲伤。告诉你，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
人的东西；火箭是为了自由，抛弃自己的
东西。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
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
西。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
渺小，是伟大的开始。而你，我的孩子，是
让平凡的我，想创造新世界的开始。”

最后，母亲的女儿带着这首诗上了太
空。父辈的爱，成了承载中国下一代梦想
的翅膀。

《我和我的父辈》四位演员自导自演，谁是最大惊喜？

吴京的文戏 章子怡的诗
豆瓣 7.0分、淘票票和猫眼 9.5分，国庆档电影《我

和我的父辈》维持了“我和我的”系列的好口碑。跟该
系列前两部不同，《我和我的父辈》由四位演员出身的
导演——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自导自演，镜头对准
四个不同时代的“小家”，塑造出不同历史坐标下的父
辈形象。

四位导演的作品，哪个更受欢迎？在影评网站和
社交媒体上，人们为此各执一词。但不少观众认同，相
较已在“我和我的”系列中证明过实力的徐峥和沈腾，
首挑大梁的吴京和章子怡为这个“国庆档第一 IP”带来
了新的惊喜。

《乘风》真实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一
支 战 功 卓 著 的 铁 骑 队 伍 —— 冀 中 骑 兵
团。吴京、吴磊“上阵父子兵”，两人分别
饰演冀中骑兵团团长马仁兴及通讯员马
乘风。

影片的故事很简单：冀中骑兵团偶遇
一村的老弱妇孺，决定保护他们撤离。但
撤离途中，他们屡屡被日军追上，马仁兴
发现原因是我方的通讯线路已经暴露。
在撤离群众遭到日军围堵、无法脱困的情
况下，马仁兴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让身处包围圈外的儿子马乘风暴露通讯
地点，引开敌人……

《乘风》大部分时候展现的是吴京式
的硬汉风格，大量的战场厮杀戏刺激观众
的感官。据悉，吴京为此搭建战场、挖出
1∶1 的战壕，更动用了两百多匹战马参与
拍摄。演员们则进行了大量骑马的“魔鬼
训练”，同时学习举刀冲锋、不拉缰绳骑马
等高难度动作。吴京说：“马是有灵性的，
演员们每天买一袋胡萝卜喂自己的马，跟
它们培养感情。”尽管如此，拍摄中仍先后
有 60 多位演员从马上摔下来，一边拍戏
一边上药成为演员的常态。为了保障人
和马的安全，置景组将地面进行了棉花触
感的特殊处理，剧组的救护车更是 24 小
时待命。

除了高燃的战争场面，《乘风》中还有

三场令人惊喜的文戏。第一场是吴京吴
磊父子在夜间闲聊，儿子一心想要去前
线，父亲则唠唠叨叨：“我不怕你怕死，我
怕的是你不怕死。”“你爹对得起所有人，
就是对不起你娘。”“我不怕我儿当岳飞，
就怕我儿当岳云！”几句看似粗浅的台词，
就将父子两人各自的脾性、相互的关系以
及家庭背景交代得一清二楚，更为最后马
仁兴选择之难埋下了伏笔。

第二场文戏则发生在马乘风暴露自
己、引开日军之后。马仁兴来到突围点等
待儿子，却只等来一匹马鞍空空的战马。
他面无表情地转身，独自跑进干枯的芦苇
荡，终于痛哭失声……那一刻，一个普通
父亲的悲痛、绝望和内疚揪住了无数观众
的心。

在马乘风为保护村民而牺牲的同时，
张天爱饰演的烈属大春子成功地诞下了
一个新生命。第三场文戏展现了生与死
的交叠，也是该片匠心的最佳体现——多
年后，已经参军的大春子再遇马仁兴，并
表示她给那个在战火中诞生的孩子起名

“乘风”。当马仁兴抱起“乘风”，将软软的
孩子放在自己脸旁的那一刻，不少观众的
眼泪再次忍不住落下。乘风救了“乘风”，
过去救了未来，吴京以其愈发成熟的导演
能力，为其一贯擅长的家国情怀赋予了更
悠长的韵味。

冰川：《乘风》在叙事上极大地
提升了震撼程度，“父辈”不光是“父
亲”，也是未能成为父亲的那一代革
命先烈。

大海里的针：热血爆棚，“含京
量”十足，尤其是骑兵团冲击日寇阵
地的大场面，准确表现了骑兵冲锋
的威力。父子情是《乘风》的主线，
不过与以往的中国式父子不同，这
一次作出牺牲的并不是父亲。但父
亲在两难选择中作出的取舍更加令
观众动容。

三场文戏，
吴京导演功力
愈发成熟

《乘风》

诗意温柔，
章子怡拍出别
样航天梦

《诗》

江湖：章子怡可以用“惊艳”两字评
价。从拍摄手法到光影处理，从故事设
置到情感处理，章子怡所展现出的能力
和用心都显而易见。尤其感受到了她
作为女性导演的十足的温柔凝视。

Amy望望：抱着合家欢剧场的预期走进电影院观看《我和我的父辈》，章子
怡导演的《诗》带给我意外惊喜，细腻有诗意，把那个艰苦的年代呈现得温暖动
人。为国为家、为妻为母，有艰难的时刻，也有她的闪光之处。也许因为章子怡
是女性导演吧，女性视角下的家国情怀，有一种别样的诗意。 据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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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磊饰演舍己为人的士兵马乘风。

章子怡与黄轩演绎我国第一代航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