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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電影《奪冠》 

--從振興中華到中國夢的縮影 

 

作者：夢晨 

 

二〇二〇年十月六日下午，我獨自一個人在家附近的電影院觀看了由中國香

港導演陳可辛執導的電影《奪冠》（原名《中國女排》）。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該片由新春賀歲檔延至國慶假期公映，終於得以同觀眾見面，讓人期許滿滿。在

今年這個特殊的年份裡，該片傳遞出的正能量不僅僅是“女排精神”本身，而是

一代國人從振興中華到如今為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的一段歷程。 

 

《奪冠》講述從一九八一年到二〇一六年間中國女排的辛酸血淚與變革的體

育大片。截至十月七日十七時二十八分，貓眼即時見證了該片總票房破六億的時

刻。雖然在人物還原上引發些許爭議，對於郎平的劇情占比也有不少討論，但仍

能窺見中國女排隨同中國在時代洪流中的演變。 

 

看完此片後，我與一位在上海報

業集團從事新聞工作的朋友交流

時，他告訴我，中國女排首次奪冠是

在一九八一年，在日本東京代代木國

立綜合體育館，與日本隊在第五局 15

比 15 時，隊員周曉蘭連續兩次攔網

成功，17 比 15 拿下第五局。即使這

場比賽，以孫晉芳為隊長的中國女排

不能拿下，以積分計，中國女排也是冠軍。 

 

中國女排崛起於改革開放初期，是國家崛起的縮影。以奮勇爭先的拼搏精

神、永不言敗的頑強鬥志、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為國爭

光的愛國主義等為主要構成的女排精神是中國體育的一面旗幟，更是整個國家銳

意進取、開拓奮進的精神動力。在今天，女排精神仍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與時代

價值，值得藝術家進行弘揚。 

 

該部影片中引用了當時還是黑白電視機的年代，街頭巷尾一群群人圍坐在電

視機旁觀看女排比賽的場景，電視機中響起了一代人熟悉而又富有磁性的的解說

員宋世雄的聲音，那激情澎湃而鏗鏘有力地解說，也讓我聯想到定居澳大利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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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的已故忘年交王恩禧老師生前在他的《人間閒話 閒話人間》文章中所寫到

的有關中國女排的內容。他作為澳洲國家廣播公司澳洲廣播電臺特派洛杉磯記

者，報導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會，親眼目睹和經歷中國女排榮獲“三連冠”的

激動人心時刻。廣大華人球迷聽眾更是對“澳廣”連續不斷直播中國女排首次

“三連冠”的歷史盛況，勝過尚不具備現場直播技術的中央電視臺的簡短轉播而

讚譽有加。 

 

此部電影切割出三個不同時點，一九八一年奪下第三屆日本世界盃冠軍、二

〇〇八年在北京奧運主場敗給美國、以及二〇一六年裡約奧運擊敗東道主巴西，

重返榮耀，而這跨越三十五年的時間線，則由對中國女排帶來巨大影響的郎平與

陳忠和作為主軸串起。 

 

《奪冠》開場的時間點是一九七

九年，隨著當時還是陪練球員的陳忠

和推開訓練基地的大門，映入眼簾的

除了簡陋的場地設備，以及一顆顆迎

面飛來的排球之外，牆面上“沖出亞

洲，走向世界”、“時刻備戰第三屆

日本女排世界盃”的標語，也說明了這時代中國女排的主軸和使命。 

 

當時中國剛宣佈改革開放，但面對飛速發展的世界，起步落後的中國驚覺其

與外界的巨大差距，也被強烈的羞憤與落差感所壟罩。就如同電影中女排教練的

感歎：“第一次帶隊出國時我傻了，冰箱、彩電、空調，我沒見過，那一宿我真

的沒睡覺，中國真的太落後了，我們怎麼辦？”因此，中國亟需一個讓世界看見

自己的機會，作為能展現國力的體育競技，也成為了重建民族自信的契機。 

 

但中國當時百廢待興，不論是硬體設備或訓練方法，都無法與美國、日本等

國家比肩，因此更嚴苛、甚至近乎殘忍的訓練內容，便成為中國女排的唯一出路。

電影花了極大的篇幅描述“老女排”在艱困的環境下咬牙苦撐的過程，以及戰勝

日本奪得冠軍時，中國民眾的歡欣鼓舞，觀眾都能感受到，那些浴血奮戰的中國

女排球員不是為了自己而打，比賽更不僅僅是只是一場比賽，而是背起“振興中

華”的重任，成為國人的精神依託。 

 

