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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体育题材电影
创作数量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
随着中国电影观众越来越趋于年
轻化，影片中呈现的文化取向和体
育观也趋于多元。新兴、小众项目
的题材拓展，成长母题与喜剧类型
的融合尝试，为影片增加了新鲜看
点和票房保障。”上海体育大学副
教授孙笑非认为。

《2023 潮流运动消费趋势洞
察报告》显示，骑行、滑板、登山、
滑雪、飞盘、腰旗橄榄球、陆地冲
浪 、桨 板 等 潮 流 运 动 的 玩 家 年
龄 ，主 要 分 布 在 18 岁 到 40 岁 之
间，这也与电影观众的主要人群
基本重合。“因此，体育电影描写
对象由传统大众项目向新兴小
众项目的转向，能在很大程度上
迎合年轻观众的兴趣点，同时也
能在题材上实现创新和突破。”
孙笑非表示。

孙笑非还注意到，体育电影
开始尝试与喜剧融合的创作路
径，从侧面反映出国人的竞技体
育观从单一向多元化转变，这种
转变背后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体育自信的加持，更是社会不断
进步的重要表现。“拼搏”固然是

体育的重要关键词，但“快乐”也
是，在传统的主题之外，体育电影
也需要以更轻松、更纯粹、更多元
的方式来呈现体育本身的魅力。
国外体育片像《大叔花样游泳队》

《飞鹰艾迪》《五个扑水的少年》
《摔跤吧！爸爸》《花滑女王》等都
或多或少融入喜剧元素；在国产
体育片中，谢晋执导的《大李小李
和老李》以诙谐的手法表现了肉
联厂工人积极开展体育活动的热
情，如今回看，仍让人捧腹大笑。

“俞白眉+邓超”组合在《中国乒乓
之绝地反击》中为激情热血的故
事设计了无数笑点，《热烈》则将
成长与喜剧融合，给多元化探索
提供了参考样本。

8 月 8 日是第 16 个“全民健身
日”，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不
断深入，全民运动的社会氛围愈
加浓厚，人们健身方式日益多元，
越来越多的群众将体育健身作为
一种健康生活方式，“村 BA”“村
超”也印证着群众体育的如火如
荼⋯⋯在不断发展的国民体育氛
围中，体育故事的诞生与体育消
费的升级，同样是电影作品的未
来机遇。

一直以来，体育电影总是跟
热血和励志联系在一起，但好的
体育电影从来不会将胜利简单地
与励志画上等号。体育电影超越
体育，将体育竞技与类型元素、社
会话题相结合，举重若轻地将情
感与精神拍得比获胜更加动人，
成为近年来高分高票房体育电影
破局之道。

根据世界上第一位横渡英吉
利海峡的女性特鲁迪·埃德尔真
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泳者之心》正
在上映。特鲁迪 16 岁在全市女
子 800 米游泳比赛中打破世界纪
录，18 岁夺得 1924 年巴黎奥运会
的自由泳团体接力赛金牌，以及
100 米 和 400 米 自 由 泳 两 枚 铜
牌。《泳者之心》中，特鲁迪如何
训练、怎样取得进步等“专业元
素”并未被过多展现，而她所处的
时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她与身
边人的互动被放置到叙事更中央
的位置，一帧帧光影将主旨娓娓
道来：与父母的抗争及和解、与姐
姐的扶持陪伴、与教练的合作感
恩、与竞争对手超越性别的相互
理解和支持⋯⋯特鲁迪最终证明
女性也可以做到和男性一样，甚
至更强：1926 年 8 月 6 日，特鲁迪
在法国下水，以破纪录的 14 小时
31 分钟完成了横渡 34 公里英吉

利海峡的挑战，比男子纪录快了
将近两个小时，这个纪录保持了
35 年。

本月 12 日闭幕的第 33 届夏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奥运会 128
年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参赛男女
比例完全平等。这届距离特鲁
迪参加过的那届巴黎奥运会，正
好 100 年。电影对特鲁迪故事的
回望，还带给观众除了“拼搏”之
外 更 多 的 思 考 —— 它 所 揭 示 的
是 更 广 阔 的 人 类 精 神 ：自 我 突
破、互助、共同的命运。

