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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视听节目《黑鹰少年》在爱

奇艺平台上收获9.5分的观众好评；

电视剧《我们这十年》中的单元剧《热

爱》也引发大众对发展青少年足球的

讨论。这些作品通过热血的故事，将

激昂、鼓舞、团结、超越的体育精神传

达给观众，展现了当下中国体育事业

发展的新风貌。

44比 41，比赛只剩下最后几秒

钟，凉山黑鹰队必须投中三分球才能

追平比分。关键时刻，少年甩开对方

的防守，接到传球后稳稳地起跳出手

——篮球在空中划出漂亮的弧线，

“唰”地一声空心入网。然而，他脸上

的笑容还没来得及展开，对方的球员

却开始欢呼庆祝胜利，原来这个球踩

线了，只能算两分球。不过，屏幕前

观看《黑鹰少年》的观众们却不在意

比赛结果，弹幕上爆发出“这里真好

哭”“是因为家里风太大才流泪”的留

言。人们为这群孩子们在追寻自己

梦想过程中表现出的坚韧、勇敢、不

服输的体育精神而感动。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时代的进

步，体育影视作品也紧贴时代脉搏，

打开新的叙事空间和内容边界，以激

励人心的优秀故事从容自信地展现

中国体育运动的新风貌。小球员训

练时嬉戏打闹不认真，教练罚他做俯

卧撑，然后自己也趴下陪着做：“我是

教练，和你一起受罚”——这样的教

练，哪个球员不服气？比赛大比分落

后，全体队员没有一个放弃，咬着牙

一个球一个球追回来——观众也跟

着咬牙：“马上追平了，坚持住！”中国

冰球运动员英如镝认为，体育影视作

品将运动项目自带的情绪捕捉下来

传递给观众，让更多人感受到体育带

来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也让更多人关

注体育、甚至投身体育事业。

比赛不仅仅是为了追求胜负，也

在于奋勇拼搏的精神，“激活”观众心

中的热血。单元剧《我们这十年——

热爱》中，刚开始还三心二意的中学

教师张雷，看着他带领的校足球队在

训练有素的对手面前溃不成军，眼眶

泛红却只能躲闪着孩子们求助的哭

喊，屏幕前观众的内心也被那种深深

的无力感和挫折感击中。但正因如

此，随着校足球队知耻而后勇的进

步，观众也深切体会到那种艰苦训练

所带来的澎湃向上的激情和力量。

有观众留言：“毕业五年了，看到这里

就想约老同学再踢场球。”原中国女

子足球队队员刘英也认为可以将失

败的经历、背后的伤病加入运动员的

成长经历中来，这样的影视作品更能

让观众体验到体育运动那种艰辛努

力、积极向上的精神。

尘土飞扬的场地、脏兮兮的球

服、又黑又瘦又矮的孩子们在篮框下

挥洒自己的汗水……在农村地区生

活过的观众看到《黑鹰少年》中的镜

头感到无比亲切熟悉，因为这就是他

们儿时快乐的重现。《黑鹰少年》取材

于真实故事，一支来自大凉山的平均

年龄12岁、平均身高1米3的“凉山

黑鹰”少年篮球队，在教练瓦尔阿木

的带领下从大凉山一路“打”到北京，

与身体素质和训练水平更好的小学

篮球队同场竞技。单元剧《我们这十

年——热爱》中的人物也参考了拿下

2021年全运会U20银牌的新疆足球

队队员。导演、编剧盛志民认为，体

育影视作品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真实

性，将体育运动真实的魅力呈现在观

众面前，既要让业内人士看到其中的

专业性，也要让观众在镜头当中感受

到力量。

体育类影视作品的真实性不仅

体现在人物塑造，也体现在对当下体

育运动新风貌的呈现。例如大凉山

交通不便，如果没有现代化传播手段

的普及，一群打篮球的孩子也很难被

外界关注到。瓦尔阿木不仅是孩子

们的教练，同时也是球队的“运营经

理”，他通过拍摄短视频以及手机直

播的形式把孩子们训练和比赛的镜

头分享到网络上，引发了大众的兴

趣，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超过37

万粉丝。

网络传播和热度让这群孩子有

机会从大凉山深处走出来，一步步走

到万众瞩目的现代化体育场馆——

今年10月，凉山黑鹰队的这群孩子

甚至受邀在2022-2023赛季CBA常规

赛揭幕战上亮相，也让雏鹰振翅越飞

越高。 据文汇报

愈热血愈现实
体育影视打开叙事新空间

□卫中 从《开端》《一闪一闪亮星星》热播引

热议到《天才基本法》激发观众追剧热

情，不久前热播的几部时空错位类奇幻

剧质量和口碑均有不俗表现，成为影视

剧市场的闪亮之作。与以往奇幻题材的

天马行空不同，这几部剧以无限流、平行

