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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 2》 

中国电影／２０１７年 ★★★★ 

观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网络影像  

 

导演：吴京 

编剧：吴京，刘毅，董群 

主演：吴京，弗兰克・格里罗，吴刚，张翰，卢靖姗，余男 

 

看点 

该片作为2017年中国的热门电影，荣登中国/亚洲票房历代第一的宝座，讲

述了被称为“中国版兰博”（出自电影《第一滴血》）的主人公冷锋，为了祖

国与人民的利益，参与非洲某国内战的故事。实现了二期连任的习近平对此片

也是赞赏有加。那么日本人对这部受到了中国官民一致好评的电影又有什么样

的评价呢？ 

近年，国技相扑的地位开始动摇，朝鲜半岛危机重重，日本可所谓问题不断。

《新哥斯拉》（16年）也暗示了建立危机管理体系的重要性。但日本版兰博在

哪儿呢？看到电影最后一幕的中国护照的特写镜头，再考虑到中国国歌的内

容，不由得思考日本在更改年号的同时，是否有必要把国歌《君之代》也改改

呢？ 

─── * ─── * ─── * ─── * ─── * ─── * ─── * ─── * ─── * ─── * ─── 

■□■习近平倡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 

第十九届中国共产党大会的召开，宣布了习近平体系的第二个五年连任的开始。而被称为

“ChinaSeven”的七名常务委员，全都超过了60岁，没有一个50多岁的能够接任习近平。

继毛泽东的“建国”、邓小平的“富国”后，迎来了习近平的 “强国”大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理论，邓小平思想一起写入了章党。两个百年中的一个， 1921

年到2021年，胡锦涛倡导的“小康社会”目标已经实现，第二个百年，1949年到2049年，

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习近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跃然纸上。 

有人观察称，习近平可能要无限连任，像毛泽东、邓小平一样到八九十岁还坐在主席位置

上，长期指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 

11月8日到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最高领导人会议，” 其具体位置选在故宫，这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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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中华帝国皇帝的作风，暗喻也是显而易见。近年有比肩好莱坞势头的中国电影，继去年

的《美人鱼》（16年）大获成功后，在今年的政治状况下，《战狼2》更是横扫中国电影票房。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版兰博”票房第一！这是什么为什么？■□■ 

 该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之际上映，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到2017年11月

20日为止，累计票房收入56亿7800万元（约887亿日元），不仅实现了中国电影票房史上

的最高，更成为了亚洲电影票房历代第一。而2016年票房第一的《美人鱼》总计收入才33

亿元（516亿日元）。本作是2015年上映的《战狼》的续作，10月26日发行的《读卖新闻》

上刊载了中国总局长竹腰雅彦的一篇名为《另类“强国”的危险性》的文章，里面称《战狼》

主人公为“中国版兰博”，并附有详细解说，一定要看看! 

据网上信息称，今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总额突破500亿元人民币（7812亿日元）大关，

来场观众人数截至到今日总达14亿4800万人。中国在从2013年开始实施电影产业化的推

进，02年票房总额还不到10亿元(约156日元)，到了10年就超过了100亿（约1562亿日

元），13年200亿元(约3125亿日元)，15年400亿元（约6250亿日元），市场规模稳步扩

大，到12年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了。仅仅十年，中国的电影市场规模就翻了50倍。 

我拿到电影鉴赏3级资格证书是在2007年1月，那时候世界票房最高的电影是《泰坦尼

克号》（97年），创下总计18亿4500万美元（约1980亿日元）的票房纪录。后被《阿凡达》

（09年）打破，票房为27亿8796万美元（约2992亿日元）。而中国最高的《战狼2》为

56亿8千万人民币（约887亿日元），能够跻身世界票房排行前100行列。但和美国第一名

还是有一定差距。那暂且不提，让我们考虑考虑本作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 

■□■该片的舞台发生在非洲，那里有内战发生！■□■ 

面对高举“美国第一”大旗的特朗普总统下的美国，中国一边回避与美国的正面对立，一

边以“世界一流军队”“最先端的科技技术”“最高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为目标，奋起

直追。看了该片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尤其在“一带一路”的构想下，中国怀着“不容许美

国胡作非为”的抱负，在非洲地区一直拥有最高的影响力。该片的舞台就在非洲，那里的国

家时有内战发生。如果在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真的发生了内战呢…… 

人民解放军冷锋（吴京饰）在退役后，打算在非洲过上悠闲的日子，不料在那儿发生了内

战，人民解放军陷入危机…？本作高潮部分，是在面对美国军人 “你们这些下等民族，只有

苟且偷生的命运”的嘲讽时，冷锋反驳的那句“混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那就是真正的兰博！■□■ 

史泰龙主演的《第一滴血》系列一共有四部，堪称美国电影第一。该片主人公兰博的能力

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在《战狼》中饰演主人公冷锋的吴京，虽然没有史泰龙那般健硕的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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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在屏幕上展示出自己结实的身板。身为特殊部队中的特殊部队“战狼中队”的一员，冷