作为一部想要鼓舞人心的励
志片，特鲁迪亦传递出了该有的
讯 号 —— 人 生 一 路 远 非 成 败 一
场。相似的共情，观众能从《热辣
滚烫》里得到，“缠好拳击绑带去
看的，绑带最后用来抹眼泪了。”
作为一名格斗爱好者，网友刺刺
在观看完《热辣滚烫》后这样分
享，“这是一个体育给人力量的故
事。有太多训练细节让我感同身
受。拳击课前热身跳绳练协调
性，力训时的怒吼，拉伸和按摩时
的尖叫，自重有氧做到想哭。但
是更大的共鸣来自我从乐莹身上
看到了自己。”体育比赛的内涵是
丰富的，优秀的体育电影，能让人
从体育精神出发，重新审视胜负，
再次定义伟大与平凡。

96届奥斯卡，一直对体育电影情有独
钟。其中《洛奇》《烈火战车》以及《百万美
元宝贝》还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烈火战车》根据20世纪20年代两个
青年短跑选手的真实故事编写而成，两位
主角都是伟大的运动员，最终代表英国参
加1924年巴黎奥运会并赢得金牌。电影
描绘比赛和奔跑的慢镜头画面有一种特别
的美感，奔跑时坚定的表情、矫健的身姿
⋯⋯让人感受到运动的美好。体育的好
处，是能够在短暂的时间把人生演绎一遍，
有始有终，让你懂得怎么奋斗，怎么处理和
队友、对手的关系，怎么去制胜，怎么输得
起，怎么在逆境中奋起。

当然，获得奥斯卡固然是一种肯定，没
获奥斯卡的体育电影中，高分影片比比皆
是。

韩国电影《马拉松》讲述了自闭症儿
子楚元在在母亲庆淑和教练正旭的支持
鼓励下，朝着马拉松比赛的冠军不断奔
跑，自我实现的故事，叙事平缓抒情，让人
笑中带泪。在清新明亮的画面中，奔跑着
的同样是浓浓的母爱，为了孩子倾注心
力，用运动去赋予孩子另一种健康成长。
爱的伟大，有时候也会在体育运动中得以
全面体现。

《摔跤吧！爸爸》根据印度摔跤手马
哈维亚·辛格·珀尕的真实故事改编，曾
经的摔跤冠军马哈维亚克服社会偏见，
培养两个女儿赢得摔跤冠军，成为激励
千千万万女性搏击人生的榜样。新华社
评论认为，这部电影实现了阿米尔·汗对
印度传统观念的一次“拳打脚踢”,也暗含
了为梦想而奔跑奋斗的可贵。于是,单纯
的体育故事被赋予了社会价值层面的意
义。在传统、梦想和许多人的生活现实
都一一对应的情况下，自然容易让人产
生共鸣。

这个夏天央视电影频道也端上了一盘
“运动光影大餐”。法国电影《幸运搏击》，
根据曾11次卫冕世界泰拳冠军的法国人
迪达·迪阿法特的真人真事改编。美国电
影《传奇的诞生》，讲述了巴西著名足球运
动员“球王”贝利的传奇。澳大利亚电影
《赛马女孩》讲述了主角米歇尔·佩恩通过
一次次刻苦的训练，最终打破百年来的纪
录，一举夺得冠军的故事。印度电影《印度
女孩》，讲述的是贫民女孩蔻茜与板球的故
事，她最终进入国家队，站上了世界比赛的
舞台。充满了温情和哲理的南非电影《超
越河流》是根据第63届杜西独木舟马拉松
赛中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讲述非洲大
陆最大、最冒险的独木舟赛事。

从扣人心弦的运动竞技，到感人至深
的运动员故事，这些电影将带领你穿越时
空，重温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

那些熠熠发光的
高分影片

电影也许从诞生之初起，就

是最适合用来传达和呈现体育

运动魅力的艺术形式。竞技的

紧张感、运动的优美性、运动员

的内心描摹、运动场内外的艰苦

准备⋯⋯影像艺术与体育运动

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

从《女篮5号》《破风》《夺冠》到

近两年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

击》《热烈》《八角笼中》《热辣滚

烫》《飞驰人生》，体育电影既是

电影市场一直以来的创作传统，

也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高度重

视的电影类型。越来越多的观

众喜欢上了看体育电影、讨论体

育电影，也有更多的人因此喜欢

上了体育运动。

“当体育成为创作热点，如何
打破专业壁垒、走出小众圈子，释
放出与中国体育大国、体育强国地
位相匹配的文化能量，这一问题有
待从业者思考。”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科技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黄雯
分享了她对于体育电影的独特见
解和深刻洞察。

