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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蚁人2：黄蜂女现身》是一部很不一样的漫威英雄电
影，故事从一开始就包裹着浓烈的父爱。在偌大的实验室里，
冰冷的器材连着满屋的电脑高速运转着，曾经的第一代蚁人
汉克·皮姆博士如今已是头发花白，没有了原来年轻时的灵活
模样。他心平气和地坐着，面对面向女儿霍普回忆起二十几
年前的那一晚，和妻子珍妮特一起为了完成拆除导弹的任务，
离家前与小霍普相处时的点点滴滴。平淡的语气娓娓道来，
当时的两夫妻还很年轻，很恩爱，小女孩也还小，只是一个会
央求着爸妈不要“出差”的小萝莉。只一夜功夫，却只剩下父
亲独自回归，陪伴女儿留守空荡荡的屋子。淡淡的忧伤融入
直白的解释中，生出愧疚与懊悔，更激发了一个丈夫要救出爱
人的无限动力：“如果能造出量子隧道，你的妈妈就能回来
了！”汉克摊开设计图纸为霍普展示自己的心血，父女两人的
眼中都闪着希望的光芒，所有的误会在这一刻冰释消散。

场景移动，色调转换，在一个矮小的阁楼里，同样是父亲
的第二代蚁人斯科特·郎脱掉了战服，正带着女儿凯西猫着腰
爬到“大蚂蚁”安东尼面前询问宝藏的下落，一边不忘提醒在
卧室工作的好友路易斯拉动一下“蚂蚁腿”。眼前的“蚂蚁”将
一条用纸板拼接而成的前脚微微往右抬起，三角形脸上的连
接处还能发现明显的透明胶痕迹。这一出假装很真实的寻宝
之旅其实漏洞百出，全靠斯科特的一张嘴来掩饰说明，可是凯
西仍然玩得很开心。父女俩沉浸在自己打造的儿童冒险乐园
里欢乐得无法自拔，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乘坐纸板滑梯“逃亡”
的两人一路向下，串起笑声点点……

尽管在随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影片依然演绎的是漫威宇
宙下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英雄题材故事：为了帮助父亲
成功制造出量子隧道，救出被困在亚原子世界里可能还幸存
着的母亲，成为第二代黄蜂女的霍普同不法商人伯奇斗智斗
勇只希望能顺利获得关键零部件；遭遇“幽灵女”艾娃突然介
入后，霍普联手斯科特除了要一起守护变身迷你的实验大楼，
还要保障父亲的安全，以免落入“幽灵女”手中。一幕幕骤然
放大或缩小的视角里，两位超级英雄熟练运用量子的力量随
意变幻身体大小与各路反派周旋，本应是一部严肃紧张的软
科幻，期间却笑料不断，幽默轻松的基调将“爆米花大片”染上
了一层“浪漫喜剧”的风情。但是与其它同类型影片贴上“保
卫世界和平、捍卫宇宙安全”的宏大标签的根本不同在于，本
片并没有过多过杂的剧情线，而是单纯聚焦英雄光环背后一
个个普通父亲与子女间的绵绵情意，其中所涉及的任务不过
是佐证父爱伟大的一条条线索。把家庭和亲情一脉贯穿始
终，这也是本片最迷人的地方。

比如男主角斯科特，他自始至终所希望的不过是为了能
够与凯西在一起，并能够从前妻那里要回抚养权。他无时无
刻不爱着自己的女儿，一见面他就亲切地喊凯西“小花生”。
虽然被警察局判处在家监禁两年不得外出，但为了能哄女儿
开心，他除了为女儿制作迷宫，搭建滑梯，还在网上学习近景
扑克魔术，所练就的技艺连前来搜查的警长都佩服不已。跟
着黄蜂女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斯科特一直担心自己的离家
会被警察发现，从而违反了规定被判刑，“这样我会把牢底坐
穿的，我不要离开女儿”几乎成了斯科特的口头禅。从一个小
偷浪子，到复仇者联盟阵营里的英雄，是“父亲”这个身份，让
斯科特有了足够的动力成功转型，而女儿凯西也会在父亲不
开心的时候给他鼓励，在父亲遭遇警察突然查访的时候为父
亲打掩护。“父女情深”这四个字在这对年轻的爸爸和女儿身
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褪去英雄光芒的汉克·皮姆在上一部《蚁人》里并不是一
个成功的父亲。本片中，汉克依然专注于量子隧道的研究，却
得到了女儿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他想救出自己的妻子，不单单
是因为对妻子的爱，更是希望能帮女儿找回妈妈，找回缺失了
二十多年的母爱。无声的父爱终于在这一部中得到了正名。

比尔·佛斯特博士是汉克的前同事更是艾娃的养父，虽然
两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为了这个可怜的孤儿，他不仅潜心
研究量子学，还帮助艾娃建造了专门的设备延缓其体内的细
胞撕裂，减轻她的痛苦。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原则的父亲，当
他得知艾娃要通过量子隧道吸收其中的能量，会致珍妮特死
亡时，他奋力阻止，只求艾娃不要一错再错。

从头到尾，《蚁人2：黄蜂女现身》没有惨烈的伤亡，没有扎
心的离别，英雄战衣下的这群爸爸们却通过家庭和亲情同样
带给我们观众别样的温暖。

每一个看戏文的观众，心里其实是有一些心理预期的，这包括故事的呈现方式、人物形象、矛盾冲突的
可能点，等等。当戏文一开场，剧情的发展与心理预期是大致一致的，观众自然会有一种认同的愉悦感。但
是，戏文的精彩之处不仅仅顾及观众的心理预期，而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让观众有一种陌生化的感觉，补
充观众尚未获取过的审美体验，这同样会引起观众观赏过程中“填补空白”的愉悦。最要命的是，戏文漠视
观众的心理预期，陌生化的过程中又是情理之外的、瞎编的，戏就很难给人以审美愉悦感。 司马雪

