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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军为题材的国产片并不多见。2017年上映的《空
天猎》是零的突破，完成了一次勇敢的尝试。整部电影前面
讲述主要角色艰苦训练的过程，中间点缀一些感情戏份，最
后是一群空军精英应邀跨境救援，参与反恐作战，在境外天
空展开一场生死对决。而《长空之王》则讲述了雷宇等飞行
员经过严苛选拔成为中国新一代试飞员，在队长张挺带领下
参与新式战机试飞，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成
长的故事。

牺牲与拯救都是影片中最能打动人的情节，《长空之王》
恰当地调动了这些情节点，既有雷宇、张挺、邓放等冒着生命
危险拯救飞机和战友，也有雷宇跳伞受重伤和张挺坠机牺
牲。酷炫的画面和紧张的情节，顶多能成就一部“好看”的电
影，只有塑造出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才能真正成就一部“好
电影”。《长空之王》之所以好看，还因为影片中的人物形象
令人信服。比如，田壮壮饰演的魏总工与大队长打赌输了，
只好扎着一个可笑的小辫子，显示出科研人员的较真。而
一向严肃的张挺搂着魏总工的肩膀，还把自己的好烟留给
他，表达了试飞员对科研人员的高度信任。张挺牺牲后，魏
总工真正理解了“性命加使命才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面
对还要不要重复试飞的犹豫，指出只有同等条件下复飞，才
能得出科学的数据。张挺妻子看着丈夫留下的数百张火车
票，以及木刻的丈夫头颅两个细节，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表现
出痛失至爱的哀伤。

《空天猎》相对于《长空之王》却显得缺少戏剧冲突，缺少
险象环生的成分。男主一出场就是中国式超级英雄，女主出
场就是高大全，人物没有命运起落，剧情没有太多悬念。下
半段进入拯救人质模式，全程打打杀杀，故事缺乏起承转
合。虽然充斥着紧张的对打、追逐场面，却使得观众因长久
紧张而疲惫，因疲惫而懈怠，而有些情节则过于松缓，缺乏必
要的艺术张力，无法调动观众的欣赏兴趣。

在人物塑造方面，《空天猎》的主角固然高大上，却不够
立体丰满，少了烟火味道，没法给观众造成深刻的心灵撞
击。情感戏也是如此，男主生死未卜，女主回忆起男主对她
的表白，这应该是最煽情的节点，却无法催人泪下，原因就
是人物情感没有细密的铺垫，没有水到渠成的推动过程，没
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情感副线为了发展而发展，不能让
人产生足够的代入感。由于文戏薄弱，票房和口碑都不尽
如人意。

而《长空之王》的可贵之处，不在于视听呈现的酷炫，而
在于文戏设计的真实合理、可信度极高。全片由五次各不相
同但不断升级的空中危机构成，头尾的两场空战形成呼应，
中间的三次空中试飞危机层层递进，而且结果不一。穿插其
间的文戏，军人之间干净利落、亲人之间点到为止、人物的行
动和情感反应合情合理，对话密度和情感尺度控制在恰当区
间，不把感情做满，给观众留下主动体会和补充的空间，做到
了能文能武，这才是《长空之王》最大的成功。

影视作品的拍摄角度可分为平视、俯视、仰视三种。《长
空之王》之所以堪当中国空军飞行题材影片代表作，首先得
益于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拍出了飞行员空中格斗的真实
感。无法实现“空中格斗真实”曾经是中国飞行影片的软肋，
就像一度无法逼真呈现“战场真实”限制了中国军事大片的
创作。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虚拟摄影棚和后期数字技
术配合，如今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长空之王》足以证明，中
国的特效制作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三种视角的有机结
合与灵活运用，充分增加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空中战机的
大量高难度动作，场面宏大精彩，双机呼应，单机决斗，追击
与反追击，埋伏与反埋伏，巧妙躲避雷达，重头空战戏里的战
术配合，壮观逼真，由高科技支撑的空中作战使人大开眼
界。自上而下的俯视镜头给人气势恢宏之感，进而增加必要
的气势，发挥既定的艺术效果。而自下而上的仰视镜头则可
产生高大、威严的效果，使观众对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产生敬
仰的心理，从而具有独特的“审视”内涵。

不可否认，《长空之王》的剧情依然有些老套。比如角色
设定问题、情节安排问题。虽然剧中集中体现了三次空中险
情，但是试飞过程中对于飞机本身结构强度、航电、飞控、人
机工程等等方面的“试”都没有怎么体现，体现的就是国产航
空发动机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另外，影片在叙事结构和人
物的矛盾冲突设计上也略有缺憾。

但瑕不掩瑜，作为空军实战电影国产片处女作，《长空之
王》仍不失为一部极具经典意义的主旋律佳作。可以说，《长
空之王》是站在开创先河、抛砖引玉的《空天猎》肩膀上更上
一层楼。