黄雯认为，体育和电影都是国
家综合实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
要体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体育
作品彰显其所处阶段的社会发展
水平。早些年以《女篮5号》《沙鸥》
等为代表的体育电影，都狠狠燃过
一把家国情怀之炬。不过，彼时的

体育类型片大多离不开“为国争
光”的叙事母题。“近年来，随着综
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显
著提升，如何向世界展现中国人良
好的身体素质，以及积极进取、勇
于拼搏的精神气质，成了新时代体
育题材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黄雯举例道，电影《攀登者》
《夺冠》家国叙事磅礴，但创作者还
用大量篇幅观照运动员的成长，表
现他们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目标的过程中所经历

的心理起伏、情感波澜，使他们克
服各种困难，为国家荣誉而牺牲奉
献的行为深入人心。还有很多作
品将视角深入普通人生活，表现体
育运动对人生的影响，体育精神对
心灵的引领。电影《热烈》里，少年
一边勤奋工作支撑家庭，一边追求
街舞梦想。“体育电影创作将不同
时期的社会思潮、一代代中国人的
奋发有为都浓缩于光影之中，证明
着体育电影拥有强劲的叙事动力
和戏剧张力。”黄雯说。

随着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
会、杭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全民
健身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对体育运
动的热情空前高涨，体育电影成为
新的行业风口。黄雯观察认为，近
年来脱颖而出的一批优质作品，呈
现三个基本趋势。其一，不仅聚焦
篮球、排球等大众项目或中国传统
优势项目，当下的创作视野开阔，
几乎涵盖了各种体育项目。“这些
作品将体育锻炼与健康生活、青春
热血、家国情怀联系起来，不仅对
运动项目进行普及推广，还展现了
热爱生活、执着梦想、珍惜生命等
价值理念。”比如，以杭州亚运会成
为正式比赛项目的霹雳舞为创作
主题的《热烈》，表现登山运动的

《攀登者》，表现跳水运动的《老师
来了！》，表现花样游泳运动的《五
个扑水的少年》，表现拔河运动的

《不就是拔河么》等。
其二，在表现形式、叙事方式

等方面做文章，不但通过艺术创新
营造新鲜观感，还积极关注社会热
点，主动设置社会议题，通过体育
故事或运动员命运引发社会探讨、
观众共鸣。很多观众看了根据真
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八角笼中》后，
对“打拳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那
么我们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等问
题展开讨论。电影《好像也没那么
热血沸腾》呈现中国心智障碍群体
的生活现状，让观众加深对这一群
体的了解与关切。《热辣滚烫》里的
女主角努力学习拳击，不为奖金，
不为新工作，也不为男朋友，只为
走出人生低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个故事重新定义了“赢”的概念，

引发无数奋斗在人生道路上的观
众共情。

其三，“励志”不再是体育作品
的唯一主题，体育还蕴藏着成长、
追寻、情感等故事。细化引申这些
母题，能够生成冲突与和解、寻觅
与收获、平凡与超越等内容。

黄雯进一步表示，经过多年努
力，体育作品已获得长足发展，但
与我国体育和电影事业的迅猛发
展态势相比，还有很大的进步空
间。一方面，由于体育运动专业性
较强，竞技比赛又瞬息万变，想将
运动者的心路历程、技术特点等内
容转化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对剧本
创作、现场调度提出了较高要求。
比如，表现马拉松运动的电影《了
不起的老爸》邀请医学顾问、跑步
教 练 等 十 余 位 专 业 人 士 参 与 拍
摄。电影《我心飞扬》拍摄时，最大
困难之一是找不到合适的冰上摄
影师，只得将冰上运动员培训成摄
影师。

