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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纪录片《铁榔头》将于国内首映

一朵小花眼中的女性新榜样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6月7日，在原定海外网络上映的
这一日，纪录片《铁榔头》的制片人林
捷莹透露了临时撤档的消息，原因是
片方接到了许多关于如何在国内观看
该片的询问。经内部讨论，他们决定把
首映平台换到国内渠道，“将尽快确定
首映时间并及时告知广大观众。”随
后，《铁榔头》导演、美籍华裔著名演员
和导演陈冲也更新了她的微博，“观影
预期远超想象！《铁榔头》今夜失约，火
速打造中国式全球首映！”
疫情打乱了太多人的计划，比如

现在谁都说不准，由陈可辛执导的中
国女排题材电影《夺冠》究竟何时才会
在影院里与观众们见面。如今，虽然纪
录片《铁榔头》突然选择转到国内渠道
来首映，考虑到它采用的是网络上映
形式，所以接下去要完成的就是平台
选择、片源引入与内容审核的手续。另
外，由于该片之前选择在海外网络上
映，所以配套字幕都是英文。如今，中
文字幕的添加工作正在赶制中。
陈冲导筒下的《铁榔头》会呈现出

怎样一番岁月潮涌呢？目前，人们只能
从时长2分21秒的预告片里去揣度真
容。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
片段，中国体育代表团步入体育场的
画面，郎平自述“我的命运就是跟排

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镜头，当年
中国女排比赛时的扣球场面，中外不
同年龄段排球界人士对郎平的评价，
“郎平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就像美国
的乔丹”“想到郎导就想到传奇”“她
是超级明星”，还有当初在她决定执
教美国女排时，很多人内心的质疑
“她懂美国文化吗”。当然，2016年里
约奥运会上郎平率中国女排12年后
再登顶的历史性画面也被剪辑了进
去。“真的，人就是一个选择题，就看
你选择什么。”陈冲将郎平的这段话
作为了预告片的收尾。
从之前可以查找到的介绍资料来

看，《铁榔头》由国际奥委会开办的网
络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出品，由陈冲执
导，影片聚焦在郎平的运动员与教练
员生涯，通过大量的影像资料以及相
关人士的访谈，描述了郎平运动生涯
和执教生涯的辉煌历程。国际排联对
这部纪录片的寄语是：“郎平是第一位
作为运动员和教练都夺得了奥运会冠
军的排球人。她不仅是一位真正的国
际巨星，同时也是中国的文化符号。”

原本，这部纪录片被定于6月7日
在全球性的线上电影节“We Are
One: A Global Film Festival”（我们
在一起：全球电影节）上首映，并且随
后会在奥林匹克频道上播出。如今情
况临时有变，所以感兴趣的各位就需
要再耐心等待一下了。

她们都是出生成长于国内的
“60后”，年龄只差五个月；她们都
有扬名后赴美求学再发展的生活
经历；她们都是母亲，有陪着女儿
一同成长、一同适应美国氛围的体
会⋯⋯郎平与陈冲，因为纪录片《铁
榔头》，她们的人生中有了一个奇妙
的交集，并让人对这部影片生出更
多期待。
《铁榔头》的缘起可以从三年

前说起。当时，最后成为该片制片
人的林捷莹受到出品方邀请，希望
她能为筹备中的纪录片推荐一位
有较强代表性和历史地位的亚洲
运动员。当时她想到的最佳人选就
是郎平，“我觉得郎平很有国际女
性的象征意义，也很有中国民族英
雄的象征意义。”在基本确定主人
公后，生活在美国的林捷莹通过郎
平女儿白浪的牵线，获得了与郎平
见面的机会，并说服后者同意了纪
录片的拍摄。
《铁榔头》由国际奥委会开办的

网络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出品，负责
制片的公司则是刚推出了乔丹最新
纪录片《最后一舞》的好莱坞曼德勒
体育传媒，这可谓是专业对口、强强
联手。然而，导演一职却被交到了对
纪录片拍摄不算熟稔的美籍华裔演
员、导演陈冲手中。
制片人林捷莹透露，陈冲与郎

平人生经历中的那部分相似之处，
是让片方最终确定由她来执导该片
的重要原因。“我知道她（陈冲）很国
际化，对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也很感
兴趣。更重要的是，陈冲也像郎导，
是个喜欢接受挑战的女性，她俩的
年龄、人生经历也都很相似，在上世
纪80年代的中国都算是国宝。陈冲
是两个女儿的妈妈，所以，我就想到
她应该会很理解郎导的故事。”

林捷莹与陈冲沟通后，两人果然
一拍即合。“我对郎平的好奇其实是驱
动我去做这一切事情（的动力）。”陈冲
自小便是一位体育爱好者，1984年，在
她于美国留学的那段日子里，还曾自
发地参与到为中国奥运代表团（洛杉
矶奥运会）提供服务的留学生队伍中。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陈冲还曾
在《华盛顿邮报》上撰写文章《让奥运
继续》，有理有据地力挺北京奥运会。
此举在当时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舆论
关注。
《铁榔头》的采访拍摄过程花了两

