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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狼 2》的成功离不开对好莱坞类型片编剧模式的学习借鉴，其从“建置”“对抗”到“结

局”的每一环节，都严格遵循三幕剧的编剧原则设置。影片通过叙述中国当代孤胆英雄海外营救同胞

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强力彰显了中国正在崛起的强国气象，这也使其成为国内对好莱坞编剧技法学习

借鉴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并由此拓宽了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创作领域。不过，该片在编剧方面也存在

一些明显的缺陷，如剧情循规蹈矩、缺乏突破创新、无法避免类型片通病，以及非洲叙事存在认知偏

见与优越感倾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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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ccess of Wolf Warriors II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reference of Hollywood screenwriting 
mode, and its every link from “building”, “confrontation” to “ending” strictly follows the screenwriting 
principles of three-act play. By narrating the thrilling 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one heroes rescuing their 
compatriots overseas, the film strongly demonstrates the rising power of China, which also makes it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films in China to learn from Hollywood scriptwriting techniques, and thus broadens the genre 
creation field of Chinese Theme Film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ects in the screenwriting, including the 
lack of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the inevitable disadvantages of genre films, and the tendency of cognitive 
bias and superiority in African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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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内地最受关注的影片无疑是《战

狼 2》。该片在上映后仅 4 个小时，票房就过亿，

此后一路高歌猛进，最终以 56.81 亿元的收入跃居

当时中国内地票房榜首，其票房记录直到 2021 年

11 月才被《长津湖》打破。对于这样一部横空出

世的现象级大片，媒体和学界表现出了极其浓厚的

兴趣：很多研究者从弘扬爱国主义、彰显民族主义

的舆情导向入手，分析该片的正能量价值；有的研

究者基于商业化运作视角，认为该片是商业电影

和主旋律电影有机融合的典范；有的研究者从视听

语言和重工业电影美学角度，探讨该片劲爆刺激的

场景给观众带来的逼真视听享受。还有媒体认为，

该影片改变了以往主旋律影片的宣传式说教方式，

知道该用何种方式讲怎样的故事，使其讲述的故事

不仅“有情怀”，而且做到了“最动人”[1]。

笔者认为，该片的成功，固然有爱国主义、民

族情感、商业营销策略等多方面原因，但其本身

制作的精良应该是最主要原因。而这种制作上的

精良，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其对好莱坞创作技法

的学习与借鉴。影片从拍摄技法、动作编排、画

面剪辑、特效设计、音乐制作等各方面都具有浓

郁的好莱坞意味，尤其是在剧情的安排上，该片

更是充分吸收和应用了好莱坞三幕剧编剧模式的

精髓。为此，本文拟从好莱坞三幕剧编剧技法的

角度出发，对《战狼 2》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微观

层面的解码，诠释每个环节为什么要如此安排情

节、运用了哪些技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

讨这部影片的编剧意义及存在的缺陷。

一 好莱坞三幕剧编剧模式

三幕剧编剧模式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早在

2000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完整的悲剧

在情节构成上是“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2]；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戏剧家维迦擅长运用

三幕剧来表现悬念技巧，“第一幕说明剧情，第

二幕使事情发生纠纷，要使这场纠纷一直保持到

第三幕的半中间”[3]；到了 19 世纪，佳构剧、情

节剧等戏剧类型在欧洲的盛行，更促使剧作家精

心制作与安排戏剧情节，强调情境的变幻、冲突

的设置、偶然及巧合的及时出现、持续而渐增的

悬宕感等。这些戏剧前辈的理论与实践，为好莱

坞剧本的编写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承袭欧洲传统戏剧理论的基础上，好莱坞

的电影编剧从业人员经过几十年的剧本创作实践，

逐步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技巧，并通过

不断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编剧

模式。其操作性极强，据此可根据不同的情境快

速方便地演绎出各种电影剧本，这也充分体现出

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流水线作业、标准化操作特色

和市场化原则。目前，罗伯特·麦基、悉德·菲

尔德、维基·金、布莱克·斯奈德等好莱坞编剧

家主编的教材已风靡我国编剧圈，这些编剧大家

都强调影片的三段式叙事结构，即编剧时将剧本

切分成三个版块，彼此之间相互勾连。编剧要通

过创设情境、制造冲突、预设悬念巧合等来丰富

故事情节，在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和移情需要的

同时，阐明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推动剧情的

演进和塑造人物角色。

当然，由于阅历、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等不同，这些编剧家的三幕剧创作方法也呈现出

