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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实题材是土壤，类型是开出的花朵。电影题材的不断创新，类型片中现实“人文关怀”体现的尤为突

出；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影片群像的记录，对时代印记的刻画。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

对底层叙事增加了较大的篇幅，在“观众共情性”研究上也有了更深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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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l theme is the soil, and the type is the flower.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film themes 
highlights the “humanistic care” reflected in reality in genre films; realistic themed films are 
largely a record of the film’s group image and a portrayal of the imprints of the times. In recent 
years, realist themes have added significant space to the underlying narrative, and there have 
been deeper explorations in the study of “audience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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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实题材是土壤，类型是开出的花朵，任何题材都需要根植于现实。全世界所有电影题材归根到

底只有一个题材‘现实题材’。”青年导演文牧野曾经如此评价，这个论断在电影《奇迹·笨小孩》上

体现得尤为深刻。 
《奇迹·笨小孩》是文牧野导演在《我不是药神》之后又一部以商业类型片探索现实主义叙事道路

实践的作品。本片是国家电影局 2021 年重点电影项目和建党百年的献礼片。由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

于 2022 年 2 月 1 号在中国大陆上映的春节档影片。影片主要讲述在 2013 年深圳一个二十岁青年为了给

妹妹治病，和一群普通人一起创业打拼，取得成功的故事。 
笔者将以《奇迹·笨小孩》为例从导演创新性、影片群像的记录性、底层叙事的观众共情性三个角

度分析现实主义题材商业片的题材特点。 

2. 生活之真，最是动人——现实与“导演自我”的创新性 

从现实汲取灵感，敢于直面现实是文牧野这位年轻导演的最大特色。导演在《石头》展示了底层打

工人民的生存困境；《金兰桂芹》揭示了陪伴与友谊对老年人的重要性，呈现了空巢老人孤独空虚的生

活现状；《安魂曲》则把普通人因贫困带来的残酷生活展现的淋漓尽致。导演对社会边缘人物以及现实

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独特的思考在《我不是药神》和本片《奇迹·笨小孩》中表现的更为鲜明。 
1) 电影题材的创新性 
现实人文关怀的极力体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更多以前罕为传播的事情被民众所知晓，这也使

得现实题材的影片取材范围更为丰富广泛。近年来关注社会严重现实问题的打拐题材、疾病题材、校园

霸凌题材等新题材影片不断出现，如电影《盲山》《亲爱的》和《失孤》都聚焦被拐群体及其家人的艰

难生活[1]，《我不是药神》更是推动更多人群了解关注特殊药物。《奇迹•笨小孩》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力

作，充分展现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以疾病为题材的电影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刻现代性反思。 
2) 电影叙事的创新性 
疾病叙事。虽然影片以主人公景浩救助患有遗传病的妹妹为叙事主线，但“奇迹小队”中的其他成

员也隐藏着若有若无的叙事分线。除了主线先天性心脏病的遗传性疾病外，还有以汪春梅和梁永诚所展

现的听力障碍、腰痛断腿等生理性疾病，以及张恒志张超二人不易察觉的网瘾心理疾病。组成的人物群

像中和影片主人公景浩一样，无论是打工人还是空巢老人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物导演并没有赋予他们伯格

曼式的残酷，也没有德莱叶式的悲惨，没有为了商业电影的效果将他们的生活夸张化，仅是用最贴近生

活，最真实的方式以小人物诠释着温柔却坚韧的人性，给人一种在黑暗中点亮一只蜡烛的温柔。 
3) 电影创作理念的创新 
影片聚焦当代普通人物的奋斗成长历程，将现实题材与类型化策略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

更多喜剧元素。与同类型的疾病现实题材电影《我不是药神》相比，《笨小孩》的喜剧元素更为丰富当

汪春梅遭遇原来厂家的胁迫，景浩和工友忍无可忍和一群地痞大打出手却惨败倒地时，张龙豪这位曾因

打击斗殴入狱后刑满释放的冷面人闪亮登场，大展拳脚，一人制服一群地痞混混。这种浪漫的喜剧元素，

符合观众的惩恶扬善的主观愿望，也迎合了中国人的英雄主义情怀，给沉重的剧情增加了欢乐。喜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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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增添在贴合节日氛围吸引消费者的同时，也满足了意识形态对公众的呼唤。 
作为一部献礼片，在《奇迹·笨小孩》一片中看到了创新点。献礼片的价值使命在于激发公众的认

同感，既是有现实性的也要有时代感。特别是作为一部春节档的影片它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使命和公众

引导。本片中不仅能看到献礼片普遍的社会性，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本片在保证社会性同时将影片的娱

乐性和人物的灵魂性也展现出来了，尽管是一次比较比较保守的尝试，但是却把献礼片的主旋律、商业

性和导演个性的进行了融合创新。既有时代需要的社会性，也有导演追求的职业性。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普遍的关怀性，观察性上本片可以说尽善尽美了，在批评性上表达的笔墨比较含