另一方面，出演体育电影对演
员来说也是巨大挑战，他们不仅要
完成对角色的演绎，还要呈现从事
这项运动起码的形体状态和技术
水平。《热辣滚烫》为表现女主角从
颓废啃老族到精壮拳击手的巨大
转变，贾玲先增肥后减重，拍摄周
期长达一年。这些因素无形中提
高了体育题材的制作难度、投入成
本，使部分创作者望而生畏。黄雯
寄望体育电影的创作者“应勇于打
破创作陈规，跳出创作舒适圈，不
断创新升级，让更多人领略体育运
动的魅力，领会体育锻炼的重要
性，领悟体育精神的真谛。”

不仅仅是励志与热血

年轻化与多元化探索

！

体育电影风格各异，多姿多
彩。在《女篮 5 号》里，我们被带
入一个充满汗水与梦想的篮球
世界；《女跳水队员》如春燕展翅
般从高台上翩然跳下，其姿态既
有 曼 妙 也 有 刚 劲 ，令 人 赏 心 悦
目；《沙鸥》和《夺冠》刻画了中国
女排的风雨与共、永不言弃；还
有《激战》中拳拳到肉的拳王争
霸、《破风》中血脉偾张的自行车
竞技，《超越》里全速奔跑的身影
⋯⋯都为我们展现了体育的高
光时刻。编剧、中国电影文学学
会副会长宋方金阐述了体育与
体育电影之间的关系：“体育是
武，体育电影是文，一武一文张
弛有道”，“体育电影起承转合的

表达，有一种天然魅力”。
体育电影大多取材于真实

人物和事件，看了开头即知结尾
的 电 影 ，为 何 仍 能 催 发 一 捧 热
泪？答案也许就是被述说了无
数遍的体育的魅力——成功有
时，失败更常；软弱有时，信念恒
久。在这一维度里，汗水与泪水
微妙配比，勾出真挚的传奇，正
是动人妙笔。

基于真实、还原现实，这是
体育电影博得好感的第一步，冬
奥 冠 军 徐 梦 桃 在 看 完《热 辣 滚
烫》后深深共情，在社交平台分
享：“仿佛看到那个不断跌倒、不
断站起来的自己，那份倔强和坚
持陪伴我走过了奋斗的日子。”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
授杨洪涛佐证了这一观点：“在
世界范围内，体育题材电影都有
着独特的审美价值。这一类型
影 片 可 以 是 现 实 主 义 、理 想 主
义、浪漫主义的集合体。”从《女
篮 5 号》开始，《沙鸥》《一个人的
奥林匹克》《夺冠》《我心飞扬》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等一批
以真实为基础的体育电影，聚焦
了中国体育运动的辉煌时刻，承
载了一代人的时代记忆。再往
世界影史里淘淘，《胜利大逃亡》
借助足球比赛讲述二战当中正
义与邪恶的较量，《百万美元宝
贝》用冷峻的笔触诠释了人性中
的光明与晦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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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无疑是体育大年。
汤尤杯、欧洲杯、美洲杯、温网、巴黎奥运会⋯⋯那些激动人心的画面还历历在

目，2024中国网球公开赛又将于9月开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将领衔中国军团，和国
际顶尖球员们一较高下。

体育电影近年在市场中成为创作热点，其展现的独特魅力，带动的观影热潮，在
体育大年也迎来大爆发。《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2》包揽了2024年上半年(1-6月)
全国电影总票房前两名，两部影片都有着体育的励志内核，前者关注拳击运动，后者
以赛车为背景，既让大家看到了体育的热血向上，也让观众在镜头中感受到了改变
的力量。眼下热映的电影暑期档也有《冲·撞》《我,就是风!》《金腰带》《踢出个未来》
等多部体育电影陆续登场，触动人心，引发共鸣。

国家体育总局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推出了体育文化创作精品工程：
鼓励和繁荣体育文艺创作，组织、吸引更多社会机构和个人创作体育题材影视作
品。当下中国体育变迁发展涌现出了非常多元的体育故事，这些体育精神的
力量穿越时空，不仅影响着国人，也同样激励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
我们如何通过体育电影这一“大流量”更好地讲好体育故事，传播
体育文化与体育精神？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俞虹看来，“体育题材中的竞争、命运、悬念包裹着
纯粹的真善美，是很纯粹的，这样的题材
只要抓住了人类共同认可的价
值理念就有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