各自的特点。以悉德·菲尔德为例，他认为一部

电影剧本的所有内容都发生在它的戏剧性结构之

中。所谓“戏剧性结构”，是指“一系列互为关

联的偶然事故、情节或大事件按照线性安排，最

后导致一个戏剧性的结局”[4]。围绕着这一本质问

题，悉德·菲尔德将电影剧本分解为“建置”“对

抗”“结局”三部分。其中，“建置”部分即开端，

要求构建容纳故事内容的戏剧性框架，包括主人

公是谁、戏剧性前提、戏剧性情境等，并要求建

立起主人公与其周边活动的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

篇幅大致为整个剧本的前 1/4。“对抗”部分是剧

本的中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要表现主人公

与他所面临障碍的反复冲突，篇幅为整个剧本的

1/4~3/4 处。而“结局”是一个结束故事的戏剧性

动作单元，它意味着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解决之前

遇到的所有问题。在此基础上，为了有效地将这

三部分连为一个整体，悉德·菲尔德提出了情节

点Ⅰ和情节点Ⅱ的概念，它们是“一个偶然事故、

情节或大事件”，分别接近于“建置”向“对抗”、

“对抗”向“结局”过渡的位置上，其作用是“钩

住动作并且把它转向另外一个方向”，推动故事

向前发展，“使故事线保持在确定的位置”[4]12。

再以布莱克·斯奈德为例，他将一个 110 分钟

的剧本按三幕剧的结构进一步细化为 15 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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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画面（1）、主题呈现（5）、铺垫（1~10）、

推动（催化剂）（12）、争论（辩论）（12~25）、

第二幕衔接点（25）、B 故事（30）、游戏（30~55）、

中点（55）、坏人逼近（55~75）、一无所有（75）、

灵魂黑夜（75~85）、第三幕衔接点（85）、结局

（85~110）、终场画面（110）[5]。在分析研究众

多电影剧情的基础上，他还创造性地将常见的电

影类型片归结为10种：“鬼怪屋型”“金羊毛型”“如

愿以偿型”“麻烦家伙型”“伙伴之情型”“推

理侦探型”“愚者成功型”“被制度化型”“超

级英雄型”[5]24。

当然，好莱坞编剧家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

并不仅仅局限于三幕剧的结构和类型上，它还广

泛涉及人物塑造、主题表达、戏剧冲突、语言表达、

情节技巧等多方面，这些都为后人学习和掌握编

剧的要旨和精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可能有学者会提出疑问，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

三幕剧结构，属于线性叙事，而在中国，同样有

对线性叙事结构进行总结的“起承转合”说，据此，

三幕剧的结构也应该适用于“起承转合”的一般

规律：前 30 分钟建置部分为“起”；对抗部分中

间点要求一个大跌落，从而支撑起长达一小时的

对抗部分，因此中间点之前（即第二个 30 分钟）

为“承”；中间点之后的对抗部分（即第三个 30
分钟）为“转”；最后解决部分（即最后 20~30
分钟）为“合”。那么，为什么本文偏要以好莱

坞的三幕剧模式，而不以中国传统的“起承转合”

说作为影片的分析框架呢？

笔者认为，“起承转合”说最初是元人用来总

结唐宋时期对律诗四联的论说，后来才被延伸到对

文章章法的指导，但同时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

“对应的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转折、收结并

循环往复的客观规律，其文化渊源是中国古代人

们的天道观、宇宙观中对圆境的高度崇尚”[6]。所

以，不仅诗歌、小说、散文、戏曲创作、公文写

作等都可以从中获益，甚至音乐、舞蹈乃至基础

教育的课堂教学也可以从中汲取灵感。从这层意

义上说，“起承转合”说自然也可以用来指导电

影剧本的创作实践。但这种指导，一般适用于线

索单一、剧情相对简单的作品，对于那些跨时空

叙事、多线索、情节复杂的剧本来说，其指导则

更多地停留在理念层面、思想高度上，这是因为

“起承转合”说是一种“既涵盖时间，又涵盖空间，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范畴”[6]124，其缺乏

