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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卡

金像奖最佳影
片《为奴十二年》以

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将
19世纪美国黑奴制度下的黑

暗岁月缓缓铺陈在观众眼前。
这部电影改编自所罗门·诺瑟普

的同名自传体小说，导演史蒂夫·麦
昆用沉稳且冷峻的镜头语言，引领观众

走进那个充满血泪与绝望的世界，在历史
的脓疮中，深刻审视人性的挣扎与坚守。

  影片伊始，导演以细腻而舒缓的笔触，勾
勒出主人公所罗门·诺瑟普原本的生活画卷。

他，一位生活在纽约州萨拉托加的自由黑人，凭
借着出色的小提琴演奏技艺，在当地的社交圈中崭

露头角。家中，妻子温柔贤淑，儿女活泼可爱，一家
人其乐融融。此时的画面洋溢着温暖与祥和，让观众深

切感受到自由生活的美好与珍贵。然而，命运的无常却如
同一记突如其来的重锤，无情地打破了这份宁静。1841
年，两个心怀不轨的白人以一场看似诱人的演出机会为诱
饵，将所罗门诱骗至华盛顿，随后，所罗门的人生被彻底
改写，他从自由人瞬间沦为黑奴，被剥夺了名字、身份与
尊严，像货物般被贩卖到南方的种植园，开启了长达十二
年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涯。这一巨大的命运落差，如同一记
重锤，瞬间打破了观众内心的平静，奠定了影片压抑而沉
重的基调，也让观众带着震惊与好奇，迫不及待想要探寻
他之后的遭遇。
  影片对黑奴制度残酷现实的描绘令人触目惊心。黑奴
们被当作纯粹的商品，在拍卖台上像牲畜一样被买卖，他
们的价值仅仅取决于身体的强壮程度和劳作能力。在种植
园里，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从日出到日
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无尽头。稍有懈怠或违背奴
隶主意愿，等待他们的便是无情的鞭笞和残酷的惩罚。女
性黑奴的遭遇更是悲惨，她们不仅要承受与男性黑奴相同
的高强度劳作，还可能随时被奴隶主欺凌，尊严被践踏至
尘埃之中。

 
  演员切瓦特·埃加福特饰演的
所罗门·诺瑟普无疑是影片的灵魂人物。他
通过细腻入微的表演，将所罗门在面对苦难时的
坚韧、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以及在漫长奴役生涯中内
心的挣扎与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在被监工保罗
一伙吊在树上，为了生存竭尽全力踮起脚尖的绝望时
刻，还是在冒险贿赂监工给家人寄信却惨遭背叛后的痛
苦与无助，埃加福特都精准地捕捉到了所罗门内心复杂
的情感变化，让观众仿佛能够切身感受到他所承受的巨
大痛苦，对这个角色产生强烈的共情。
  自由，作为影片的核心主题之一，贯穿始终。对于
所罗门和其他黑奴而言，自由不仅仅是身体的解放，更
是一种对生命意义和尊严的追求。在长达十二年的奴隶
生涯中，所罗门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自由，这种渴望成
为了他在苦难中坚持下去的强大精神支柱。他曾多次尝
试逃跑，尽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从未因此而放
弃。他深知，只有获得自由，他才能真正地活着，才能
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和尊严。影片通过所罗门的经历，
向观众传达了自由的珍贵与来之不易，让我们深刻认识
到，自由并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需要通过不
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抗争才能获得。
  《为奴十二年》的主题深度远超一般历史题材影
片，它深入探讨了人性、自由与尊严等永恒话题。在美
国黑奴制度这一黑暗背景下，人性的善恶被无限放大。
影片的结尾，所罗门在加拿大人巴斯的帮助下，终于成
功证明了自己的身份，重获自由。然而，影片并没有仅
仅停留在个人命运的圆满结局上，而是通过所罗门的回
忆旁白，将视角再次拉回到那段黑暗的历史。他平静地
叙述着自己被绑架、为奴十二年的经历，让观众深刻意
识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
剧。影片的结尾，仿佛是一声沉重的叹息，既为所罗门
的命运感到庆幸，又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感到悲痛与
反思。

