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俘拳王》，小切口展现大战争/ 旁观娱乐 /

二战真是一个可以不断挖掘的影视题材富矿。

正面战场的《珍珠港》《决战中途岛》《敦刻尔克》

等等固然印象深刻，但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却是小切

口展现大战争的影片，镜头转到了战争的背面，聚焦

某一区域的生活。

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

二战中任何一个从这座“死亡工厂”幸存的人都

是奇迹。类似的奇迹，比如靠一张名单逃出生天的，

又比如，靠弹钢琴、踢足球、教波斯语……活下来的。

5月 26日，又一部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故事的《战

俘拳王》将上映，由波兰导演马西耶·巴尔切夫斯基编

剧并执导。

《战俘拳王》和去年大火的《波斯语课》有点像，都

是身陷集中营的人，利用一技之长博得管理者青睐，

获得了特殊待遇，得以生存下来；区别是波斯语课本

身是假的，而这位曾经的拳王是真的，由真实的人物

事件改编的。

在纳粹的铁蹄踏上波兰土地之后，第一批被送往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战俘，就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这其

中就有波兰冠军拳王泰迪（彼得·格洛瓦茨基饰演）。

《战俘拳王》就以泰迪为小切口，讲述那段惨绝人

寰历史下小人物对命运的抗争。在命如草芥、朝不保

夕、活着都成奢望的集中营里，被纳粹士兵视为取乐

的拳击赛，成了泰迪活下去的生存之路。

在集中营里，输了比赛当然没有生路，即便赢了

比赛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面

对体力明显比自己强的德国军官，泰迪找准时机，以

不变应万变；面对穷凶极恶的纳粹拳击手，泰迪凭自

己灵敏、矫捷的身法，一次次躲过了对方的攻击，拳拳

到肉的打法无时无刻都激荡着观众的观影情绪，让人

血脉贲张，在肾上腺素翻滚与飙升中感受到了生命的

顽强与张力。

泰迪永不言弃的精神在残酷的环境里给了其他

战俘鼓舞与希冀，影片也因此尽显温情与人性光辉。

集中营里的战俘们活得如同蝼蚁，但环境愈是残酷，

他们愈比任何时刻都更加团结。影片的人物：拳王，

战俘，小男孩，以及德国军官，塑造鲜明，善与恶，胜与

败，一举一动都牵动人心。

当然，也许这是导演马西耶·巴尔切夫斯基执导

的首部剧情长片吧，个人认为《战俘拳王》相比同时期

的《冒牌上尉》和《波斯语课》，在表现手法上略有逊

色，细节的描绘和结尾的升华都有些拖沓，作品的完

成度只能说尚可，其实可以拍得更好的。

尽管如此，《战俘拳王》仍是 2023 年不可错过的

一部电影，也值得国内的大导演们借鉴和思考一番。

真的，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噱头，又是大场面，又是高

科技的……就靠最朴实诚意的叙事，也把我们的历史

好好演绎一下，展现出来，让世界看看，可以吗？

文/苏阳

耐得住寂寞

1962年，吴刚在北京出生。他从小热爱表演，曾

入选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艺术团，还不到10岁，就与

游本昌联袂主演儿童单本剧《大轮船来了》。因为这

次机遇，吴刚心里认定，将来一定要成为演员。

18岁那年，吴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却在三试被

淘汰，接着又报考了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员培训班，也

铩羽而归。演员梦想破灭，吴刚只好转头拥抱生活：

他当过工人，干过工会，做过警察……但始终割舍不

掉表演。

1985年，恰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学员班招生，吴

刚抓住机会再次报考，终于被顺利录取。

进入人艺第一天，班主任林连昆就对大家说：“你

要想发财，现在就可以走了，因为这个职业一辈子也

发不了财，必须有无限的热爱。”

