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缠好拳击绑带去看的，绑带最后用来抹眼泪了。”作为一

名格斗爱好者，网友刺刺在观看完《热辣滚烫》后这样分享，“这

是一个体育给人力量的故事。有太多训练细节让我感同身受。拳击

课前热身跳绳练协调性，力训时的怒吼，拉伸和按摩时的尖叫，自重

有氧做到想哭。但是更大的共鸣来自于我从乐莹身上看到了自己。”体育

题材电影自带积极向上的魅力，体育比赛的坚持和超越是体育题材电影

本身所具有的优势———展示力量与速度之美，呈现对抗的竞技悬念与

高潮迭起，表达人类不断挑战与超越的勇气，释放令人振奋的激情

与力量。

冬奥冠军徐梦桃在看完《热辣滚烫》后也深深共情，在社交

平台分享道：“仿佛看到那个不断跌倒、不断站起来的自己，

那份倔强和坚持陪伴我走过了奋斗的日子。”体育电影

让银幕前的观众共情，感受到体育运动带来的愉悦，

同样可以给人精神激励，进而转化为行动。

据相关行业数据显示，自《热辣滚烫》上映

以来，与“拳击”相关的关键词搜索量较去

年春节同期，上涨了388.4%。乐刻运动相关

负责人表示：“电影上映后，鼓舞人心的比

赛、紧张刺激的体能训练等场面，让观众在

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了搏

击的力量与健身的魅力，有不少市民专门

来到门店咨询和体验，尤其是搏击类的‘燃

脂搏击’和‘拳力出击’两门课程的约课率，

甚至高出平时时段5个百分点，春节期间到

店锻炼的单店会员数较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1%。”

