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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往那些平铺直叙
的战争电影来说，《敦刻尔
克》的叙事结构是复杂的；但
是对于一部诺兰电影来说，
它却又是极简的。在看惯《盗
梦空间》 的梦境解构， 以及
《星际穿越》 的多维空间后，
你会发现， 诺兰这次在使用
非线性叙事的手法上， 收敛
得极为克制。

影片中的第一个画面，
就是在漫天飘落的德军劝降
单中， 几名被敌军打散的英
国士兵正在漫无目地游走。
他们已经极度疲惫， 连路旁
水管中残留下的一点水都不

舍得放过……一阵密集的扫
射过后， 身边的战友接连倒
下，只剩下主人公汤米一人。

求生的本能驱使汤米不
断奔跑， 观众的视线也被迫
追随他转过了几个街区。 随
后，他的脚步逐渐放缓，好像
看到了什么。 这种第一视角
的表达方式，代入感强烈，真
实到没有距离。

随着镜头的切换， 我们
看到了那片著名的敦刻尔克
海滩。 成千上万名身着深色
军装的士兵和浅色的沙滩形
成强烈对比， 四周只能听到
海浪拍打的环境音， 人群反

而安静得可怕———这是一种
绝望到麻木的死寂。

值得一提的是， 扮演士
兵汤米的演员菲恩·怀特海
德在影片拍摄时只有 19
岁， 此前仅出演过一部迷你
电视剧。 诺兰之所以大胆启
用小鲜肉， 完全是为了贴近
当时驻守英军的真实年龄。
他认为：“观众看到他， 很自
然的就会希望他能在战场上
活下来。这是人之常情，不需
要什么表演和设计。”这样一
张充满生命力的面孔， 却要
在战场上渐渐枯萎， 本身也
是对战争残酷本性的控诉。

诺兰的影片都带有一种
立场， 他从来不希望自己的
镜头处在完全客观的角度。
尽管在《敦刻尔克》中，画面
上始终没有出现两军相抗的
冲锋陷阵、 甚至是德军的正
面镜头， 但诺兰用其特有的
电影语言让观众感受到：在
那里，死亡无处不在，随时降
临。

正如他自己说的， 与其
说《敦刻尔克》是一部战争片
不如说它是一部悬疑片。 因
为最大的悬疑和真实战场一
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何时
有子弹飞来……你只知道，
这一切随时都会发生，而你，
只想活下来。

一周这个时间单位，是
留给驻守在敦刻尔克的英军
等待救援、撤退的时间。

在“陆地一周” 这条线
中， 诺兰真实地展现了残酷
战争下人类挣扎求生的本能
反应。 为了活着回家，汤米假
借搬运伤员蹭上救援船，途

中又不惜放弃同伴的生命力
求自保。 历史中到处都是重
复的人性， 一念之间便足以
摧毁所有。

在这次大撤退中， 由英
国人民自发组织的近千艘民
用船只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中，最著名的“Royal�Daf-
fodil”号客轮，曾 7 次往返敦
刻尔克， 撤回了 9500 名士
兵。 返航时，船上有一处漏水
孔竟是靠床垫堵上的。

而在电影中， 诺兰却并
没有选择那些“大人物”、“大
英雄”作为切入点。 他选择了
一条最普通的家用游艇“月
光石”号，向观众传递了战争
中的一丝人性之光。

空中的这一小时，是影
片节奏最紧凑、激烈的一

影片中， 诺兰用他最富个人色
彩的“多线叙事”手法，将海上（一
天）、陆地（一周）、空中（一个小时）
三个时空串联在一起， 并将不同的
时间密度压缩在同一长度内交错展
现，营造出立体、丰富的空间感。 这
并非他流于自己的“俗套”或者“故
步自封”，而是他希望观众通过这样
的方式， 能够确切感受到———“时
间” 这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切实存在
的维度。

三条主线围绕“撤退”以环状分
布，期间大量的使用穿插剪辑手法，
让它们的视角互为补充， 既相互独
立，又互有关联。这种手法虽然容易

造成一部分观众
的空间混乱，但
在营造代入感和
勾勒紧迫氛围上

却见足功效：第一条线，敦刻尔克大
撤退的一个星期里， 观众可以跟随
海滩上一个无助的士兵， 在各种死
里逃生中， 见证历史中到处都是重
复的人性；第二条线，英国普通民众
驾船救援的一天之内， 观众可以跟
随船主， 最大限度克服对死亡的恐
惧，去接近营救和生还带来的喜悦；
第三条线， 三名英国飞行员护航的
一小时内， 观众仿佛被一双无形的
大手推着去面对一个终极抉择———
拯救世界还是拯救自己。