蓄和侧面，对本片来说是合适的。作为一个非真实事例的故事，可以看出导演已经极力地在创作和现实

中去寻求一个平衡点了。《奇迹·笨小孩》中导演的创新性的体现已经非常充分了，作为一部反映时代

特色的影片，其视听表达也具有十分丰富的影片群像的记录性。 

3.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影片群像意义”的记录性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影片的背景是在 2013 年的深圳，一个创业浪潮翻滚的城市，本片对人物形象的

塑造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新生导演与第六代导演在影片侧重表达和呈现上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充

分体现，不同于以往对社会变革的反思和批判，新生导演更加侧重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个体人物的描

绘，有相当强的塑造个性人物的欲望和分众化意识。 
虽然影片中的小人物的个体展现，在影片后半部分被主角景浩创业赚钱给妹妹治病的主线有所冲淡，

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影片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依旧是可圈可点的。田雨饰演的养老院护工梁叔身上

有待兄妹俩同子女的热情善良；王传君饰演的李经理展现的生活压力下的麻木漠然；田壮壮饰演的看门

大叔身上这种边缘人物让这一代观众都联想起学生时期热心肠的大爷大妈，章宇饰演的清洁队队长将一

个铁汉的柔情直击心灵。该影片的群像记录表现手法上有着新的突破，不论是从影片场景设计的呈现还

是鲜明的人物特色的展现，或是打破传统大众对女性固有印象的诠释都有着新的特点： 
1) 现实考察，真实代入 
文牧野导演在谈起创作《奇迹·笨小孩》时的标准和原则时，多次提到“真实”，预设真实，场景

真实，人物真实。他表示：“土壤和烟火气很重要，要让观众看到一些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熟悉的事、

熟悉的场景。这对电影本身和观众都很重要。”“烟火气”是这部电影贯穿始终的氛围。使故事还原真

实、将情感落到实处，是电影创作的诉求。烟火气需要落地，需要观众看到电影里的人物在这个环境里，

他们的言谈举止，演员的呈现方式要和现实生活一样，符合实际[2]。 
为了电影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团队找了许多资料，也去做了大量的采访，对网吧、高空蜘蛛人这些

城中村的生态都做过田野调查，还特意去找了一些当时拍打工者以及深圳生态的一些社会摄影师，去他

们的住所看影集，去搜索这些能够支撑我们美术风格的资料，甚至影像风格、音乐风格都是从这些照片

中产生的。我们也去当地做了很积累下来的资料来支撑我们写作这样的人物。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人物

其实也等于奇迹，他们是深圳这个大城市的奇迹中的个体的奇迹。 
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有不少观众们对《奇迹•笨小孩》的评论都带上了“真实”“感人”的标签。一

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感人至深，必然是观众与作品内容所蕴含的情感在某些层面达到了共情。而观众来自

于社会的各行各业，能够让各种不同身份的观众走进影院受到触动，“真实”就是最佳的选择。 
2) 人物形象，反差明显。 
一类人是因黑心厂家为省钱不安装防噪设施导致“耳朵坏了”的单亲母亲——汪春梅，因为工人出

头打伤工头而坐牢无人敢用的工人——张龙豪，因为爱情而良心发现不再浪迹网吧的“网吧大神”——

刘恒志，还有被兄弟照顾的“追风少年”——张超，他们正是景浩要找“愚公们”，在景浩的带领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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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搬动命运这座大山。他们也是那个年代干干万万底层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耳朵坏了”但仍能热情

服务、认真工作，为景浩大声说话嗓子不舒服而自责道歉的汪春梅，与“心坏”的要求撤诉的厂商头子

形成强烈反差；热爱拳击运动，为工友出头打伤工头而坐牢无人敢用，不被人理解的性格古怪的张龙豪，

却经常喂养好几条流浪狗形成反差。 
另一类人“永远只会说是”的市场部李经理，景浩好朋友嗜赌成性的陶智勇，还有“吃硬不吃软”

的赵总下属以及劝说景浩放弃的人等等。这些都是“西装革履”的上层社会对底层劳动人民的不屑与高

傲等的映射。面对李经理的不待见，景浩不服输不怕输的态度与李经理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景浩也

是在赌，他是因为命运逼迫，被现实打压而不得不孤注一掷。但他与陶志勇的赌完全不同，陶智勇是为

了自己的欲望去赌博，而景浩是为了妹妹的病在赌，为了与现实抗衡，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女性形象，鲜明突出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本片对女性形象不同角度的呈现。齐溪饰演的有听力障碍的单亲妈妈汪春梅因为

工厂过失，损伤了听力，当端盘子的服务员都困难。演员表演上，汪春梅的笑从一开始对厂长不自信讨

好意味的笑，到熟悉工作后朴素单纯傻呵呵的笑，再到最后才发自内心十分自信的笑，戏份不多，却层次

丰富给人印象深刻。黄尧饰演的“重工萝莉”开机械车的挖掘车工人虽然是一个小角色，却万分欣喜的

让我们看到现实里劳动美、阳刚美的女性形象的歌颂，是对电影女性固有形象标签的多元化塑造和探索。 
《奇迹•笨小孩》的主角们并非是被主角光环照耀的幸运儿，相反，他们极其普通。相依为命的兄妹，

