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军是新起点

进电影院前，已经知道《万里归途》讲

述了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宗大伟（张译 饰）

与新人外交官成朗（王俊凯 饰），在异域

绝境中与大使馆失联，带领上百人徒步穿

越沙漠战火，与反叛军斗智斗勇，成功撤

离白婳（殷桃 饰）等一百多位同胞的故

事。我也已经知道了，哪怕经历千难万

险，哪怕九死一生，但这是一次最终会取

得圆满成功的撤侨。

于是好奇，一个明知道结局的故事能

讲好吗？听完王菲演唱的片尾曲，看完充

满惊喜的彩蛋，走出放映厅，我思忖，故事

讲得真好。那么，这137分钟里，导演和

演员是如何抓住观众的？

首先，是沉浸感。一位经历过撤侨的

外交官在北京首映式现场分享观影感受：

“非常贴近外交官的生活，所有的场面都

让我感觉很真实。”说到动情处，更是一度

哽咽。电影中，撤侨大部队穿越沙漠、矿

山、戈壁、红湖的壮观场景，带来了身临其

境的视觉体验。而这背后，是剧组花费半

年多奔波全国多地勘景，更是1比1搭建

小城。“大到每一个建筑，小到糖果纸上的

阿拉伯语标识，我们对每一个细节都严格

把控。”导演饶晓志告诉记者。

道具之外，百名撤侨同胞也让人印象

深刻。“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一个家庭。”开拍

前导演让每个人准备了人物小传，这让每

个同胞都生动立体。为了更真实地演出逃

生路上的疲惫感，那些“群众演员”甚至在

开拍前专门进行负重徒步，背着十几斤的

包袱，从白天走到晚上。于是，那一场场沙

漠徒步的戏，在极端恶劣的归途上，未知的

险境，疲惫的身躯，都叫人揪心。

其次，是真实感。这份真实，不仅仅

来自于服装、化妆、道具的细致，不仅仅是

画面的真实，更是故事的真实，人物的真

实。现场聊到这个题材最打动自己的地

方，饶晓志表示：“最打动我的，是真实撤

侨的外交官们，他们在生活中是普通人，

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但职责要求他们

冲在一线。”监制郭帆也感慨道：“他们面

对的真实情况比电影中还要艰难，是普通

人很难理解的心境。”

这份真实，化在每一个演员细腻的表

演中。面对生死危机，张译饰演的宗大伟

眼神中写着坚定和不屈，面对家人的电

话，他的语气里又充满了温柔的牵挂。首

映现场播放了一支张译片场花絮视频，他

每拍完一次都会跑到监视器前查看、寻找

自己的问题，每一次都尝试不同的表演方

式，力求更贴近角色。再次搭档的殷桃，

也同样对表演精益求精，这次她呈现了不

同情绪的哭戏，或压抑，或隐忍，或是最后

宣泄一般的无声嚎啕，她是一位母亲，也

是外交官最坚强的后盾，在危险和伤痛面

前，坚强，充满隐忍的女性力量。

再者，真正抓住观众的，是那份穿越

战火的对于和平的渴望。听到飞机广播

里说，“各位乘客，窗外现在是喜马拉雅山

脉，您已到达中国领空，欢迎回到祖国的

怀抱”，叫人忍不住与那一百多个经历过

恐惧惊慌的同胞一起感动、欢呼。走出影

院，看着繁华的街道，说笑的路人，叫人更

忍不住感叹，和平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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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篮输了，昨天下午以61比