时空、时空穿越等时空错位的高概念为

圆心，以都市现实生活为半径，融入对情

感、家庭、女性等社会话题的观照，以充

盈的叙事修辞能力为观众制造出如同

“客厅里的大象”的惊奇体验。其实，时

空错位的设定并非新概念，但以奇幻向

真实溯源，在超现实框架下探索现实主

义表达新方式，这种反类型创作策略为

“类型剧、现实题材创作如何创新”这些

行业命题摸索了一条新路径，反映了影

视从业者努力创新的艺术追求和面向真

实与人性的文化自觉。

类型化是检验影视剧创作成熟与否

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创作者和观众可

以共享关于主题、视听语言、故事和风格

等一套“期望系统”。但类型程式一旦形

成，又容易将创作引入套路化叙事的窄

巷，导致观众审美疲劳。在这个背景下，

时空错位类作品打破类型框架，以奇幻

题材向真实溯源，将时空错位的设定内

嵌于日常现实生活，在保持奇幻剧类型

独特性的同时，以反类型叙事策略打破

观众的心理预期。

一般而言，反类型在形式上具有两

个特征，一是互文性，即文本具有可以辨

认的类型特征；二是颠覆性，对类型进行

改写、反讽、超越或破坏。奇幻类型剧以

时空架构、神奇惊险情节为基本元素，在

错位时空里建构一个虚拟现实。究其本

质，这是对现实的“逃逸”，即逃离理性束

缚和单调日常，在具有真实感的幻想世界

获得神奇的心灵满足。这种“逃逸”又是

奇幻剧常被人诟病的地方，因为容易出现

人物失真和情节天马行空的悬浮感。

《天才基本法》《开端》等几部时空错

位类作品虽然采用奇幻剧类型化的叙事

模式，却不沉迷于奇幻设定的脑洞，而是

将错位时空与现实人生共时化，使剧情

与原生家庭之殇、成长的烦恼等社会议

题形成互文，潜在地揭示家庭伦理、社会

法治的现实逻辑。创作者还利用奇幻设

定反常规地表现身份与认同、关系与命

运：主人公或是在时间线上前后穿越，如

《开端》中李诗情和肖鹤云经历25次“时

间循环”寻找线索，拯救公交车上众人的

命运；或是与不同时空中的自己相遇，如

《天才基本法》的林朝夕与裴之穿梭于

“草莓世界”和“芝士世界”，在冲突中治

愈与成长。这些反类型叙事策略颠覆了

传统奇幻剧的类型程式，加入一些现实

社会的生活逻辑与价值观念，生发出新

的意义，拓宽了奇幻类型创作的表意空

间。这种既在类型之内又出乎意料的操

作，让观众在戏剧的极致和生活的真实

之间产生强烈的烧脑感和沉浸感。

据有关数据显示，近期这些时空错

位类剧集的核心受众画像辐射中青年等

多年龄段，且男女占比基本持平。这些

作品能破圈传播，证明这种向真实生活

溯源，呼应社会思潮的类型杂糅可以满

足不同受众的追剧偏好，实现文化逻辑

自洽、受众观赏需求和主流价值传播的

共赢。随着网络技术发展，数字化、虚拟

化生存已成为全球发展的一种趋势，人

们生活在“流动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

的网络社会中。

奇幻向现实溯源，还开拓出现实题

材的表意空间。对现实题材的把握、演

绎和诠释，一直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来

源。在精品化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剧

集创作在内容上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挖掘

素材，在形式上不断打破常规、寻求创

新，创作生产了不少优质作品。在将奇

幻与现实这两种原本冲突的题材类型

复合杂糅中拷问社会、道德与人性，寻

求新的美学向度，就是其中一种有益尝

试。这彰显出时空错位类创作在思想

性、文化表达层面蕴藏的生命力、创新

力，有望打开以往影视创作从未触及过

的艺术空间。

艺术的创新是一个复杂而又难以言

明的命题。作为开创性的探索，《天才基

本法》《开端》等虽在打破框架寻求艺术

创新的探索，在市场、受众和主流价值理

念传播等多个维度获得掌声，但在处理

类型元素之间的互动对话关系、逻辑的

衔接与细节的处理上还有很多不完

美。但无妨，好剧总是能让人面向社会

现实和人性深处的真实。在这一点上，

新近涌现的时空错位类作品已做到足

可借鉴。随着影视创新发展的进一步

深入和创作思路的进一步打开，相似设

定的影视作品会越来越多。希望广大

创作者再接再厉，在这条高概念的新赛

道上推出更多有文化品位和精神格局的

精品力作。 据光明日报

奇幻剧也可以向现实溯源
□谭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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