作者简介：陈敬刚，影视创作人，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
会员。

我与晓君在青岛画院共事十八年，相互认识还逾二十年。
晓君现在还很年轻，那时更是一个青年。我们非常熟悉，却是我
第一次为晓君写点文字，反倒迟迟下不了笔，唯恐挂一漏万。
但，哪怕开口便错，总是要写的。

晓君小我十岁，出道却甚早，早慧且持续思考，这就了不
起。他的山水画是建立在深切体悟和缜密思考基础上的艺术实
践，而且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图式和基本面目，众多画作之中
一眼即可知晓哪幅是晓君的，这已很厉害，加之他的作品有一种
文气和冲淡虚和之气，尤为难得。晓君尚年轻，绝非山水画的斫
轮老手，但他似乎已获得了一些独门法宝，让人不可小觑。石涛
说：“作书作画，无论老手后学，先以气胜得之者，精神灿灿，出之
纸上。”晓君的画有此第一印象。

图式。从五代宋元开始，真正的中国山水画道有千年的历
史，其间大师巨匠辈出，中国画的理论和精神也多出于山水
画。山水之中，包蕴着中国独特的写意精神和笔墨构图方式，
但在今天如何画出当下时代的意味却是课题。晓君师从胡应
康先生，师徒均是低调有实学之人，其中对图式的思考和成果
让人叹服，俯瞰构图视角，点线面的几何构成，开合节奏的纵横
穿插变幻等等，造就了独特的现代视阔中的笔墨图式，放之山水
写生与创作变化非常管用。在气象气韵气势上也可自如变化，
曲尽其妙。

造境。清初诗人、画家方士庶在其《天慵庵随笔》中认为须
“因心造境”，他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
以手运心，此虚景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衡是非、定工
拙矣。”晓君的山水中，虚实处理特别好，他似乎从来都有超越真
实的山水具象的能力，能够自我编织山水的笔墨语言，留白、变
形、云雾、纵横、正奇等等元素，自然融于画作，“境由心造”，造出
心象，造出意象，造出艺象，同时不断锤炼锻造超越符号化的个
性语言，包括空间语言、时空语感，从而实现艺术心灵的自由，实
迹也充满空灵超然之气。

笔墨。无笔墨，则无国画，亦无写意。中国画，以诗为魂，以
书为骨，以意为体，以笔为用。晓君深知此道，笔墨之道，合乎阴
阳辩证，讲求气血洞达，但又忌抛筋露骨，妄生圭角。黄宾虹创

“五笔七墨”之说，谓：“笔力是气，墨彩是韵，千变万化，肥不臃
肿，瘦不枯赢，入于规矩之中，而超乎规矩之外。”晓君的笔墨强
调骨法和畅达，以气韵生动为指针，有节奏，有变化，他虽然不事
谈论所谓屋漏痕、拆钗股、锥画沙、印印泥等，却笔笔紧扣，在实
践中用笔平、留、重、毛等，达到厚、朴、拙、雅的笔墨效果，多用渴
笔枯墨，却不拒水冲晕染，时而带燥方润，时而黑中透亮，从而实
现骨气贯通，血肉丰美，并且笔墨不染俗气低格。

修养。晓君热衷读书，更注重艺术思考，并且和许多前辈大
家一样，喜欢谈论艺术，甚至滔滔不绝，“酒酣耳热说文章”，有艺
术家的单纯和执着，在他人看来，情态颇为率真，有时静雅平和，
有时乱头粗服，但诚挚单纯，也许这才是缪斯的安排，虚室生白，
不拘形役。晓君的综合修养在于他常常深入思考艺术的本体逻
辑和路径，对艺术体现心、灵、气、精神等方面极为用情，极有心
得。他在书法上虽不太下死功夫，但读帖甚广甚多，颇能体现在
字迹上，书写有格调有怀抱，似乎有鲁迅、谢无量等书风的气
格。这些都滋润作用于他的山水。

智慧。艺术似乎往往是孤独的伴侣，苦闷的象征，世事纷
纭，光阴荏苒，如白云苍狗，东坡云“如驹中隙，石中火，梦中身”，
山水画的精神有时也微茫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难以捕捉，且极
易丢失，因为一方面山水有具象，另一方面世事多无奈，画着画
着可能会忘了出发的初心和主张。能够坚持寻找较为纯粹的艺
术方向和内涵，既需要持续的定力和专注力，更需要超越升华物
象世态的智慧。刘熙载《艺概》中云：“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
不可为书。”晓君对以上诸般物事有清醒的思考和认识，他的专
注力笃定充实，又常常具有迈越世事的超然心态，宠辱不惊，云
卷云舒。

总之，晓君的画作中有老庄哲学中的虚极静笃、恬淡虚无之
气，也有孔孟哲学中的允执厥中、平和中正之气，这些气息在当
下是较为难得的。东坡曰：“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静空虚
和，萧瑟淡泊，是艺术的至境，晓君会心不远。

作者简介：宋文京，书画家，艺术评论家，人文学者，青岛画
院一级美术师。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副主席、山东书法家协会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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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晓君 国画《琴屿紫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