对于具体问题解决和细节处理的操作功能。虽然

国内也有一些编剧声称自己的创作是完全按照“起

承转合”原则来进行的，但他们对原则的解读是

不尽相同的。他们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带有鲜明

的经验主义和个人主观色彩。实际上，迄今为止，

中国尚无一部详细阐述这四字箴言并成功地应用

于影视剧本创作且为业界所公认的权威论著。

相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好莱坞三幕

剧编剧模式体现的是美国电影工业流水线生产、

标准化操作和市场化运营的要求，是充分迎合受

众对时间性作品心理需求的模式总结，是好莱坞

众多编剧几十年创作实践的经验结晶，具有很强

的可操作性和复制变形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战

狼2》之后的其它国产现象级影片，从《我不是药神》

到《流浪地球》，在剧本创作上无不受到三幕剧

编剧模式的影响。如《流浪地球》导演郭帆在“知

乎”上回答网友提问时就直言，“工业化就是把

杂乱的东西标准化，从而对内容进行量化和拆分，

之后才有分工。我们在剧本创作的阶段就开始了

工业化的尝试，用编剧软件协同工作，并且严格

按照悉德·菲尔德的编剧理论，完成了三幕七个

情节点的设置。”[7]

由此可见，在剧本创作过程中，“起承转合”

说适用于宏观意义上的指导，是一种高屋建瓴、

原则性的引领，而好莱坞三幕剧编剧模式则可以

更多地渗透到剧本创作的细节，参与解决创作过

程中的各个具体问题。

二 《战狼 2》的三幕剧解码

下面，我们以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

基础》中的观点和方法为依据，从剧本编写角度，

对《战狼 2》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微观层面的解析。

（一）《战狼 2》的“建置”（第一幕）

根据悉德·菲尔德的观点，影片前30分钟为“建

置”，在这部分中需要引入故事，交代人物性格、

处境及其社会关系。就《战狼 2》而言，其建置部

分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冷锋参与保护商船，在

海中击杀海盗；二是他为遇难战友的家属伸张正

义，打死拆迁工头，引发严重后果；三是他在非

洲某国商业区打工。这三方面内容分别让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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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冷锋的身份、超强的特战技能、性格特征、

服刑原因以及为何此刻身处非洲。它们属于主人

公的前史，是“形成人物性格的过程”，规定了“人

物在剧情发展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一切”[8]，为后

续的冲突爆发及问题解决埋设了铺垫。

一般来说，“建置”部分要比后面的“对抗”

和“高潮”阶段显得单调，这是因为该部分侧重

于交代和布局，相比后两者，它涉及的戏剧性冲

突会偏少；但是，“电影故事一开始的前 10 分钟

是最重要的”[4]81，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观众在 10
分钟内没有被剧情吸引住，他就有可能选择放弃

继续观看。因此，为了避免“建置”部分的枯燥

乏味，好莱坞影片多采用以下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1. 设置高度动作化和戏剧化的引发事件