一开始，没表演经验的吴刚只能在角落里充当背

景板，但谨记林连昆教诲的他没有怨言，只是站在一

票老艺术家背后，默默观察与揣摩着他们的表演。

两年后，吴刚以表演全优的成绩毕业。同期的一

些同学已经开始接演影视剧，但吴刚没有犹豫，选择

留在人艺，为这个培养了自己的舞台燃烧自己。

有一次，人艺排练话剧《哗变》。那是人艺公认难

度最高的戏之一，场景变化小，人物关系复杂，全靠语

言展现戏剧内涵，但台词又多又长，很多还是由英文

翻译过来的，记起来十分困难。

开演在即，原定出演主角格林渥的老师突然失

声，急需有人替补，重担落在了演配角的吴刚身上。

导演只给了吴刚三天时间，他几乎不眠不休地背

台词、练走位。三天后，吴刚很是自信，他表示自己随

时可以顶上。但就在上台前，却被告知，那位老师已

经康复，可以上台演出。虽然心里也有不甘，但吴刚

还是换上配角的衣服，尽全力演好戏。

在人艺的那些年，吴刚演过《北京人》里的曾文

清，扮过《茶馆》里的唐铁嘴，从《骆驼祥子》到《雷雨》

《日出》，人艺的经典剧目，他几乎演了个遍。

耐得住寂寞，对演戏认真，吴刚渐渐从没有台词

的龙套，熬成了扛大梁的主角，还跟冯远征、何冰合称

“北京人艺的铁三角”。

2006年，人艺再排《哗变》。这次，吴刚终于饰演

了主角格林渥，站在台上的他意气风发，尽情说着十

几年前就已经记的滚瓜烂熟的台词，凭借这次演出，

吴刚摘得了中国话剧的最高荣誉——中国话剧金狮

奖。

戏比天大

人艺排练厅里贴着四个大字——戏比天大，这也

成了吴刚演艺生涯的注脚。所以，即使走出话剧舞

台，开始在镜头前露面，吴刚仍是兢兢业业。

2009年，46岁的吴刚凭借电影《铁人》捧起了金

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杯。他饰演的王进喜形体消瘦，为

了与这个角色贴近，吴刚每天只吃十几粒花生和一点

小西红柿，两个月减了20斤。

拍跳泥浆的那场戏时，大庆零下四十度，剧组准

备了潜水服、保鲜膜用来保暖。吴刚却说：“都去掉

吧，直接跳。钢琴家用钢琴来表达艺术，演员的载体

就是自己的身体。”机器打压的泥浆喷到了他的脸上、

身上，还打伤了他的双眼，但吴刚咬牙坚持拍摄。

后来，他又塑造了《梅兰芳》里满腹忠心的费二

爷，《潜伏》里皮笑肉不笑的陆桥山，《建国大业》一身

正气里的闻一多……各式各样的角色都被他演活了，

陈凯歌更是因为他演戏时总能一条过，赠他“吴一条”

的称号。

但大家牢牢记住的是这些角色，对吴刚这个名字

没什么印象，对此吴刚不觉得委屈，只是说：“你必须

藏在人物后面。”

2017年，吴刚迎来了让他一飞冲天的角色——

《人民的民义》中的达康书记。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吴

刚在网上搜领导讲话的视频，一遍遍地研究，一看就

是几个月，才略有了几分底气。在吴刚的演绎下，达

康书记成了当年的网红，表情包满天飞，语录更是被

大家津津乐道。

在《战狼2》中，吴刚饰演一位退伍老兵。拍这部

电影，吴刚也没少吃苦头。对于一位年过半百的演员

来说，大量的动作戏和枪战戏，挑战最大的是身体素

质。整个拍摄下来，吴刚受了一身伤，但每次都是冰

敷完，涂点药，就咬着牙又上了。

而在今年的爆款剧《狂飙》中，他饰演扫黑督导专

员徐忠。未料，第一集后，围绕他的却是“吴刚脸怎么

肿了”“是不是整容后遗症”的争议。对此吴刚没有回

应，直到后来导演徐纪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吴刚的

浮肿是因为肾结石导致肾积水，为了拍戏还推迟了手

术，观众才了解到其中真相。

虽然如今在影视剧中颇有成就，但在吴刚眼里，

话剧仍是他的“根”。“我们很多前辈，像去年走的蓝天

野老师，他在影视作品中有所收获，但依然在舞台上

光芒万丈，这也是我所追求的。”

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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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角色就是活出自己

今年，老戏骨吴刚已经先后参演《狂飙》

《显微镜下的大明》《春日暖阳》等多部

热剧，而在正在播出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

《后浪》中，吴刚又出演了老中医任新正。

细数这些年吴刚的角色经历，配角多，主角

少，锋芒毕露少，静水深流多。穿梭在形形色

色的人物中，吴刚也在经历着不一样的人生，

他表示，“演员这个职业最大的魅力，就是他

有无数次的生命，你塑造了一个人物，让观众

记在心里面，这个生命就存活了。” 文/小周等了一年的枇杷，终于是时候了！虽说

家门口的枇杷树也不少，但苏州人真

心爱的枇杷，还得跑去东山西山觅。枕着

穿越太湖的轻风，摘下一枚最时令的鲜果，

从口到心，都被灵气浸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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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枇杷摘一篓

