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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球影坛最受关注的历史人物传记
片，除了已经上映的诺兰版《奥本海默》，就
是12月1日上映的《拿破仑》了。刚刚度过
86岁生日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用一部史诗
级别的作品，带观众回顾了这位世界级名人
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传记片通常有两种拍法，一种就像诺兰
拍《奥本海默》，截取传主某一两个人生高光
时刻，在横截面上做浓墨重彩的描绘。另一
种拍法，就是这次斯科特拍《拿破仑》，用传
统线性叙事的手法还原传主一生。对于拿破
仑这样一个对整个欧洲史产生深远影响、誉
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物而言，这样拍
更能全面塑造拿破仑形象，对观众也更友好。

尤其是想了解拿破仑生平和那段欧洲历
史的观众，《拿破仑》作为影视作品来入门，
合适极了。影片一上来就是风起云涌的法国
大革命：玛丽皇后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专
政……年轻的拿破仑初亮相，通过土伦战役
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从此登上历史
舞台。还原度极高的服化道和油画般的古典
构图，让人仿佛来到了19世纪的法国。尤其
是片中拿破仑加冕这场戏的拍摄，拿破仑和
约瑟芬盛装华服，拿破仑甚至等不及教皇加
冕，直接夺过皇冠自己戴上……这不就是美
术史上那幅名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的
复现吗？

影片按拿破仑的军事战役和爱情离合两
条主线展开，交错并行。六场战争戏恢宏逼
真，大银幕体验极佳，是影片的最大亮点之
一。土伦战役主要展现的是拿破仑在火炮运
用上的能力，远征埃及中能看到炮轰金字塔
的震撼场面，三皇会战是拿破仑一生的巅峰
时刻，远征俄国时火烧莫斯科，以及他最后
那场世人皆知的滑铁卢败仗……

滑铁卢一役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但斯科
特却把这场戏当作全片的高潮戏压轴登场，
非常大胆。从厄尔巴岛出逃的拿破仑仅凭寥
寥数语，便让来抓他的士兵阵前倒戈，其人
格魅力可见一斑。决战开始时，影片突出营
造紧张肃杀的气氛，战斗打响后，双方的战
略部署，骑兵、步兵、炮兵等不同兵种在指
挥下的行动，都被细致清晰地展现出来。现
在的军事动作片流行快速剪辑，限于预算，
多只拍局部战争场面，而《拿破仑》使用了
大量远景、全景镜头，镜头运动也稳定流
畅，不仅把史诗感拉满，还能让人把对战双
方的部署看得清清楚楚。

拿破仑和约瑟芬的爱情，在片中则展现
了他情圣的一面。谁能想到，叱咤风云的拿

破仑，居然一生都对约瑟芬魂牵梦萦。无论
是两人初见面时的电光火石，还是拿破仑从
埃及连夜赶回巴黎挽救爱情，抑或是二人最
后因为子嗣分道扬镳，但仍未斩断情缘，都
被导演拍得有声有色，极富戏剧张力。在表
演上，两位主演华金·菲尼克斯 （饰拿破仑）
和凡妮莎·柯比 （饰约瑟芬） 则尽量去戏剧
化，以较为内敛的风格突出表现角色普通人
的那一面。只有在两人的感情戏时，才会表
现出激情澎湃的一面。

影片长达 157 分钟，但观影体验几乎是
一气呵成。据说之后还会发行4小时的导演
剪辑版，相信超长版中会有更多同样值得一
看的场面和细节。

据北京晚报

电影电影《《拿破拿破仑仑》：》：

战争戏恢弘震撼
场面史诗感拉满

近日，热搜上出现的“中S和汪
大菲”词条，吸引不少人点进去看
个究竟，原来是撞脸大 S 和汪小菲
的网红在直播平台上博眼球。从
一些网友所截的直播片段可以看
到，这次冲上热搜的中S和汪大菲，
脸型长相是挺像大 S 和汪小菲的，
这两位网红先蹭名字，再模仿说话
的语气和动作。结合大S和汪小菲
的现实生活，网友们表示“是很
像”。但也有很多网友表示，这种
模仿很无聊。

撞脸明星并刻意山寨明星的
先例不少，此前就有如鹿哈、王二
博、易烊干玺、鹿啥、古力哪吒、关
晓桶等，他们的外形打扮、神态举
止，甚至笑容等小动作，也尽量靠
拢所模仿的真明星。

不少人可能都还记得，此前的
综艺节目曾流行过“明星模仿秀”，

“小刘德华”“广州周润发”等就是
凭此出道的。如今社交平台、短视
频平台等发展迅猛且发达，“山寨
明星”更容易“被看到”，使得这种
现象频繁了起来。

不过，此举或许能收割一时的
流量，但走得远且走得稳的，似乎
不多。

举例来看，两年前，山寨组合
“ESO”成立，名字统统碰瓷真明星，
包括鹿哈、黄子诚、权酷龙、王
俊卡等，他们不仅出单曲，还开
线下演出，搞签售和粉丝合照
等，也带来了“打擦边球”“无底
线”“故意丑化明星、博眼球赚流
量”等争议。去年8月，该山寨组
合因涉嫌侵权而就地解散。目前
该组合里的成员出路各不同。鹿
哈改回本名凌达乐，黄子诚改回
本名张子诚，都在做直播带货。

而山寨王俊凯的“王俊卡”已停
更，模仿权志龙的“权酷龙”销
号退网，模仿华晨宇的刘凌硕仍
在直播跳舞但观者寥寥。

为了变现而频繁出现在公众
视野的“山寨明星”，已经带来了不
少侵权争议，很多律师进行过点评
和诠释。比如，如果素人使用类似
明星名字组团出道，故意造成公众
混淆，可能涉嫌侵犯他人姓名权；
如果山寨明星通过虚假宣传，刻意
混淆身份参与演出，则属于假冒行
为，涉嫌构成欺诈，等等。

值得庆幸的是，“山寨明星”也
不全是泥石流，一些清流得到了网
友们的点赞。比如今年走红的“粥
饼伦”和“佛山电翰”。

河 北 保 定 的 鸡 蛋 灌 饼 摊 主
“粥饼伦”，外形酷似周杰伦，已
拥有138.4万粉丝，摊位成了“网

红打卡地”，每天排长队。网友爆
料，其实“粥饼伦”2020 年就火
了，3年沉沉浮浮，还在继续摆摊
煎饼，不但没涨价，为了接梗周
杰伦的歌《爱在西元前》，特意把
8块钱的灌饼，降到7块钱，谐音
为“爱在 7 元钱”。他此前直播关
闭礼物打赏功能更是被网友称为

“不忘初心”。另一位现象级网红
“佛山电翰”，长得貌似演员张
翰，靠着魔性 bgm 和整齐划一的
打螺丝仪式感而走红。他感受到
快速飙红带来的纷扰后曾公开回
应，并提醒粉丝认真学习，真正
能改变命运的只有知识。这种积
极的价值观收获了网友们的更多
好感。

齐白石先生经常告诫他的弟
子“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句话
对山寨明星而言，或许也有一定的
警戒意义。山寨明星能迅速走红，
快速变现，看似走上了成功的捷
径，但终究有走完的一天，更何况
其间还隐藏着不少法律风险。

据扬子晚报

“山寨明星”还是少些泥石流吧

电影《拿破仑》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