“电影即是行为，动作即是人物，人物即是

动作；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表明了

他是什么样的人。”[4]54 好莱坞的编剧家们向来反

对对角色过去的经历和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主

张通过动作去表现人物的性格、能力和精神状态。

比如《夺宝奇兵》的起始是主人公身处南美丛林

寻宝，他躲过了重重陷阱和恶人暗算，成功脱险，

而其身份、性格也都在一系列干净利落、果断机

智的动作中得以展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空

军一号》《美国队长》《金刚狼》，甚至一些喜

剧片如《特工佳丽》等都是如此。这种模式现在

也逐渐被中国的许多电影所借鉴。

《战狼 2》的片首用画面叙述了茫茫大海上，

船只遭遇海盗，冷锋用一个优美流畅的动作跃入

水中。接下来的水中搏斗采用的是 2 分钟的长镜

头，动作酣畅淋漓，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

在展现新鲜刺激景象奇观的同时，也让观众在惊

叹之余领略到主人公超强的特战本领，并被迅速

引入随后的电影情境中去。而紧承其后的事件是

慰问遇难战友家属，面对着黑社会拆迁队长的侮

辱挑衅，冷锋忍无可忍之下，飞起一脚，将其踢死。

这一戏剧性动作一方面瞬间改变了主人公的人生

之路，为后续故事的展开埋下伏笔；另一方面也

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主人公正直仗义、血气方刚的

性格，感受到真实的社会矛盾以及正义得到伸张

的氛围，观众愤慨、哀伤、解气的情绪同时被点燃，

从而极大地增添了对主人公行为的认同感。

2. 让主人公在影片开始阶段就处于困惑、痛苦

和失意之中

这也是好莱坞影片惯用的表现手法，其目的是

为了唤起观众的怜悯，同时也为主人公后来的峰

回路转、重新崛起做好铺垫。例如《阿甘正传》《肖

申克的救赎》《第一滴血》《空中监狱》等影片，

其之所以一开始就能吸引观众，是因为主人公在

出场之始就被置于困厄之中，观众对他们的遭遇

给予了极大同情与关切；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当

看到主人公逐渐走出阴霾，人们就可以更好地感

受其戏剧性的人生经历。

《战狼 2》的冷锋也是如此。影片开始后不久，

他因为过失杀人，不仅被革除军籍，关入监狱，

还要忍受与恋人生离死别的精神折磨。之后，影

片让主人公陷于苦寻恋人线索无果而与人拼酒麻

醉自己的绝望痛苦之中，通过闪回方式断续交代

了他来到非洲的原因。这一方面能让人感受到主

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对未来的痛楚迷茫，另

一方面也暗示了主人公当下所遇问题必将在后面

“对抗”和“结局”阶段，通过强烈的外部行动

予以解决。

这里有必要指出，从第一幕的“建置”到第二

幕，中间并不是平铺直叙的，而必须有 “干扰事

件”（或“激励事件”）来打乱主人公原先看似

正常的生活，同时给出理由并激励主人公采取行

动去做某事。“干扰事件”多数情况下与悉德·菲

尔德强调的“情节点Ⅰ”是重叠的，但在《战狼2》中，

这两者是分离的：该片的“干扰事件”是冷锋所

在国的叛乱军队突然发难，整个国家被动荡暴乱

所笼罩，冷锋也深陷其中。在此情形下，他必须

从先前痛苦的回忆和自我麻醉中走出，在对抗叛

乱军队士兵的过程中，唤醒其体内的坚毅果敢、

永不言败的血性。该片的“情节点Ⅰ”则是在冷

锋准备登船避难时，无意中得知了有华人需要营

救的紧急情况，他立刻自告奋勇请求负责援救行

动。这一主动请缨行为意味着影片叙事发展方向

的改变：冷锋之前逃避战乱的故事到此不再继续

下去，而是转移到他是如何深入战乱区单枪匹马

营救侨民的叙事主线上来，影片也就由此从“建置”

引向了第二幕的“对抗”。

（二）《战狼 2》的“对抗”（第二幕）

对于一部 120 分钟的电影，第二幕“对抗”大

致位于影片的 30 至 90 分钟处，它要求“主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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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遭遇和征服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最后实现和达