健身视点

体育电影缘何成为大流量
1 将体育正能量转化为流量

2 用体育故事抒发时代情感

从《女篮五号》开始，《沙鸥》《一个人的

奥林匹克》《夺冠》《我心飞扬》《中国乒乓

之绝地反击》等一批以真实为基础的体

育电影与国家荣誉感深刻勾连，聚焦

了中国体育运动的高光时

刻，承载了一代人的时代

记忆。除此之外，《超越》

《热烈》《八角笼中》《热辣

滚烫》等讲述普通人运动

的平凡故事，成为近两

年又一种体育题材

电影的主流。

体 育 电 影

离不开励志，但在励志之外，体育电影超越

体育，聚焦现实，“小人物的大力量”更能打

动观众的心。就如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

其凸显的不仅是冠军诞生的过程，更呈现了

一个为了残疾儿子在生活中奋力奔跑的母亲

形象，让观众触摸到了硬核力量下的人文情

怀，而《了不起的老爸》则讲述了一对抵抗病

痛、彼此扶持救赎的马拉松父子。电影《八角

笼中》以凉山格斗孤儿为背景，将视角聚焦在

贫困山区儿童不甘妥协的一生。《热烈》的主

角则是来自底层的负债青年，为了还钱而选

择加入街舞团队。现实面临困境，但却绝不服

输，这是体育精神向人生态度的更大延伸。

体育题材电影推介

3 以体育内核折射人性光辉

张晓茹绘图

《女篮5号》

《女篮5号》是我国第一部彩色体育题材故事片，1957年摄

制。影片围绕篮球运动员田振华一生的经历和林洁、林小洁

母女的不同境遇，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体育运动员的不同

命运。本片手段巧妙，富于节奏感，充满抒情色彩。

《沙鸥》

《沙鸥》1981年上映，是一部反映中国女排运动员生活、

训练、比赛的电影。讲述了中国女排运动员沙鸥经历伤病、失

利、亲人罹难等种种打击后，依然坚强地为中国女排奉献热

血和生命的故事。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上映于2008年，由侯咏执导，是我

国首部奥运题材电影。影片讲述了1932年美国洛杉矶万人体

育场，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历经千难万险站在100米起跑线上

的故事。

《许海峰的枪》

《许海峰的枪》上映于2012年，根据奥运冠军许海峰的真人

真事创作而成。通过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克服困难、与命运抗争、

最终勇夺冠军的故事，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歌颂爱国主义精神。

《夺冠》上映于2020年，讲述了中国女排从1981年首

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中巴大

战”，诠释了几代女排人历经浮沉却始终不屈不挠、不断

拼搏的传奇经历。电影着力于复刻几场中国女排发展历

程中里程碑式的赛事，用叙事的“真”和修辞的“诚”书写

了一场中国女排的奋斗史、心灵史。

《八角笼中》讲述的是格斗教练向腾辉教孩子们学习

打拳的故事。这些孩子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但是在向

腾辉的俱乐部里，他们感受到了温暖，同时找到了自己生

活的方向和价值。

贾玲表示，不希望大家认为

《热辣滚烫》是一个关于减肥的电

影。“能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要

学会爱自己，勇敢面对生活中的

困难和挑战。”平凡人的故事更

能打动观众，对运动强者的崇拜

可以内化为激励自己克服困难、

不断奋进的精神力量，通过运动

自己也可以做强者，这就是电影

《热辣滚烫》 想要传递给观众的

核心精神。

诚然，在体育电影获得佳绩

的同时，励志模式套路化、单项运

动缺乏兴趣等体育电影自身的局

限也正在显现。但正如著名编剧

宋方金所说“体育是武，体育电影

是文，一文一武张弛有道”，体育

题材或者体育元素的拓展，需要

更加深入的挖掘，当体育片开始

越来越注重激烈对抗背后的人性

闪光，开始讲述平凡人的运动故

事时，体育电影已经超越体育，会

将有普世价值的体育精神嵌入到

更多人的心中。

由贾玲执导并主演的电影《热辣滚烫》在全国热映，

电影中贾玲饰演的乐莹从一名“大码女孩”成为“女拳击

手”的励志蜕变，离不开电影的拳击技术指导、上海体育

大学教授王德新这位拳击专家的参与和努力。近日，本报

记者对王德新进行了专访，请他分享了台前幕后的点点

滴滴。

“把拳击推广给更多观众”

记者：作为曾经执裁过伦敦奥运会的专业裁判，同时也

是攻关多项奥运课题的拳击运动专家，是如何和电影《热辣

滚烫》结缘的？

王德新：2022年夏天，贾玲导演团队要拍一个关于拳

击的电影，需要一名技术指导，找到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

拳击协会，协会指派到我，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当然可

以”！从1993年开始，我一直从事拳击理论教学、实践和科

研工作，担任着各大比赛的裁判和国际讲师，并连续负责

了三届国家拳击队的奥运科技攻关服务工作。当有电影

关注到拳击这项运动，能通过专业视

角把拳击推广给更多观众，任

何一名拳击人都责无旁贷。

我年轻时电影《少林

寺》热映，当时很多人因

为看了这部电影想去

学少林功夫。现在有

一个推广拳击运动

的电影，这是一个新

契机，能成为电影的

拳击技术指导，我

很开心。

记者：拳击技

术指导主要负责哪

些工作？

王德新：首先

是演员的拳击教学

工作。我和我校的

吴正平教授一起先

从雷佳音练习拳击

开始，为他制订了训

练计划，一开始每天

训练3个小时，包含体

能、技术、拉伸等多方

面训练，我负责拳击技术和专项技能的训练。

雷佳音非常配合，也能吃苦，到了电影开拍

时，雷佳音已经打得有模有样。后来，贾玲也找

到我，希望跟我学习拳击，贾玲需要同步减重、塑

形、学习拳击，训练时间每天长达6到8个小时，我做任

何动作她都在后边仔细观察，不断模仿。贾玲也善于思

考，无论是规定的训练时间，还是在片场的碎片时间，她

都在主动学习消化，最终才达到了电影中呈现出的专业

水平。

我还负责电影的专业指导工作。拳击最核心的就是

蹬转发力，要把拳头打到对方身上，打得快还要打得准。

虽然是电影，但是如果演员只是摆花架子，观众会觉得

假，因此我们必须真打，要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量打

到对方身上，电影当中空气的声音都是他们自己打出来

的。其中一个两分钟的长镜头，是我在上面做裁判，一秒

钟都没有间断，演员们在台上抵挡住了专业拳击手的攻

势，展现了专业的一面，也把拳击运动的魅力最大限度地

展现了出来。

“拳击不仅是瘦身运动”