印象中，枇杷应该是苏州最“娇气”的果子了。

摘它得当心，若是碰着了黄澄澄的脸蛋儿，第二天就

黑着个脸控诉你；吃它得赶紧，若是让它哪凉快哪呆

着，鲜滋滋的甜水马上就能愤然出走。偏偏，果期还

短得很，听说东山的白玉已经快下市，我们立刻改道

西山，现在吃青种，当是正正好。

顺着车流涌入西山，满目葱茏中，点点金黄争先

恐后地闯进视野，路边早已成为枇杷的流动市场，竹

篓盛着，树上挂着，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都是为了

这一口。不过，我们没有在摊头上停留。既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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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体验下亲手采摘枇杷的乐趣呀。

跟随当地人的指引，沿着公路，开到一处叫金满

庭采摘园的地方。这里有一千亩的枇杷林，恐怕连

林间的风，都是枇杷味的吧？没想到的是，进园前，

当地小哥透露，去年冬天太冷，冻坏了不少枇杷，产

量和之前不能比了。

带着些许对口福的担忧，踏入枇杷秘境。靠外

的枇杷树，被早来的游客们捷手先登，好在往里走

些，纵横交错的河道围出一座座枇杷岛，浓密墨绿的

避世小岛走一遭

吃完枇杷，还意犹未尽着呢，于是翻了翻地

图，朝一处小众的岛屿——阴山岛进发。小岛被

太湖揽在怀里，进出仅靠一条古朴的石子长堤，就

这么风轻云淡地飘过了唐宋元明清，说这是现代

版的桃花源记，也毫不夸张。

长堤尽头，站着岛上最长寿的村民，一棵千年

古樟。高36米，五六个人才抱得过来，光树荫就占

了两亩地。树干无疑是粗糙的，像风蚀的峡谷，皴

裂的笔锋，无限向天空延展的枝叶，却每年按时爆

出新芽，每一片叶子，都默默凝望着出岛入岛的船

只。其实，西山不乏古樟树，但这却是最为高大的

一株了，抬头仰望时，生命就在默默地流动着……

坐拥千年的历史，就不计较一朝一夕，而旅人

的到来，让小岛又多了一段新的故事。古樟背后，

聚居着棋盘格似的人家，其中还不乏明清时期的

雕梁画栋，令人忍不住联想，当时又是怎样的风

光。村落里的路往往极窄，正好只能容得下一人，

不知是哪条巷口，就会和挑着两担枇杷的村民狭

路相逢。

是的，这里也种着枇杷，而且还不少，每一棵

都像宝贝一样，被网纱牢牢地兜住，怕被鸟雀偷了

嘴去。行走在山间小道上，你会见到最经典的种

植枇杷的方式——和碧螺春茶田混种，连石榴、杨

梅也要来蹭一蹭果茶交织的香气，不用说，都是村

民们摸索出的种植小智慧。

“尝一尝呀，新摘下来的！”山腰上遇见一位老

伯，身边是满满三大筐枇杷，惹人艳羡。老伯说，

早上五点就起床摘了，还好儿子回来一起帮忙运

货，不然都来不及摘！山上的枇杷个头更大，一看

就是“娇养”出来的，一抿就爆汁。

若是不赶时间，在这里守候一场日落，也是值

得的。青山与湖面，被夕阳晕染出红紫的色调，群

鸟飞过天际，山间劳作的人们，也纷纷沿着小道归

家，人间的悠长烟火，在潮声中被拉得好长……

枇杷叶间，洒落星星点点的小橘灯，静谧得一如外婆

家附近的郊野。低处的果子唾手可得，顺手摘下一

颗，剥下果皮的瞬间，汁水就顺着手往下淌。或许是

严寒中“幸存”的缘故，甜度似乎还高了一级，只是吃

了几颗，就收获了满手黏黏的糖分。

记得张爱玲写过一个极其优雅的吃法，“把枇杷

皮剥成一朵倒垂莲模样”，可这里的人们哪等得及

呀？两三秒就能一口吞下，摘枇杷时，又是眼光毒

辣、下手精准，偷偷一问秘诀，竟然是“越丑的枇杷越

甜”！

高处的枇杷，也是不能放过的。这时候，小朋友

就派上了用场，骑在老爸脖子上开辟新“战场”，除了

有些废爸，没有其他缺点；还有自带竹竿的，轻松往

下一勾，底下的阿姨撑开遮阳伞，不一会儿就接了满

满一兜的枇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