到他或她的戏剧性需求”[4]10。《战狼 2》的戏剧

性需求是冷锋必须找到援非医疗队的陈博士和华

资工厂的员工，并把他们安全带到指定区域；而

要达成这一目标，他就必须经历直面反政府武装

分子骚乱、独闯难民营、抵抗国际恐怖组织进攻

等一系列难关。那么，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展现

主人公与反面人物设置障碍之间的对抗并在此过

程中凸显人物形象呢？好莱坞电影一般采用以下

几种方法：

1. 为主人公设置足够强大的对手

对手足够强大，才能更好地反衬主人公战胜困

难的艰巨性，如《钢铁侠》《黑客帝国》《头号玩家》

等，其头号反派人物都具有极强的实力，对主人

公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战狼 2》的冷锋也是如

此，他所面临的对手，不仅有所在国的叛乱军队，

更有西方强大的恐怖雇佣兵组织，他们智商、指

挥能力和作战技能一流，装备精良，心狠手辣，

穷凶极恶，杀人如麻。除此之外，还有拉曼拉病

毒这个隐形杀手，它随时会把冷锋拖入死亡境地。

2. 让主人公处于持续的困难和压力之下

“人物性格真相在人处于压力之下做出选择

时得到揭示——压力越大，揭示越深，其选择便

越真实地体现人物的本性。”[9] 为此，《战狼 2》
将冷锋设置于一系列重压之下：如何在茫茫人海

中找到爱人的线索？如何躲避叛乱军队的屠杀？

如何在枪林弹雨中带领侨民安全抵达目的地？在

生与死之间该如何抉择？在应对这一系列压力的

浴血搏杀中，冷锋英勇无畏、敢做敢当、百折不挠、

刚毅果敢的潜能也就被彻底释放出来了。

3. 主人公与障碍的反复较量，要有层次感

《战狼 2》在展现主人公与反派对手的较量时，

并不是随意设置障碍，其较量具有明显的层次感，

难度系数逐渐加大：从最初只和叛军普通士兵过

招，逐步发展到与强悍的外国雇佣兵发生枪战，

最后是与恐怖分子首领决斗。与此同时，影片带

给观众的视觉震撼也越来越强烈，由常见的枪林

弹雨场面延伸到击毁无人机、坦克漂移大战、战

舰发射巡航导弹。其实，这种强调层次感的创作

思路是好莱坞动作片的惯用手法，如《第一滴血 3》
中，兰博来到阿富汗营救长官，他就必须先同普

通士兵发生肉搏战、枪战，逐步过渡到同指挥官

及成群结队的士兵之间发生冲突，最后发展到进

入直升机与坦克之间的生死决战中。

4. 冲突与冲突之间有相对平静的时期

 “对抗”部分虽然强调矛盾冲突，但对抗并

不是一直保持着直线上升，而是在两个相继来临

的冲突之间有松懈和回落，其张弛有度，按照“不

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的规

律推动情节的演进。这一点，早已成为好莱坞电

影界的共识，因为“让观众适当松弛和休息才是

保持紧张的最好方式”[10]。在《战狼 2》的“对抗”

部分中，接踵爆发的两场冲突之间，有多处片刻

宁静美好的生活场景或情感戏：车驰草原时男女

主角的言语思想碰撞，夜晚工厂里工人的集体狂

欢，主人公病毒发作痊愈后积极准备作战工具，

等等。而女性伴侣在此处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当

我们的主人公处于风口浪尖时，总有一处是风暴

的中心，总有一个人与他风雨同舟”[11]。

 在一系列主人公与对手的激烈对抗之后，影

片就需要由第二幕转向第三幕，这其中，仍然离

不了情节点的作用。“情节点Ⅱ”作为“最后的

干扰事件，使得动作充满生机，并促使主角冲向

最后的解决”[12]。在《战狼 2》中，“情节点Ⅱ”

是冷锋感染病毒病情发作，被迫离开华资工厂那

一段。在风雨交加、无依无靠的情况下，Rachel
冒着风险为冷锋注入陈博士研发的抗体，而抗体

也竟然神奇地发挥了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点，因为在此之前，冷锋虽然一直在与对手对抗，

但总是处于处处防备、被动挨打的境地；而在痊

愈之后，他将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

前——精神焕发，充满自信，积极主动地投入到

与雇佣兵集团的生死大决战中。剧情由此顺利过

渡到第三幕。

（三）《战狼 2》的“结局”（第三幕）

罗伯特·麦基认为：“一部影片要想在世上有

成功的机会，最后一幕及其高潮必须是最最令人

满足的体验。因为，无论前面的九十分钟成就了

什么，最后一节如果失败的话，这部影片在首开

周末就会死去。”[9]118 由此可见，结局部分的质量

直接关系到一部影片的成败。

“结局”实际上包括高潮和结尾两部分。其中，

高潮是影片的必须场面，是人物性格揭示最为深

刻的地方，“是全剧最紧张的一点……高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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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平衡状态的变化——它创造出力量间的新的

平衡——而解决了冲突”[13]。这也就意味着，在

高潮部分中，主人公之前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必须

以某种方式加以解决，“对抗双方拿出所有的力量，

并且把所有的赌注一次性地统统压上台面。没有

一方可以再来一次，最后的殊死搏斗是高潮部分

的特征”[8]98。这样的案例在好莱坞影片中可以说

不胜枚举。基于上述编剧思想，《战狼 2》在高潮

的处理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让对抗双方都使出洪荒之力进行生死搏斗

从惊心动魄的坦克追逐互撞到短兵相接对抗，

再到和雇佣军首领的终极决斗，主人公的处境不

断地发生急剧的转折：从顺境抛向逆境，再从逆

境抛到顺境，而观众的情绪也就如同过山车一样

随之上下剧烈起伏。

2. 主人公必须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悉德 • 菲尔德认为：“主要人物必须是积极的，