電影中的第二個時間點是二〇〇八年，此時的中國當然比一九八〇年代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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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強自信，中國女排的實力也在各種國際賽事中得到認證，然而在北京奧運會的

失利，尤其是敗給了由郎平帶隊的美國女排，無疑為中國女排敲下了一記警鐘。 

 

此一時期的中國女排雖仍具備一定的競爭力，但球員傷病不斷、青黃不接等

隱憂已逐漸浮現，另一方面，官方沉浸於過往佳績，並未意識到訓練方法過於陳

舊，跟不上國際潮流等問題也成為一大弊病。片中郎平在接手中國女排教練後提

出全面改革計畫，包含擴大球員篩選、引進外籍教練等項目，遭到在場官員反對，

認為中國女排“五連冠”也僅僅是六、七個隊員輪替，靠著向心力打遍全世界。

郎平聽完僅回復了一句：“五連冠，一九八六年，二十七年了”，意味著時代變

遷下，中國女排已無法僅靠“民族情懷”懸住一口氣。 

 

從土法煉鋼走向更現代化與科學化的訓練方式，當然是中國女排改革的第一

步，也代表著中國不再滿足於現狀，要跟隨時代不斷演進的決心。但另一個問題，

當中國已慢慢走出自卑與落寞，對於“提振中華民族”也不再有如此強烈的渴望

與使命時，原本的“女排精神”又該何去何從？ 

 

影片中一個片段讓我印象深

刻，很生活化。郎平的一句“去談戀

愛吧！”，讓女排隊員們開心得一哄

而散，仿佛重新蓄滿了能量，影廳的

觀眾也跟著樂出了聲。”這樣充滿生

活質感的細節處理一下子拉近了觀

眾和角色的距離，也讓這群花季女孩

的形象更加鮮活，因為這一代的女排

隊員們不能只有訓練，而沒有自己的生活。 

 

片中的女排教練陳忠和在改革時期，有多名隊員主動離隊時向郎平抱怨道：

“有人跟我說現在時代變了，中國人現在已經不需要女排了，以前我們還有精

神，現在連起碼那點精神都沒有了。拿了世界冠軍又怎樣？大家還會像以前一樣

跑到街上又跳又笑嗎？不會了。”顯然他對現時的中國已逐漸遺忘當初的“女排

精神”感到深切的遺憾與失落，從新舊球員在訓練時爆發的矛盾，也能看到在不

同世代間對“女排精神”早已有了相異的理解。 

 

但這未必是件壞事，當國人不再為了奪冠而又哭又笑，並不代表他們不再追

求榮譽與尊嚴，而是不會被一次的失敗擊潰了自信。“你為什麼要打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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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對“老女排”而言沒有閒暇思索的問題，對新一代的球員卻是最核心的叩

問。當國家及民族不再需要球員背負著沉重的包袱時，“女排精神”更多的是自

我價值的實現，而不再僅僅是為了“他者”而活。 

 

因此《奪冠》的後半段，也就是二〇一六年裡約奧運前的準備，幾乎都是郎

平與球員之間的心理構建。其依然表現出極其濃烈的民族與家國情懷，但表現方

式有別于前段在特殊背景時，那種團體“犧牲式”的愛國，而是走向了個人的自

我追尋。要榮耀祖國的方式很多，不是只有身在國家隊一途，球員也不該人生只

有排球，當每個人都拼盡全力的實現自我，國家自然會因此而強盛，不須再以“振

興民族”為捆綁，糾結於那一場兩場的勝敗。 

 

“女排精神”或許確實變了，因為民眾早已過了那個在混亂迷茫的當口，他

們不再需要如此藉由集體才能找到方向，女排選手也不必再以集體的榮譽和民族

信心，作為必須“奪冠”的唯一理由，而是能夠追隨內心的聲音，為自己所愛的

事物全力拼搏。然而不變的是，不論老女排或新女排，甚或是不是排球員，“不

論輸贏、拼盡全力，將失去的分數一點一點追回來”，依然是貫徹始終的“女排

精神”。 

 

姑且不論戲裡戲外的紛爭，抑或劇情鋪排上的問題，《奪冠》依然算是以不

錯的娛樂效果和手法表達了對於“女排精神”的詮釋，也呈現了中國改革開放這

幾十年來變遷的縮影。（完） 

 

作者寫于二〇二〇年十月八日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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