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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神坛的丘吉尔
丘吉尔，二战时期“受任于败军之际，奉

命于危难之间”的著名英国首相。这部名为
《至暗时刻》的电影，就是讲述1940年5月到6
月间，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后，说服议会和内阁
支持自己，通过并实施进行敦刻尔克大撤退的

“发电机计划”的故事。影片展现的短短两个星
期既是丘吉尔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间，也
是英国历史上最为紧张、黑暗的时刻——如果
不是这位“救时首相”坚持抵抗希特勒，不是他
彻底拒绝与纳粹议和，不是他用具有说服力的
演讲团结起万千民众，英国的历史很可能会被改
写。

时势造英雄。很久以来，丘吉尔在世人心
中，基本是高高立于神坛之上的非凡人物。他是
二战“三巨头”之一，挽狂澜于既倒，是个刻板而不
苟言笑的“政治强人”……然而《至暗时刻》颠覆了
丘吉尔的上述形象。在影片里，丘吉尔依然有着
圆滚滚的脑袋，胖乎乎的身体，但生活细节里时时
露出“普通人”的特点来：红酒不离口，雪茄不离手，
喜欢在床上用早餐，率性地光脚走来走去，工作和
生活完全没有界限。此外，他身上还有一堆凡人性
格：暴躁、粗鲁、刻薄，喜欢怼人，总爱冲秘书大吼大
叫，发号施令。当然，他也会去注意身边人微小的情
绪变化，尤其在妻子面前，他会放下平素所有的威风
和派头，去哄她开心，甚至偶尔还会卖卖萌。而这些
东西，你在正统史书中是很难看到的。好在电影《至
暗时刻》牢牢把握住了丘吉尔作为一个真实的“人”
而非“神”，在特殊历史瞬间展现出的类于常人又超越
常人的一面。

《至暗时刻》一片和不久前上映的诺兰新作《敦刻
尔克》在题材上是相同的，但表现历史的视角完全异
样。该片将镜头完全移至了没有硝烟战火，却在无形
中飞舞着刀光剑影的英国政坛。其实丘吉尔初登首相
宝座时，鉴于以往的糟糕政绩，他在自己所属的保守党
内支持率并不高；而“主和派”前首相张伯伦、哈利法克
斯子爵的政治影响力却相对强大；就连著名的“口吃皇
帝”乔治六世对丘吉尔也心怀芥蒂和猜忌。所以当时的
丘吉尔虽已肩负重任，内心实际上满是忐忑与无助。再
放眼现实战况，更是不容乐观：希特勒的军队已大范围
占领欧洲大陆。到底是低头投降，还是战斗到底？身为
首相，他举棋不定。《至暗时刻》叙事节奏清晰，配乐精彩，
真实营造出了当时那种战云密布的紧张感，对著名的“丘
吉尔作战室”的还原度很高。而且很多观众认为该片还
具有浓郁的传记片质地——它巧妙借助了丘吉尔自己和
他身边人之口，将“传主”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成长背景和
一路走来的政治经历，进行了相对完整的交代，使得在片
中一出现就已经是老头形象的丘吉尔即便没有“前世今
生”的影像叙述，也显得颇为丰富和立体。不过，全片最画
龙点睛的“笔触”还是主演加里·奥德曼那殿堂级的精彩表
演。他所饰演的丘吉尔神形皆肖，栩栩如生，从举手投足、
行止坐卧到面部喜怒哀乐下纤毫毕露的微表情，皆掌控得
当，入木三分。加里·奥德曼并不想通过表演来歌颂一个伟
大的领导人，他是在用心诠释一个六十六岁的政坛老硬汉。
这个老硬汉打算和纳粹军队死磕到底，可迫于各方阻力，内
心又充满了怀疑、犹豫、困惑、无助甚至是绝望。加里·奥德
曼努力呈现的就是这个有能力、有才华的政治家在前所未有
的关键历史时刻所呈现出来的意志、眼光及最终选择站在勇
气和真理这一边的决断过程。

《至暗时刻》传递出的那份为了独立和自由，绝不向强权
妥协，同独裁者议和的价值观是令人动容的。其实在当时的
历史环境中，谁都无法预测战争结局。即便位高权重如丘吉
尔，也无权拿人民的生命去做自己军事决策的庞大赌注。所以
丘吉尔的演讲，一方面是坚决、勇敢、激动人心的，另一方面，背
后也潜藏了一份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感。也因如此，所以
在影片中，丘吉尔显露的某些行为往往包含着难为外人道的矛
盾。比如他发脾气时，很是感性，会用低俗粗鄙的话语咒骂希特
勒；可他到底还是有过人的政治智慧，选择了“下基层”，去听取
人民的意见。当他感受到了大多数人愿意同仇敌忾的决心后，
原本那恐惧和坚持并存的心态就有了转变。大众的支持使他战
胜了自己的踌躇之心和恐惧之心，也使他最终带领英国人民走出
了那段“至暗时刻”。