他应当导致一些事件的发生，而不是让事件发生

在他身上。”[4]54 所以我们看到，好莱坞电影的主

人公在危险来临时，总是凭借着个人的努力去战

胜困难。同样，《战狼 2》中的冷锋被一块飞来的

铁板压住的最危急时刻，他并不是坐以待毙，也

不是完全指望他人营救自己，而是及时用手机现

场直播雇佣兵是如何屠杀无辜侨民的画面，从而

引导了我海军巡航导弹的发射。这一高潮部分也

显现了冷锋处变不惊、沉着应战、凭借智慧和惊

人的毅力化解危机的能力。

3. 整个高潮部分实际上包含一系列小高潮，高

潮迭起

罗伯特·麦基认为 “如果逻辑许可，可以在

主情节的高潮之内使次情节达到高潮”[9]362。就《战

狼 2》而言，冷锋手机视频直播引导巡航导弹发射

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次高潮，后面与雇佣兵首领的

生死对决则是一次大快人心的主高潮。在这个主

高潮中间，其实还包含着一个小高潮，那就是冷

锋通过分析雇佣兵首领子弹的特殊造型，断定恋

人是被这伙人抓走的，于是新仇旧恨突然爆发，

凭借排山倒海的气势彻底战胜对手。这一系列的

小高潮，不仅解决了观众之前的悬疑，更重要的

是使观众处于连续不断的期盼、兴奋、紧张、震

颤之中，从而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

4.“最后一分钟营救”和“敖德萨阶梯”叠加

的叙述技巧 
从格里菲斯开始，“最后一分钟营救”就经

常出现在好莱坞的影片中，而“敖德萨阶梯”则

通过蒙太奇的反复组接，创造了全新的电影时空。

就《战狼 2》而言，其最危急时刻是冷锋被压在铁

板下的时候；此时，影片配以哀婉忧伤之曲以烘

托气氛。影片让这不幸的画面在冷锋被压在障碍

物下无法动弹、武装暴徒张牙舞爪步步逼近、无

辜侨民惊惶无助纷纷被虐杀、官兵看到视频心急

如焚这几个场景之间来回切换和组接，延宕了时

间进程，使观众长时间处于惊心动魄的巨大心理

冲击之下，得到强烈的情感震撼；而这种情绪上

的累积、推进，又进一步强化了观众对主人公命

运的关注。所以，当危机最后关头，巡航导弹连

续发射成功击中目标、冷锋也以王者归来的姿态

转危为安之时，观众的牵挂、焦虑情绪也就瞬间

消解，并随即沉浸于极度的兴奋喜悦之中。

至于结尾，好莱坞编剧家强调要做到不可避免

又出乎意料，即“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但

不是通过他们所期望的方式”[9]362。就《战狼 2》
而言，其结尾特色有以下两点：

1. 影片结束前特意安排一个假结尾

假结尾在好莱坞电影里有很多，最经典的要数

《控方证人》《搏击俱乐部》等影片的结局。在《战

狼 2》中，当雇佣兵首领被冷锋彻底击败时，观众

本以为剧情到此结束，没想到后面又再起波澜——

冷锋要带领侨民撤离，就必须穿过战火纷飞、断

壁残垣的激烈交战区，那么，交战双方能允许他

们通过吗？他们能否再次化险为夷？这不禁再次

唤起了观众的紧张担忧心理。随着冷锋手擎五星

红旗巍然屹立，带领车队缓缓穿过交战区通道画

面的出现，剧情峰回路转，最后的悬念也瞬间解开，

观众的高度紧张心理也随之松弛，同时也不可避

免地会对影片人物的行为产生移情，激动、骄傲、

喜悦的情感会情不自禁地喷涌而出。

2. 升华主题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

静止画面，并配以一连串文字，其看似简单、质

朴无华，但那是在前述情感反复渲染叠加的基础

上呈现的，所以它能制造强烈的轰动效应，唤醒

中国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使影片主题进一步得

到升华。此时影片虽然已结束，但观众的情绪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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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整到最高位，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作为中国人