  电影《三大队》讲述了一个关于信念与救赎的故事。
刑侦大队队长程兵带领队员侦办一起恶性案件时，因嫌犯
之一王大勇在审讯中意外死亡被判入狱，嫌犯王二勇却逍
遥法外。警服换成了囚服，昔日的荣耀化为灰烬。出狱
后，曾经的战友各奔天涯——— 有人卖文玩，有人开烧烤
店，有人跑保险，有人训犬谋生。程兵始终无法释怀师父无
辜的死和未破的旧案，三大队的成员们在责任与承诺的驱
使下重新集结，以普通人的身份继续追查在逃嫌犯。追凶之
路漫长而孤独，四位队员因种种现实原因相继离去，唯有
程兵孤身坚持，费尽曲折，最终成功将王二勇绳之以法。
  影片里，失去警察身份的三大队成员，没有支援，没
有配合，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法摸排线索，难度可想而
知。他们求助狱友，甚至江湖大盗，竟阴差阳错地捣毁了
一个人口贩卖团伙。那一刻，他们仿佛重拾昔日的意气风
发，找回了“峥嵘岁月，何惧风流”的豪情。
  现实终究残酷无比。当那些理想化的绚烂幻想彻底破
灭时，才惊觉现实的土壤里铺满了荆棘。理想的浪花在现
实的礁石上被撞成一地鸡毛，大多数成员都无法走到终
点——— 他们或困于身体，或囿于家庭，或败于爱情。几度
春秋的摸爬滚打，案件毫无头绪进展，前途也越来越渺
茫，队员们离开时落寞的背影，象征着不同群体的无奈与
妥协。唯有程兵，像《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一般，固执地
前行：“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三大队》里，有一帧过目难忘的镜头，令我动容。
一条大河横亘眼前，河水滔滔，程兵与队友蔡斌站在河
边。往昔的追凶之路遍地艰辛，队友们因各自的生活羁
绊，不得不陆续告别，只剩下他们两人。程兵身姿坚毅，
率先跃入河中，奋力朝着对岸游去。蔡斌在后面奋力追
赶，但因身患癌症，体力每况愈下，游得愈发缓慢艰难。
当游至河中心，蔡斌已累得气喘吁吁，望着前方执着坚韧
的程兵，忍不住大声喊道：“程队，人要往前走，不能
总活在过去呀！”他的声音带着疲惫，更饱含着对程
兵的深切关爱。他深知，这些年为了追凶，程兵放弃
了太多，生活也变得千疮百孔。他希望程兵能放下
执念，重新开始。程兵却没有回头，他用力朝蔡
斌挥了挥手，仿佛在说：“兄弟，我理解你的

好意，但此案不破，我心难安。哪怕只剩我
一人，我也要将凶手绳之以法。”程兵朝

着对岸坚定地游去，他的背影孤独又
强大，带着一股不认输的执拗，继

续那漫长艰辛的追凶旅程。

  是的，程兵用坚韧锚定了信仰的坐标，在他的心
中，信念是棵不朽的树，巍然耸立。这个执念源于对受
害者的愧疚、对正义的坚守、对师父的承诺。这些复杂
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撑程兵再
次踏上漫长渺茫的追凶之路。“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
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我要白日见云
霞，夜里举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事事有王法……”
  天下自有公道在。程兵辗转数地，深入最基层，做
保洁员、维修工、快递员……依旧如大海捞针。与杨局
长同桌就餐时，程兵看见店主的儿子，突然灵光闪现，
想起有人说王二勇姓赵，老婆在贵州，孩子都有了……
他突然捕捉到这些关键线索，顺藤摸瓜，假扮送水工，
最终锁定凶手。那一刻，人间自有清明在。
  影片的结尾极具艺术张力。虚拟与现实的幻象相互
交织，信念成为生命的终极追问，让影片艺术升华。当
程兵完成使命，警官向他敬礼时，他平静地回应：“请
转告局长，三大队的任务完成了。”那一瞬间，我感慨
万千，彻底破防，眼泪一下子喷涌出来。程兵独自站在
十字路口，孑然一身，双鬓斑白，满面风霜，双眼迷茫
而空洞，似乎突然感到无所适从，一股巨大的失落感袭
来，看着人来车往，在眼前晃动，时间在流转，岁月在
飞逝，仿佛青春与热血燃烧殆尽，只留下一个沉重的疑
问：这一切，值得吗？
  影片以开放式的结局，留给观众无尽的深思。程兵
用信念铸就的“盾牌”，究竟是为了守护正义，还是囚
禁自我的牢笼？他的坚持，是英雄的悲歌，还是命运的
荒诞？答案，或许就藏在那棵不朽的信念之树下。那棵
“不朽的树”最终成为超
越 具 体 事 件 的 精 神 符
号——— 信念的意义或许从
不在于“值得与否”的
功利算计，而在于它能
让凡人在岁月长河中，
活成自己的英雄史诗。
这种对精神高度的诗意
凝视，正是电影《三
大队》作为艺术载体
的终极魅力。

电影《三大队》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