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尊重
工体职工的劳动
□本报记者 段西元/文

周世杰/摄

■周末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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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MAX4》 必将成为今年最
具争议的影片， 其邪典的风格、 全程
打鸡血的节奏以及坚持实景拍摄， 使
得该片成为导演乔治·米勒单纯的炫技
片并不夸张———在 “全程高能” 的影
片过程中， 故事情节已经被被弱化到
可有可无的地步。

最近国内影迷谈论的最多的可能
就是电影 《疯狂的MAX4》 了 ， 对于
这部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大叔级系
列电影最新作来说， 虽然距离上部的
上映已经有足足30年的历史， 但一经
上映便引起了业内的交口赞誉， 不仅
多家媒体给出了满分， 更收获无差评
好口碑 。 其直击各家媒体的 “痛点 ”
就 在 于 “ 狂 拽 酷 炫 叼 炸 天 ” 的 画
面———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该片全程几
乎没有采用电脑特效， 完全靠实景拍
摄。 此外， 近年来深受观众喜爱的邪
典口味也让该片如久旱逢甘霖一般区
别于当今影坛其他类型电影。

电影 《疯狂的MAX4》 从开篇便
展示了饱和度极高的蓝黄色调， 让人
对该片的类型一目了然———一部西部
片。 西部片除暴安良的经典主题在片
中贯穿始终， 末日后， 主角MAX与费
罗莎指挥官携手营救末世独裁者 “不
死老乔” 的五个妻子， 这五个妻子意
味着末日世界里珍贵的生育能力。 他
们一路在老乔军团的追杀下， 穿过沙

漠荒野， 并展开一场殊死抗争。 在这
个过程中， 导演乔治·米勒无时无刻地
不在炫耀他作为老一代电影人所掌握
的如教科书一般严谨的手法， 每一个
场景的构图， 每一个分镜的剪辑精准
到位。

该片的一大亮点便是那些如怪兽
一般的改装战车， 这些战车都是经由
剧组对于美国各大品牌的老爷车进行
的改装， 使得该片成为了一部美国汽
车工业的展示台。 在这些老爷车调高
底盘、 安上巨脚、 披上装甲， 在轰鸣
的V8发动机驱使下狂飙于狂野的沙漠
中， 再配以暴躁的电吉他以及隆隆的
战鼓， 单是这幅场景， 便足以让男人
们的肾上腺素飙升。 更不要提塞隆与
五位维多利亚的秘密御用模特的参演，
以及激烈的飙车戏与打斗戏了。 该片
的另一大亮点则是充斥其中的邪典风
格， 如果说30年前的电影限于当时的
技术条件全部使用实景拍摄是一种无
奈的话， 那么放到30年后的今天， 实
景拍摄早已显得过于另类， 乔治·米勒
偏偏采用了这种费力又不那么容易讨
好日益挑剔的影迷的方式让电影呈现
出堪比特效的效果， 而实景拍摄的真
实性又绝非特效所能比拟的。 于是一
群狂躁的战争之子在面戴骷髅头饰的
Boss “不死老乔” 的带领下上演的追
逐戏码， 以及肆无忌惮引起爆炸、 翻

车的场景被评价为 “相较之下， 迈克
尔贝制造的爆炸简直就成了焰火。”

一切看起来都太过完美， 但偏偏
缺少了一个像样的故事 。 虽然电影
《疯狂的MAX4》 好评如潮， 但这部电
影称不上经典的原因之一就是过于孱
弱的故事情节。 全程无尿点随之带来
的就是看片很爽， 看过又觉得没什么
可值得回味。 能够想起来的也就是塞
隆的断手、 五位模特曼妙的身材、 老
乔的面具、 以及NUX的肿瘤块。 至于
主角MAX， 作为一个血袋， 他的存在
感过于模糊， 以至于该片即便改名为
《美女联手伏地魔逆袭骷髅战士》 也毫
不违和。 而关键故事情节比如NUX的
投靠并不能经得起推敲。 也许导演觉
得两个小时的时长支撑不起他过于庞
大的故事构架， 也许他只是想通过这
部电影向他的后辈们宣告， 你大爷还
是你大爷， 大爷不玩则以， 玩起来光
靠视效就够你们这群后辈们学去了。

不管怎么说 ， 《疯狂的MAX4》
在视觉效果上算是结结实实地给当今
电影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但是情节的
单薄让人觉得仍有遗珠之憾。 目前已
有新三部曲将拍的消息流出， 鉴于本
片收获的票房与口碑， 不出意外的话
消息的真实性还是可以相信的， 也希
望乔治·米勒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能给
观众带来更大的惊喜。

亚冠联赛国安主场对全北赛后 ，
有媒体报道说工体的记者看台非常脏。
那场比赛过后， 工体进行了整改， 最
近几场比赛效果不错， 比赛时看台打
扫得很干净。 而且， 在上轮中超联赛
时， 新闻工作间和记者席都更换了新
的wifi号码， 上网速度较之以往也更快
了一些。

早些年的时候， 记者席跟观众席
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单划出一片
区域。 职业化初期的记者席在17看台
下， 观赛的角度不如现在。 奥运会后，
工体将记者席搬到位置更好的18看台
上， 并加装了桌子， 记者工作的区域
有电源、 有网络连接。 记者席看着比
普通观众席要 “舒服”， 所以这些年每
当有球赛的时候， 不少观众都乐意挤
到记者席去看球。 平时的球赛还好说，
但遇到对恒大、 天津这样的焦点赛事，
记者席被无关人员占据就成了问题 ，
很多真正的记者没地儿工作了。

最近几周联赛， 工体加强了管理，
派专人在记者席入口处把守， 挡开无
关人员。 大部分球迷和持有其他证件
的工作人员是通情达理的， 经过劝导
都能 “各归各位”， 可偏偏就是有少数
人不乐意守这个规矩， 非要占上记者
席的位置。 把守记者席的工作人员怎
么劝都不听， 甚至有的人嘴里还不干
不净骂骂咧咧。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
工体和国内其他赛场都早已司空见惯。

看台开辟记者席， 是为了让记者
能在更舒适的环境下工作， 记者们都
非常辛苦， 有个桌子是为了让他们第
一时间把比赛的情况记录下来、 方便
写稿。 您也许觉得 “凭什么记者可以
坐在那儿， 我们就不成？” 可您想过没
有， 您去工体看球需要写稿子吗？ 特
别是有些乱坐记者席的持证工作人员，
更不该犯这种错误。 组委会发给您证
件是为了让您去工作的， 不是让你去
捣乱的。 还有那些对工体把守记者席
工作人员发火的人更是不该， 人家辛
辛苦苦在那儿工作， 你凭什么给人脸
子？ 凭什么嘴里嘟嘟囔囔说些不着四
六儿的话？

不光是看台的工体职工， 每场比
赛工体职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才
保证了现在的工作环境。 就拿这厕所
来说， 每场赛前都干干净净， 赛后很
多 “坑位” 都一片狼藉， 打扫起来费
时费事。 咱下次如厕的时候， 能不那
么 “天马行空” 吗？ 请尊重工体职工
的劳动， 尊重他们也是尊重自己， 我
们都是劳动者， 都不容易， 更应该相
互理解。

■娱乐杂谈

《《疯疯狂狂的的MMAAXX44》》：：
一一部部乔乔治治··米米勒勒的的炫炫技技片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于于彧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