老人之家的护工梁叔，因工听力受损的单亲母亲汪春梅，打拳伤人坐牢、出狱后无人雇佣的张龙豪，战

争时期失去半条腿的老钟匠钟伟，在网吧通宵度日的网瘾少年刘恒志和“追风少年”张超，以及高空清

洁队队长越哥。从这些人身上你看不到幸运二字，相反，连平淡安康的生活有时也是奢求，而他们如同

台风之中摇曳的大树，拼命地努力生活，才终于在风雨过去，又一次挺直了腰杆。 
文牧野导演说，人物的原型是每一个人努力奋斗的人。相比于春节档的其他影片，《奇迹•笨小孩》

的前期宣传其实并不够出色，然而在首映日过后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和票房，不少观众在电影结束后都表

示，在影片中多多少少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影片以鲜明的叙事主题、典型的人物形象、严密的叙事逻

辑，书写了平凡小人物的奋斗成长史。通过“奇迹小分队”不懈奋斗创造“奇迹”的故事，展现出新时

代中国人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等精神，激发了人们的情感共鸣[3]。 
影片里的这群边缘草根人物形象，他们都看到了生活中的不易，却都选择追求美好。每个人身上都

有着时代的烙印，与其说他们的群像是艺术性的不如说是时代性的，记录性的。 
正是这份记录性，从真实生活中提炼的艺术，对底层人民群众生活的真实再现和人文关怀，才让更

多观众对影片产生情感的共鸣，和影片达成共情。 

4. 蚂蚁崇山，逆流而上——底层叙事的“观众共情性”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提出以来，“共同体”成了国内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叙述不仅针对国际关系，更体现出其对以“个体”与“共同体”关系为基本结构的现

代性的深刻思考[4]。在电影共情、“电影共同体”的建立上“鲍曼指出：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共

同体的话，那它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

人的平等权利以及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如此共同体美学才

不仅是审美的，更是扎根现实世界的个体自由与安全的感性呈现[5]。” 
《奇迹•笨小孩》是现实主义的，是底层叙事的，却不是“俯视的”。尽管影片在视听上有很多俯拍

镜头的呈现，但是作为一部主旋律的献礼片它是能让观众在片中找到自我的，对于影片的人物它是“平

视的”。导演自己也说“我们都是那个小人物”。反复出现在雨中的艰难爬行的“蚂蚁”，有极强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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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特征，它既象征着蜘蛛人擦玻璃的景浩，也象征着逆流而上不向生活退步的每一个人。 
国产商业类型电影引发观众共情是通过电影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观众的经历，使观众能够调动生活

中的经验，对影片人物产生共情。例如在迎接千禧年，北京申奥成功国足闯入世界等事件背景下的《80
后》、《同桌的你》、《匆匆那年》等青春片；再如《夏洛特烦恼》乘风破浪也穿插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流行歌曲；以及近年播出的《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多部影片，直

接从现实出发，联系生活，借鉴时代热点，在形式和内容上努力贴近观众，引发共情。虽然同样是现实

主义的底层叙事，但是若把《我不是药神》的社会影响和思考拿来和《奇迹•笨小孩》比较，不论时间叙

事和空间叙事的差异，单从影片制作的出发点和背负的责任来看，这个比较本身就是不成熟，不公平的。

观众在影院热泪盈眶，在《奇迹•笨小孩》里找到的自我和慰藉，就是这部影片在社会性实践上成功的证

明。观众的共情，从个体的认同感到家国的认同感，毫无疑问影片实现了它的社会意义。 
剧情内容上《奇迹•笨小孩》追求的“奇迹”到底叫成功，还是叫幸福？幸福就是成功，成功却不一

定是幸福的。影片最大的争议点莫过于影片的结尾有些强烈的“成功学”味道，给观众带来脱节的不真

实感。从春节档的合家欢结局出发，确实也能够理解本片追求平衡点的不易。类比影片《当幸福来敲门》

也是一个在逆境中的奋斗故事，就不难看出，其实两部影片主人公追求的“奇迹”都叫幸福。《奇迹•

笨小孩》虽然是一部商业类型片但是其情节内容中对喜剧、追逐等不同类型的呈现也比较成熟，多元的

将影片的价值观呈现出来，在现实的土壤里开出类型的花朵。现实主义的文艺之路，电影的人物焦点的

探索，同样需要更多的“芥子纳须弥”小中也有大；“不惧碾作尘”直面别害怕的勇气。 

5. 结语 

以当代中国商业类型电影为切入点，借鉴社会学“共同体意识”，文化研究的“情感结构”，心理

学的“共情”理论等可以挖掘更多现实主义题材类型电影的特色，并以此作为创新点，创作更多立足于

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在类型电影的创作中如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生活，以电影

作为载体反映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以及社会文化热点同时融入民族文化，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好中

国电影也就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未来，现实主义题材类型片的电影创作上，应更加注重把握时代特征，时代脉搏，牢牢把握正确

的政治导向、丰富的生活意象、人民的兴趣取向。在电影蓝海中稳掌舵，稳扬帆，找准方向，才能行稳

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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