83不敌美国队，时隔28年后再获世界

杯亚军；中国女篮赢了，不但凭借出色

的表现连续霸屏网络热搜，而且还让

人对这支球队的未来充满期待：这次

已经具有争金夺银的实力，两年后的

奥运会是不是可以再创辉煌？更重要

的是，以本次世界杯的崛起为契机，这

支光荣的队伍永争佳绩的传统得以恢

复，彻底展现了什么叫女篮精神，那就

是迎难而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进

取精神。

中国女篮上世纪80年代起就拿

过奥运会铜牌和银牌、世锦赛铜牌

和银牌，但是最近十年，她们经历了

低谷和更新换代，在亚洲范围内也

始终被日本女篮压了一头。如今，

厉兵秣马多年的中国女篮宣告回归

世界顶级。

本届世界杯，敢打敢拼的女篮姑

娘给球迷带来太多惊喜，特别是半决

赛在头号得分手李梦因高烧缺阵的不

利情况下，淘汰东道主澳大利亚队杀

入决赛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显而易

见的是，中国女篮在本届世界杯上不

再怕紧逼、不再对抗差，不仅在防守、

体能方面有了质的飞跃，进攻中更是

将团队篮球发挥得淋漓尽致——更难

能可贵的是，每当比赛中遇到困难，都

有人站出来扛着球队前进，这样的中

国女篮谁能不爱？

对中国女篮来说，亚军不是终点，

跨过强敌登上顶峰才是终极目标。对

于这支平均年龄还不到26岁的年轻

队伍来说，保持敢打敢拼的劲头，脚踏

实地地前进，她们值得更美好的未

来。就像这次表现出彩的队员韩旭所

言：“一路走来，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

收获的是团结与凝聚力。虽有遗憾，

但我们已经看到更高处的风景，只要

不放弃，总有一天会到达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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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助教，她当了 年
郑薇当选世界杯最佳教练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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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队夺得世界杯亚军后，中国女

篮主帅郑薇又获得一个特别荣誉：当

选世界杯最佳教练。对于这届世界

杯，郑薇可能是队伍里感触最深的：28

年前，同样是在澳大利亚悉尼，她作为

队员夺得世锦赛亚军；28年后，她又

作为教练，重现了当年的辉煌。如今，

这位韧性十足、为中国女篮默默付出

了40年的教练，也和女排的郎平、女

足的水庆霞一样功成名就，成为中国

女子三大球的巾帼英雄。

海霞的多年队友
郑薇出生于1963年，父母都是篮

球专业出身，于是她也自然而然走上

了体育之路。1979年郑薇被选进武

汉部队女篮，次年郑海霞也被征召入

队，此后郑薇和郑海霞便成了多年队

友——从武汉部队女篮，到八一女篮，

再到国家队。不过在球员时期，她并

非郑海霞、丛学娣、宋晓波那样享誉全

国的明星球员，也曾落选过1992年巴

塞罗那奥运会大名单，但是坚韧的品

格让她入选了1994年世锦赛阵容，站

上了当年悉尼世锦赛亚军领奖台，成

为1994年中国女篮黄金一代之一。

1998年，郑薇退役，但她既没有

留在八一队也没有返回家乡武汉，而

是南下加盟广东女篮，这也体现出她

性格中敢于突破、勇于挑战的一面，就

像她国家队队友丛学娣说的那样：“郑

指导当年打球时，就比较擅长突破。”

在广东，郑薇干过助理教练，当过主教

练，也成为过领队。2018—2019赛季

WCBA，她帮助广东女篮战胜八一队，

在球队第3次冲击WCBA冠军时最终

圆梦；2020—2021赛季，郑薇又率领

李月汝、杨力维、黄思静等国手北上，

驰援刚组建一年的内蒙古女篮，最终

帮助该队历史性夺得WCBA总冠军，

也把篮球的种子撒到内蒙古大地。

一年间身份三变
自2009年开始，郑薇跟随中国女

篮南征北战，辅佐过孙凤武、马赫和许

利民三任主帅，堪称“三朝元老”。她

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从退役就当

主教练，前后整整10年。但从主教练

转换成助教，实际上是个很大的角色

转换，要从过去的以我为主变为配合

主教练工作。”作为一名女性教练，郑

薇少不了要当队员们的知心大姐姐，

是很多姑娘愿意说说心里话的人……

这些复杂的工作难度和挑战可想而

知，但是郑薇不但坚持下来了，还做得

很好，这一点，从她能在国家队工作

13年就可见一斑。

今年5月17日，中国篮协公布了

2022年中国女篮集训名单，聘任郑薇

担任中国女篮主教练。从助理教练到

代理主教练，再到主教练，一年间郑薇

的身份发生三次转变，但唯一不变的，

是她那颗为篮球事业付出的心。中国

女篮能够走到亚军的领奖台上，依靠

的是强大的执行力与优秀的团队纪

律，其中，作为主教练的郑薇居功至

伟。她在中国女篮担任了13年助理

教练，对球队的熟悉无人能出其右，对

球员的技术特点与性情了如指掌，这

也是郑薇的排兵布阵与临场换人总能

收到奇效的关键所在。

成为世界杯亚军教练后，郑薇说：

“在巴黎，我希望中国女篮能够实现新

的目标。” 本报记者 李元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