锋的身体素质和战斗能力，更是与真正的兰博不相上下。 

电影以海战开头，随着情节的展开，动作戏接连不断，精彩纷呈。虽然看多了多多少少有

些审美疲劳，但豪放派冷锋的活跃还是该片最大的看点。特别是电影后半段的飙战车动作戏，

更是让好莱坞的飙车动作戏黯然失色，展现了中国电影的强劲实力。 

此外，退役军人何建国（吴刚饰）、军事迷富二代卓亦凡（张翰饰）与冷锋 “三剑客”之间

的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看点。美国版兰博的单独行动是他的亮点，而《战狼》则是主打包括

冷锋在内的三剑客的团队合作。电影后半段，让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是什么支撑着冷锋的行动？■□■ 

在战斗中冷锋的心灵支撑，也是他复仇动力的，是他失踪的前女友龙小云（余男饰）。一直

挂在冷锋胸口的项链，是打中龙小云的子弹。冷锋来到非洲内战国家的目的，一是为了和陈

医生、美籍女医生RACHEL（卢靖姗饰）救一名患有传染病的女孩子，二是帮助为了躲避内

战从大使馆逃出来的中国人和逃到工厂的非洲人，将他们安全送到海上待命的中国海军舰船

上。片中没有具体透露发生内战的是非洲哪个国家，但设定的背景非常有现实性。 

面对危机重重的朝鲜半岛，日本必须要保持危机意识。日本电影本到了推出“日本版兰博”

的时刻，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消息。而中国则充分学习了美国版兰博的精华所在，构思了“非

洲危机重重”的背景，成功塑造了不输于美国版兰博的中国版兰博的形象。据说还有实际训

练…？ 

■□■谁是敌方？“朝鲜危机重重”下诞生出的兰博…■□■ 

在第19届中国共产党大会落幕后，习近平派其特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奔赴

北朝鲜。和美国日本一样，中国这次访问朝鲜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和平对话，而是顺应世

界趋势，据朝鲜核问题给朝鲜施压。结果金正恩都没出面，习近平的面子丢大了。看穿了情

况的特朗普，明白这表明习近平对于北朝鲜影响力的降低，立马采取强硬措施，再次将北朝

鲜列入“恐怖主义支援国家”的名单。但这合适吗？有什么影响呢？ 

美国应该已经在和CIA、FBI商议暗杀金正恩了，中国也很可能在秘密进行同样的计划…

考虑到上面这些，我认为结局有三种可能：①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 ②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比较大 ③最有可能实施刺杀金正恩。再回到电影里出场的恐怖分子骨干部队，他们到底是

谁？本作没有详说，但却展现了其高超的能力。到底在哪里接受了这样的训练呢？我们只要

尽兴观赏邪恶的怖分子与正义伙伴冷锋的精彩对决就好。但进一步思考，在危机重重的非洲，

兰博这种人物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北朝鲜出现动乱，会有像兰博、冷锋那般人物出现吗？ 

■□■中国的国歌是？护照是？■□■ 

蒙古人横纲日马富士殴打关取贵之岩的暴力伤害事件，材料已经送检，近期将宣布审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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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通过这次事件联想到同样是蒙古人的横纲朝青龙引发的暴力伤害事件。在日本国技相扑

界，出现了支持蒙古势力和反对蒙古势力的两极对立。支持蒙古势力的，是现在的八角理事

长率领的相扑协会干部们，而反对蒙古势力的，是倡导走日本相扑独自路线的贵乃花亲方。 

而随着日本人横纲稀释之里的诞生，可以期待这场两极对立势头的削弱，日本相扑界也可

能会迎来又一个春天。但稀释之里接连不断的受伤和休场，而今围绕蒙古势力的对立关系走

向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另一方面，去年11月29日北朝鲜新型导弹“火星15号”的发射，加上美韩大规模联合

军事演习，让以经济封锁为中心加强独裁体制的金正恩体制岌岌可危。如果暗杀金正恩的计

划成功，对南北统一多多少少有着积极的影响，而美韩与北朝鲜的军事冲突一旦爆发，日本

的安全也会遭到威胁。其中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中国的行动了。冷锋在非洲某国内战中展

现的作用，正是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看到的。而本作最后一个大写镜头，竟然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实乃引人注目。 

最近学习中文越来越努力，了解到中国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曾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日本人都理解中国的国歌内容吗？日本人唱国歌的时机，

只有像在千秋乐获得相扑冠军的时候吧，歌词也早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改元号的同时，能否

考虑下换一换国歌呢？说句可能会引起公愤的话，不只是中国国歌，对比法国国歌《马赛曲》、

美国国歌《星条旗》，现在的日本国歌是不是显得没有一点志气或是强劲之势？  

2017年（平成29）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