年多时间，剪辑又花了近一年，其间这
部影片得到了国际排联、中国排协、美
国排协的支持，为原始资料的累积出
力良多。比如，他们在美国排协位于科
罗拉多的排球档案储藏室找到不少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素材，还从参与了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老摄影师
那里寻得了一些珍贵照片。
在开始拍摄工作后，陈冲并未高

调宣传，直到去年6月某次参加综艺节
目时，她才稍稍剧透了这部纪录片。
“要找很多很多历史资料，很多素材从
各方面去了解她。”当时，《铁榔头》已
经进入到了剪辑阶段，在陈冲工作间
的墙面上，用照片和便利贴密密麻麻
地记录着相关事件及时间点。
让一位与郎平有着相似中美两国

生活经历的女性导演来执导这部纪录
片，除了“铁榔头”那些耳熟能详的辉
煌篇章外，恐怕观众也会期待从中看
到一些充满矛盾、冲撞与融合的部分，
一些更现实、接地气的片段。“文化上
的差异，从小成长环境的不同，很难改
变的。”十多年前，当陈冲参加女儿学
校的家长读书会时，就有了这份体会。
如今，陈冲将这一领悟带入到镜头语
言中，又会让世人看到一个怎样的郎
平形象呢？确实颇值得期待。

原本已经进入奥运年的最后冲
刺，却被疫情斜插一杠，备战期直接延
长一年———从1月底至今，中国女排已
在京封闭集训超过四个月。在近日举
行的媒体公开日中，主教练郎平表示，
尽管没有比赛可打的现状让队员们不
容易兴奋起来，但是，“东京奥运会争
金夺银，中国女排责无旁贷！”
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举办，且目

前仍会时不时地传出一些变数风闻，
再加上赛事仍受疫情影响未恢复，这
对中国女排的备战造成了一定影响。
“可能是集训的时间太长了，这一段大
家都有一点疲劳。”而在谈到对手们的
备战情况时，郎平表示，奥运会延期为
各支队伍都带去了一些变数，所以中
国女排现阶段的要务是聚焦自身、提
高自身。“我们要以我为主，基本上不
去准备对手怎样，主要是提高自己的
实力。”

在这四个多月的封闭集训中，体
能训练占了重要分量，同时，郎平也在
加强队员们的基础功。在她看来，只有
把这两部分做扎实了，队伍才能在比

赛中打得更战术明确、更配合默契。
“中国女排既要加强个人技术，也要加
强攻传配合、拦网配合、防守配合等，
配合起来要更明确、更默契⋯⋯这些
都是中国女排现阶段努力的方向。”
目前在京封闭集训的中国女排共

有18人，其中八人参加过2016年里约
奥运会，她们分别是朱婷、袁心癑、龚
翔宇、张常宁、刘晓彤、林莉、丁霞、颜
妮；有七人虽无奥运经验却是2019年
女排世界杯的冠军成员，她们分别是
李盈莹、刘晏含、杨涵玉、王媛媛、曾春
蕾、姚迪和王梦洁。另外，胡铭媛、刁琳
宇在东京奥运周期里曾多次进入国家
队集训名单，并在国际大赛场上有过
闪光。在这18人中，唯一新入选集训名
单的是23岁的年轻二传梅笑寒。
从伤病情况来看，目前中国女排

的三名主力队员朱婷、袁心癑、颜妮还
处于带伤恢复阶段，正根据专家建议
进行单独的康复训练。“因为她们有一
些伤，训练时要区别对待，要利用这段
时间尽快调整好。”
近期，朱婷可谓连获喜讯，先是获

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又得到了
全国青联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的拟提名。在谈到爱徒近一阶段的表
现时，郎平直言她“非常刻苦努力”。
“中国女排队长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朱
婷现在是队长，是中国女排技术体系
中非常重要的队员。我觉得朱婷应该
不断进步，应该准备迎接更多的挑
战。”
颜妮是目前这18人中年龄最长的

一位，已经33岁，有比较严重的膝伤和
肩伤，这点经常让球迷们担心。对此郎
平表示，颜妮的年龄不是问题，“作为
一个有经验的副攻，颜妮的年龄并不
大，关键是体能和身体。我们也在不断
阅读颜妮的身体情况，希望她能把自
己技术和经验传递给新手，希望我们
年轻的副攻手快速成长。”
在剩下的一年多时间，在“大国家

队”的思路下，中国女排将继续臻选与
磨合的过程。最终，能进入中国女排东
京奥运会正选名单的是12人。在因疫
情而被拉长的备战期里，这“18进12”
的过程将被拉锯得更长。

东京争金夺银 女排责无旁贷

相似的她们
有了共同的作品片名 《铁榔头》 取自郎平的绰号， 这是奥林匹克频道

Five RIngs系列纪录片的其中一部分， 描写了这位现代奥
林匹克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郎平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体育明
星之一，1984年奥运会为中国赢得金牌，20年后执教美国国
家队，此后再回到自己的祖国，在中国她将正处在低谷的队
伍带到了奥运冠军领奖台。

“
《铁榔头》这部纪录片，以不同寻常的视角和镜头，告

诉大家，郎平如何成功带领中国队和美国队，如何为中国
树立女性新榜样，以及在她的身上展现出的中国雄心。“
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