暑期档的最后一天，国内院线迎来了本年度第6部宝莱
坞电影《苏丹》。尽管拍摄时间早于同题材影片《摔跤吧！爸
爸》，但由于在中国内地上映时间的先后，它反而成了中国观
众眼中的《摔跤吧！爸爸》2.0版。也正因如此，观众的期待
值变得更高。

与《摔跤吧！爸爸》相似，《苏丹》也讲述摔跤手的成长
史，前者是在父亲的训练下冲破性别束缚成为金牌女摔跤
手，后者是在爱情激励下，成长为金牌男摔跤手（格斗手），他
们都经历了上升、膨胀、迷失、低谷最后重返巅峰的历程。不
同的是，前者更富女性意识，侧重于平权问题的讨论，后者虽也
涉及平权问题，但更看重爱情故事，某种意义上说，《苏丹》的励
志依附于爱情而存在，这也埋下了影片主题游移的隐患。

《苏丹》的故事有些老套：男主角苏丹为追求爱情而成为
摔跤手，因赢得比赛而收获爱情，因自我膨胀而失去自我和
妻儿，最终又以摔跤（格斗）完成自我救赎并重拾爱情。从故
事线来看，“摔跤”更像是一个载体，换成其它竞技运动甚至
软件开发都没什么大问题。之所以选择摔跤，也许是为了满
足印度观众对于传统运动的特殊情感，就像很多国产电影会
考虑国人武术情缘。《摔跤吧！爸爸》和《苏丹》，让中国观众
真切地感受到了印度人民对于泥地摔跤的真爱。

影片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剧情比较紧凑，设环
解环有板有眼，基本没有拖沓冗余的情节。契诃夫的戏剧理
论中有一条：如果在第一幕里，墙上挂有一杆枪，那么在第四
幕里，这枪一定要打响。这条定律后来也经常被用在电影
上。《苏丹》的“枪”耍得很好。电影开场没多久，男主角为了
追求爱情跑到了摔跤场，恰逢女主角阿尔法正组织献血，于
是“半推半就”地上了捐献台，并被告知是“熊猫血”。“熊猫
血”就是契诃夫说的那杆“枪”，它在影片中途打响，成为剧情
的转折点：遗传了熊猫血的新生儿因为父亲坚持出国比赛而
没能得到及时输血，不幸夭折，至此苏丹陷入事业家庭双低
谷。

因是竞技题材的电影，比赛便成为叙事层次的重要推动
力，大量近身肉搏的比赛场景虽容易点燃荷尔蒙，制造刺激
性的看点，但若处理不当也容易造成视觉上的单调。导演充
分考虑了比赛场次上的详略处理，又用前半段摔跤后半段格
斗的“升级”，使场景和动作呈现更加丰富。

《苏丹》在细节的处理上也比较成功。商人阿卡什告诉
苏丹他的啤酒肚在摄像头里清晰可见，于是苏丹开始留意自
己的肚腩。导演将苏丹第二天换衣服的场景安排在了穿衣
镜前，不带滤镜效果的镜子是个可怕的存在，它毫不留情地
折射出男主角发福的中年身材和难以掩饰的大叔气息。没
有太多感慨，苏丹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换好衣服便前往训
练场。在这个看似不动声色的镜头里，苏丹完成了认识自
我、接纳自我、突破自我的心理过程。苏丹参加格斗赛前拨
出的两通电话也颇有意味。初赛前，他按下了妻子的手机号
码，却没有勇气拨出；半决赛前，他拨出了电话——尽管妻子
没接到。镜头很短，没有任何台词，但从不敢拨出到拨出电
话，已能说明男主角内心的变化。

影片由“宝莱坞三汗”之一的萨尔曼·汗和安努舒卡·莎
玛联袂出演，两位演员的表演精准到位，大到一次摔打，小到
眼角闪过的一滴泪，都经得起推敲。喜剧人物（胖胖的赞助
商）和喜剧效果的设计，缓解了比赛过程的紧张刺激和爱恨
情仇的悲苦喜忧，让人忍俊不禁。作为宝莱坞制胜法宝之一
的歌舞也没少出现，它为影片的情感脉络做了有效渲染。以
上这一切都保证了《苏丹》的票房。

但影片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除了主题略显游移外，
另一个问题是剧情上的衔接不是特别顺畅，而苏丹的金牌之
路又太过顺畅。前者应该与国内院线版的删节有关（印度原
版170分钟，国内院线版139分钟），后者则有过度美化之嫌。
苏丹在赛场上一路开挂（他唯一输掉的比赛是参加训练前的
非正式交锋）。半路出家的苏丹参加了一个月的训练就能在
地方性比赛中胜出，继而又获得州比赛、全国比赛、奥运会比
赛的金牌，即使在不练摔跤好多年后，仍能通过几个月的训
练重拾旧本领、习得新技术，在世界顶级职业格斗赛中赢得
金腰带。屡战屡胜的辉煌成绩也许能用天赋异禀、有效训
练、个人努力、精神支撑等因素来解释，但断了肋骨还能坚持
参赛并获得胜利，大概只能用“神猴大叔”真“神”来解释了。
鸡汤虽好，可要是太浓了，还是没办法整碗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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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战衣下的爸爸们
郁妍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