最终， 海陆空三条线索交织汇
集：英军飞行员击落敌机，海上救援
船只靠岸，敦刻尔克士兵成功撤离。
这时， 配音中令人紧张的倒计时终
于刹然而止，旋律舒缓下来。 107分
钟观影过程中积压的恐惧、 紧张全
在这一刻得到宣泄。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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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爆发初期， 德国军

队发起闪电战，在短短十几
天时间内， 便将 40 万英法
联军困在了位于法国北部
的狭小港口城市敦刻尔克。
这座只能容纳 8 万人的海
滨小城，此时三面受敌，它的
东面、西面、南面全部暴露在
敌军的火力下，而北面一海
之隔、40 海里外的陆地就是
英国。

在这样绝望的境地下，
英国政府下令从海上撤离三
万人，他们发动海军及大量
民用船只冒着德军空袭的
危险出海营救。从 1940年 5
月 26 日到 6 月 4 日，历时 9

天 9 夜，最终成功撤出三十
三万五千人， 是原定计划的
10倍。

这场撤退，在二战历史
上的意义尤为特殊———它
并不是一场普遍意义上的
战争胜利，而更像是一次成
功的逃亡。 撤出的这 33 万
士兵不但在日后成为了扭
转欧洲战场的关键力量 ，

“敦刻尔克” 精神也被英国
民众视为坚韧、永不言败的
象征，鼓舞着他们走向最终
的胜利。

诺兰的新片《敦刻尔克》
便还原了这场大撤退的全部
过程。 他并没有撒狗血般地

讴歌军民团结抵御外敌的悲
壮， 而是通过海陆空的三个
视角，一小时、一天、一周三
个时间维度的全景式交织，
揭示了战争和每个人之间的
真实关系。 不仅让你看清那
段历史， 更让你重回那片充
满绝望和死亡的海滩， 带你
重新经历了一遍敦刻尔克。

诚然， 即便你不熟悉这
段二战历史， 也丝毫不会影
响你看懂本片。 诺兰打过这
样一个比方：就像当你看《泰
坦尼克号》的时候一样，哪怕
你知道那艘船最终要沉，但
真正让你关心的，还是 Jack
和 Rose的命运。

>>

技术流分析

这个片子，好在哪儿？

《敦刻尔克》之所以口碑很好，不仅仅是因为其在海外上映时一路飙高的票房成绩、网站评分，更是因为它
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毕竟连目前已被国内网友封“神”的吴京，也在微博上为他大呼“了不起”。

这位曾执导过《蝙蝠侠》系列三部曲、《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等多部优质影片的 47 岁中年大叔，正直手
捧“保温杯”的年纪。 或许是出于中年男人骨子里对战争和历史无法摆脱的反思情怀，这一次的诺兰为我们讲
述了二战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失败”———敦刻尔克大撤退。

如今，这部充满主旋律色彩的战争片已被全球影迷推上了神坛，这恐怕是自《拯救大兵瑞恩》之后绝无仅
有的例子。就连被喻为华人之光的李安导演，也曾因《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折戟北美。究竟《敦刻尔克》神在
哪里？《贵圈》带着疑问替大家提前观看了此片，我们找到了答案，并试图用技术流的分析，将它分享给你。

1 历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一场成功的逃亡

用一个画面带你身临战场

多线叙事构建出的时间隧道

段。 出于战略和保存实力的考虑，
英国空军给予这次撤退的空中支
援少之又少，总共就派出了三架战
机。但这反而赋予了飞行员们孤胆
英雄的意味，他们身上肩负的责任
重大———是海滩上 40 万人唯一的

“保护神”。
“汤老师”汤姆·哈迪饰演的飞

行员法雷尔就是其中之一， 他几乎
全程戴着面罩，只用眼神表演，台词
也没超过 10句。

由于油量所限， 战机在敦刻尔
克上空作战的时间只能控制在 1 个
小时之内，时间一过必须马上返航。
因此， 飞行员们每一次加速追击敌

机，每一次咬住敌机进行“狗斗”（两
架飞机在近距离战斗的型态），都会
减少一分自己归航的希望。

法雷尔在油箱即将耗尽的情况
下， 面临着返航还是继续战斗的考
验，这是好莱坞大片中常见的“生死
时速”桥段。 然而诺兰通过海面、空
中多重视角的穿插剪辑， 让你足以
体会到飞行员在决断时千钧一发的
急迫感。

当燃料已经耗尽的战机最后一
搏击落敌机时， 海滩上的士兵们发
出震耳的欢呼声， 既打破了画面的
沉寂， 也终于让观众可以暂时松一
口气。

Part
>>

2

Part
>>

3

《敦刻尔克》能否真的成就“诺神”？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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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刻尔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