记者：您不仅担任影片的技术指导，还在影片尾声本色

客串了裁判员角色，从运动场到电影场，有哪些不一样的感

受？

王德新：电影有一场比赛需要一名裁判员，导演问我

“请你演行吗”？我说太行了。我和演员们彼此都很熟悉，

既不会给演员增加额外负担，同时作为专业裁判，我也可

以更好地把握电影的专业度，尤其是能及时对场地、道具

布置、比赛流程、人员站位等多个方面的细节进行把关，

确保一切都能经得起检验和推敲。另外，在做专业的事

时，自己面对镜头也不会紧张。

记者：电影展现的拳击运动很强很飒，最近是否有很

多人向您表达对拳击的兴趣？

王德新：电影上映后，很多亲戚朋友、师生同学都说

要来找我学拳击。这对拳击运动发展是一种好现象，但我

希望大家不仅把拳击作为一种瘦身运动，而是能通过电

影更全面地了解拳击的魅力。拳击是一项对综合能力要

求很高的运动，拳手需要兼具力量、速度、耐力、协调性和

灵活性。同时拳击也是勇敢者的游戏，要先战胜恐惧，才

能战胜对手。有了勇气，还要有技术、战术，才能和对手比

拼。拳击更是高情商运动，就像贾玲导演所说“两个人打

成那样，最后还能抱在一起”，双方在台上是对手，在台下

是朋友，这是对人的意志品质的锻炼。

记者：电影对拳击运动有哪些推广作用？

王德新：对于竞技训练来说，拳击很残酷，但是对于

大众健身来说，拳击可以变换出不同的参与方式，可以很

快乐、很放松。除了帮助国家拳击队争金夺银之外，在中

国推动拳击项目发展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我同时也

担任巅峰减重训练营总教练，希望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

教学经验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和自信。在训练营中，有

很多优秀的拳击教练，他们既精通拳击，又掌握了运动康

复、体能训练等多项技能，能够为大家提供专业、个性化

的健身服务，我认为这是今后拳击运动走向市场的趋势。

“让体育为社会增添更多向上的活力”

记者：普通人可以像贾玲一样，站在专业的竞技场上

吗？

王德新：这就需要我们尽快推出业余选手向专业选

手的进阶机制，通过技术水平的等级认定来给普通人提

供更多站在专业赛场上的机会。当然，如今拳击的业余群

众赛事也有很多，项目想要发展，一定要以赛促练，通过

广泛开展赛事，引领更多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另外，现

在中国拳击协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拳击运动进校

园，通过比赛和宣传，也能够发挥拳击项目在青少年群体

中的正向引导作用。

记者：“体育+电影”的结合让体育破圈发展，如何看

待这种趋势？

王德新：竞技体育一定要为大众服务，如今体育不仅

是体育圈的体育，更需要“破圈”发展，和文化、旅游、卫

生、教育、休闲加快融合，发展出“体育+”的多重形式，让

体育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为社会增添更多向上

的活力。体育电影就是一种“破圈”的很好方式。此外，如

今短视频等传播形式迅猛发展，也给了体育贴近普通人

生活的机会，希望广大的体育人包括专业运动员、体育院

校学生，能借助这些新媒体工具，把体育玩出更多花样，

身体力行做全民健身的传播者、推广者。

以《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2》为代

表的体育题材电影领跑春节档，据国家电

影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映18天，两部电影

票房突破6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1亿。两部

影片都有着体育的热血内核，前者关注拳

击运动，后者以赛车为背景，既让大家看到

了体育的热血向上，也让观众在镜头中感

受到了改变的力量。最近几年，《攀登者》

《热烈》《八角笼中》《夺冠》《羞羞的铁

拳》……一系列体育题材电影成为创

作热点，带动了观影热潮。体育题

材缘何成为电影流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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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拳击运动带到更多人的视野中
———访电影《热辣滚烫》拳击技术指导王德新

《夺冠》

王德新（左）在为演员雷佳音做指导。 采访对象供图

《八角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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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新（右）在电影《热辣滚烫》拍摄中做指导。 采访对象供图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刘昕彤

王德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