的自豪感至此完全被释放出来，他们走出影院后，

仍能对此回味无穷。

三 《战狼 2》的编剧意义和局限性

（一）编剧意义

自 1994 年引进第一部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

以来，好莱坞对中国影片创作的影响就日趋显著，

这突出地表现在题材、叙述方式、人物形象塑造、

动作设计、视觉效果等方面。不过中国电影人对

好莱坞创作经验的学习领悟却很长时间里处于徘

徊不前的状态，盲目跟风、生搬硬套、机械模仿

的现象严重，其作品在“部分习得了当代好莱坞

大片‘场面电影’影片形态的同时，与国产电影

以叙事传统人物形象、价值体系和情感规律为代

表的本地性（传统）部分发生了断裂”[14]，其结

果是形成了观众观影期待与观后口碑的极大落差，

这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著名导演的作品。近几年来，

国产影片对好莱坞创作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越来越

成熟，创作质量也有所提高，不过从整体上看，

其机械模仿痕迹仍然比较明显，影片的总体水平

还无法与好莱坞同类影片相提并论。

而《战狼 2》的横空出世，打破了人们对中国

电影的固有认知。诚然，《战狼 2》也具有非常明

显的好莱坞烙印，但它对好莱坞电影的学习，已

不再是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层面上，而是能够把好

莱坞的英雄叙事原则与讲述中国超级英雄的传奇

故事严丝合缝地整合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说，

它或许是中国影史上对好莱坞编剧技法学习借鉴

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它的叙事做到了剧情连贯集

中、层层推进、节奏感强、张弛有度；它的整体

框架是三幕剧结构，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同时

兼具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和中国传统美德的诸多品

质，但其内核却充分折射出中国在当今国际舞台

上的崛起、自信以及持续增强的海外影响力。也

正是这一点，其激发了潜藏于国人内心深处的民

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满足了受众强国梦的心

理需求，从而引爆了这部影片的观影热潮。

除上述意义外，《战狼 2》另一更积极的编剧

价值在于拓宽了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创作领域。

长期以来，我国的主旋律电影，强调展现革命历

史场面，表现重大现实题材，弘扬革命传统，传

达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但很多影片在铺陈宏大

叙事的同时，“过分强调影片的宣教功能，轻视

影片的娱乐与艺术属性……最终导致了观众对于

主旋律电影往往‘敬而远之’的尴尬局面”[15]。

近些年来，主旋律电影为了能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争取市场认可，开始主动向商业化方向靠拢，如

采用类型化的题材叙事、明星化的演员阵容、奇

观化的视听场面等，在这过程中，虽然也产生了

像《风声》《集结号》《智取威虎山》等少量佳作，

但从整体说，主旋律电影的表现仍然显得不尽如

人意，无法真正占据电影市场“主旋律”的地位。

《战狼 2》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不仅让人们看

到了主旋律电影的辉煌未来，而且对于丰富主旋

律电影的意蕴、拓宽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创作思

路也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该片是一部主旋律化

的商业电影，因为它在与观众进行情感和思想交

流时，始终是从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出发，抒写着

自信、坚毅、不屈、包容的民族情怀，应和了正

在崛起的大国气象。它的叙事过程避免了说教式

的宣传，充分借鉴了好莱坞动作片的编剧思路，

如“鲜明的爱国主题、英雄人物范式、强悍武力

对决设计、适度的人道主义、贯穿始终的枪战、

搏击等，这些类型片套路加上中国元素、中国故

事和中国主人公，形成了《战狼》系列电影的独

立品格”[16]。其由此在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探索

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军事动作片。而在这

之前，动作片和军事片是分野的，两者的融合重构，

真正体现了主流价值观与类型化市场特征相融合

的特点，代表了主旋律电影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二）局限性

在肯定《战狼 2》创作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我

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该片虽然取

得了当时中国影坛最高的票房纪录，在电影史上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和好

莱坞顶级优秀作品相媲美了。高票房并不完全与

高质量划等号。影片高票房的原因很多，最主要

的原因是这些影片创造的视听盛宴能满足观众的

当下心理需求和情感共鸣。事实上，《战狼 2》虽

然是目前学习借鉴好莱坞最成功的影片之一，但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它只是一部严格遵循三幕

剧规范来编写剧情的作品，其中大量运用了好莱

坞类型片各种成熟的叙事原则与技巧，影片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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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中矩，缺乏突破创新。无论是采用单线叙事