点击人 沉 羽

新片点击《至暗时刻》

影片《至暗时刻》的好是细节的好。故
事开篇五分钟左右，唐宁街10号官邸，新入
职的打字员雷顿小姐在管家的一路教诲引
导下走进一间漆黑的卧室，一簇微弱的红光
在几秒后倏然照亮了银幕靠下的一小块地
方，拥挤的五官与肥厚的巴掌肉随着不断拉
近的机位，逐渐清晰起来。雷顿眼前，一个
胖老头坐在床上，刚刚点燃了雪茄。至此，
加里·奥德曼饰演的温斯顿·丘吉尔正式出
场：出场在那个欧洲大陆已经被法西斯铁骑
践踏得千疮百孔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场
在当时前首相张伯伦“绥靖政策”失效以致
国家前途一片迷茫的英国最黑暗时刻。

电影截取敦刻尔克大撤退前后这一历
史大背景，以此讲述丘吉尔被莫名其妙推选
为新一任首相接替张伯伦，领导内阁后一个
月内的经历。故事的骨架本身就坚实傲立
吸引人，再加上不断填充进去的人物细节，
进一步显示出了《至暗时刻》对人物刻画的
扎实程度。很多时候，我总感觉自己在看一
部关于丘吉尔的独幕剧，但它并不像通常的
名人传记电影，重点拍摄主人公如何跌入困
境，又如何在逆境中重生；也不像一般的历
史电影，着重对事件的记叙忽略人物性格特
征的描摹，而使主人公形象扁平化。电影
中，导演捕捉丘吉尔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细
节，把历史风云人物还原为“普通人”，通过
对其行为习惯的放大，在丰满人物本身的同
时，也推进着剧情的发展。

丘吉尔爱喝酒。他的政敌，像张伯伦和
哈利法克斯就在背后嘲笑过他是个酒鬼，连
当时的英国乔治六世国王与丘吉尔共进周
一的午餐时，也好奇地问过关于丘吉尔酒量
的问题。画面里，镜头对丘吉尔的嗜酒特性
从他的早餐就能见到：丘吉尔入住唐宁街的
第一天早上，导演并未直面丘吉尔本人，而
是把镜头对准厨房——银质托盘里，两个煎
蛋旁边，一个透明的玻璃杯内，威士忌液体
正迅速填满杯底。这一处“未见其人，先见
其早餐”的表现方式来做主人公出场前的引
子，简单明了却又不失生动形象，让我看到
了作为“人”的丘吉尔，拉近了我这个观众与
历史伟人之间的距离。

丘吉尔更爱抽雪茄。走路的时候，他在
抽雪茄；开会的时候，他在抽雪茄；与新职员
见面的时候，他依然点燃一支雪茄放进嘴
里。雪茄就像是丘吉尔身边最亲密的朋友，
无时无刻不陪在他的身边，有时甚至成为了
丘吉尔走进群众中的一种手段。当影片临
近尾声，为了解决一直困扰自己“要不要听

哈利法克斯的要求与德国和平谈判”这一艰
难选择，丘吉尔决定听取国王的建议，去听
民众的心声。丘吉尔走进地铁站，与普通的
伦敦民众一起乘坐地铁。丘吉尔在好奇的
目光下淡定地从怀里抽出一支雪茄来，因
为没有在身上找到火柴，他像普通的英国
老头一样，问附近的乘客借火柴，于是同大
家的问答就这样从向别人借火开始。没
有专门的安排，没有特意挑选的人群，丘
吉尔用雪茄自然而然走入民众中去，收获
了人民“坚决不投降”的决心。而丘吉尔
抽雪茄的动作，也从侧面代表着丘吉尔
心情的一些变化。镜头里有许许多多刻
画丘吉尔抽雪茄的时刻：面对哈利法克
斯咄咄逼人的态度，面对驻扎加莱的四
千年轻士兵全体阵亡的事实和还未知
的敦刻尔克撤退，在这一次战时内阁会
议结束后，丘吉尔把自己关进专属的厕
所里拨通了与美国总统对话的电话。
在通话过程中，他摸出一根雪茄放进
嘴里，这一次，他没有点燃，只是两根
手指夹着这支雪茄，向电话那头的人
谦卑地提出要求，声音轻柔，口气温
和。电话那端一次次客气地拒绝，丘
吉尔一步步后退自己的底线，直到对
方先挂断电话他才颓废地捶捶桌子，
手指间的雪茄仍旧完好。之后的几
晚伦敦一直下着雨，丘吉尔没有睡
好，他常常顶着伞坐在天台，手中的
雪茄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偶尔有
轰炸机从头顶的天空飞过，丘吉尔
就抬头怔怔望着，嘴里吐出的烟雾
遮不住他满眼的不知所措。

丘吉尔还喜欢做“V”形手
势。一开始他将手背对着摄影记
者，却不知道这是英国乡下人表示

“见鬼去吧”的手势，闹了笑话，也
给影片带来些许轻松。后来他纠
正姿势，多次在公开演讲场合比
画着两根手指，包括影片结尾处
对外阁阁员的宣讲和在议会的
发言。俯视镜头下，两根手指醒
目无比，仿佛提前预示着英国在
二战期间的胜利。议会发言结
束，丘吉尔的激情唤起所有议
员抵御外敌的爱国情怀，纷飞
的纸片就像漫天的花瓣，铺满
丘吉尔走过的路。电影结束在
最高潮的这一刻，至暗之后，
破晓之前，是丘吉尔的胜利。

点击人 郁妍捷

五月的英国，丘吉尔的雪茄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