手法，使剧情简单集中，还是使次情节点连贯，

加快叙事节奏，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观众全程处

于酣畅淋漓的观影体验中，这种叙事方式早在好

莱坞 20 世纪 80 年代的《第一滴血》系列片里就

已经被熟练运用了。进入 21 世纪之后，好莱坞类

型片的叙事手法更趋多元化，时空交叉的复调叙

事、跨类型的越界叙事、反类型片的频繁出现，

都显示了好莱坞电影对商业影像叙事孜孜不倦的

追求，而这些特征很显然是《战狼 2》所不具备的。

《战狼 2》叙事上缺乏创新突破，类型电影尤

其是动作片所固有的一些缺陷它也无法避免。类

型片具有情节公式化、人物定型化、视觉影像图

解式的显著特征，人们去看类型片时，实际上“是

去和那些银幕上的老相识会面，去听老故事，去

参加已经熟悉的事件”[17]。就动作片而言，为了

避免将观众的“注意力从惊险动作或滑稽笑料上

分散开来”[9]118，更是采取将人物简单化的处理方

法。就《战狼 2》而言，冷锋的人物形象是扁平的，

他的思想性格并不复杂，具有美国个人英雄主义

的冒险、勇武、孤独、敢作敢为的诸多特征，同

时兼具重情仗义、对爱情忠贞的中国化理想人格；

对于反派头号人物来说，则自始至终呈现出穷凶

极恶但又头脑简单的一面。两者之间二元对立的

矛盾冲突必须通过激烈的暴力打斗来予以解决，

而这种打斗往往又是极具夸张色彩的。因为冷锋

在枪林弹雨和摔打冲撞之下始终安然无恙，所以

必然会遭到较真观众的诟病，并将其与抗日神剧

相提并论（实际上这种表现方式与抗日神剧有本

质区别，限于篇幅，不作赘述）。不过，这种完

全违背生活常识的场景并不是仅仅出现在《战狼 2》
中，在好莱坞影片里也随处可见，如《王牌特工》

里哈里用雨伞挡子弹，《第一滴血》的兰博一人

独斗成百上千的敌国正规军且越战越勇……当然，

更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如果任由此类夸饰动

作情节充斥蔓延整个剧情，进而衍生出一系列《战

虎》《战豹》之类的山寨作品并最终导致观众的

审美疲劳，那么中国的军事动作片恐怕将永远无

法进入顶级影片行列。从这层意义上考虑，走出

单纯的军事动作领域，与其它类型电影跨界融合，

对作品注入更多对生命、对人性精神内核的思考，

或许是中国军事动作片未来发展的选项之一吧。

除上述两处缺陷外，《战狼 2》在叙事上还存

在着对非洲黑人的认知偏见和优越感倾向。影片

充斥着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病毒噬体、饥饿贫

困的凄惨景观，传递给观众的非洲人印象是落后、

愚昧、懒惰、麻木不仁的，用影片中的对白就是

“这帮黑哥们，无论什么战争啊，瘟疫啊，贫穷

啊，你只要给他们一堆火，他们立刻就这样”（表

现跳舞动作）。这些负面符号实际上是在重复着

好莱坞对非洲的影像殖民，因为类似的场景在《卢

旺达饭店》《血钻》《太阳之泪》《黑鹰坠落》

中一再出现，并与好莱坞的白人孤胆英雄去传播

文明、拯救苍生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对比叙事的

实质是好莱坞利用影像话语权来强化世人对非洲

的刻板印象，以此为欧美国家在非洲的殖民行径

构建舆论传播的合理性。令人遗憾的是，《战狼 2》
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殖民色彩，反而

不加过滤地接受好莱坞在非洲叙事上的编剧套路，

虽然“影片创作者有意突出中非友好关系，但由

于没有深刻植入到叙事肌理去，没有在人物关系

发展中建构起来，中非友好在影片中成为流于口

号的表达，并不能得到观众的深刻认同，某种意

义上也错失了对中非合作的生动诠释”[18]。

长期以来，主旋律电影由于人物塑造缺乏真实

感、内容单调乏味、说教成分严重等问题而饱受

诟病，甚至被日益边缘化，而《战狼 2》在深入理

解和借鉴好莱坞编剧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类

型片的创作规律，把好莱坞的外在叙事方式与展

现大国风范、弘扬时代精神的内核有机地整合在

一起，人物塑造鲜活真实，情节跌宕起伏，节奏

张弛有度，心理动机和叙事逻辑合情合理，在满

足观众对景象奇观和连贯性情节追求欲望的同时，

努力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传播中国社会的主流意

识形态，成功地探索出主旋律电影的新类型——

军事动作片的发展之路。它的横空出世和票房高

企，说明主旋律电影和观众之间的那堵“墙”是

可以被推倒的。只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遵循艺

术创作原则，善于捕捉观众内心的“燃点”，让

观众在片中找到认同感和实现情绪的宣泄，那么

主旋律电影就完全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流影

片，真正承担起其传播主流价值观、弘扬时代精

神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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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要想讲好中国故

事，尤其是要想让中国故事真正走向世界、为他

国观众接受，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战狼 2》虽然

在国内好评如潮，但在国外却反响平平。同样是

表现孤胆英雄，好莱坞的影片会被称颂为美国人

勇敢冒险精神的象征，而中国人拍的影片，则被

恶意曲解，甚至被图解为中国威胁论的符号。这

种显而易见的文化折扣说明，“全球话语权的西

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

尽管已经贡献了与世界交流的物质文化，但目前

我们更需要创造出全面深入生动讲述中国发展故

事的精神文化，进而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

象与影响力。”[19] 而要想实现这一愿景，让中国

的电影真正产生世界级影响，让对外传播中的文

化折扣转化为文化增值，电影工作者和研究者还

有许许多多的具体工作需要去努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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