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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两年兵就准备退伍了，你管
我那么严干啥？”当微电影《承诺》里这
段生活中的真实桥段在荧屏上呈现
时，一种尖锐的碰撞感直击观影者心
灵。影片策划人杜冰介绍说：“面对直
言快语的‘00后’，如何走近新兵消除
‘代沟’，实现部队战斗力深度融合，是
每一名基层一线带兵人面对的现实问
题，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典型案例，能够
给正在感觉‘不适’的带兵人一点启
示。同时，通过身边正能量帮助新战
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新战友的军
旅青春步履铿锵！”

去年九月，第一批“00 后”新兵走
进军营，转眼间新兵下连满月，东部战
区陆军第 73集团军某旅文化骨干用跟
训跟拍的实录和对新战士、亲友视频采
访的影像资料，剪辑制作了微电影《承
诺》，并利用政工网进行展播。

影片开篇，刚刚结束集训的新训骨
干集体宣誓当好“军中之母”，新训班长
们把“为连队培养一批好兵”的承诺时
刻放在心头，不少班长带兵一个月，瘦

了十多斤。影片以“00后”女新兵郑晓
曼第一人称的独特视角，讲述了入营后
她和班长陈静亲如姐妹，并向班长许诺
下连时拿下“优秀新兵”的故事。
《承诺》记录下了一张青涩面孔从

“粉面含春”到“小麦色”、从稚嫩书生到
刚毅士兵的转变。影片最能触动官兵
心灵之处，便是部队生活点点滴滴的原
始取材，通过亲情连线、视频采访等新
颖的方式，让新兵对部队和周围战友的
情感凝练升华。

微电影《承诺》的创作团队本着“原
汁原味呈现、真实情感转达”的原则，所
有视频资料都来源于日常跟拍和采访。
修理四连“被出镜”的列兵金江建看着微
电影里熟悉的场景，一下子震撼住了。
他突然感到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的自己，
其实也一直被关注着，离家时父母期盼
的眼神就像影片中郑晓曼父母的眼神一
样。他感慨地说：“不忘初心、不悔承诺、
不负青春，我一定要像班长一样，在本职
岗位上当一名修理尖兵！”

上图：微电影《承诺》剧照。

微电影《承诺》——

不负军旅青春
■高旭尧

影片《至爱梵高·星空之谜》带着人
们进入了艺术的天堂：油画质感的屏
幕，艳丽的色彩一直在流动，仿佛有一
位天才画家，用无形的笔触勾勒着“梵
高画风”的世界，在探寻中遇见了谜之
星空一样的美丽。

故事的缘起是梵高去世一周前写
给弟弟提奥的一封信，老邮差让儿子阿
尔芒把信送到提奥家里，于是我们跟随
着阿尔芒的脚步，来到梵高逝去前居住
的奥维尔小镇，重走了梵高人生最后的
路，与他接触过的每个人交谈询问：旅
馆店主女儿、船夫、唐吉老爹、管家……
不同人物讲述同一个人物的生前经历，
或谦虚有礼，或细腻柔情，或孤独高冷，
给我们呈现了不一样的梵高，也让我们
不由自主地迷失在零碎的记忆里。哪
怕到了片尾《Vincent》音乐响起，我们依
然无法确定最后的真相，但此刻也没有
观众想要离开，而是安安静静地聆听，
像打开回忆录一般，回顾梵高画中人的
一生……

这部影片是至诚之作，根据梵高的
120 幅原作和 800 封信件进行构思创
作，先由演员将每个故事融入镜头，而
后由一百多位画家耗费多年心血，创作
了上万幅手绘油画，并让每一幅油画层
层变化，最后加工成为 65000 帧的动
画。似乎唯有这样表达才能向伟大的
艺术家致敬，也唯有这样叙述才能更好
地诠释梵高的炽热与温暖。“我们曾努
力从他的信件、足迹、亲友、甚至家族史
来拼凑其背后的故事，却从来没有人，
完完全全用他的作品，来呈现梵高完整
的一生。”导演的初心让我们享受到了
艺术的盛宴，也更能感受到梵高的才华
与寂寞。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同样的是，一千个观众心里就有一千个
梵高。星空之谜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
没有将梵高的形象固化，而是让观众自
己去品味，除去感动的泪水，还有人生
的思考。《罗纳河上的星夜》《夜晚露天
咖啡座》《罂粟田》等名画变成了生动的
场景，《加歇医生》《邮差约瑟夫·鲁林》
等人物从画中走出来，我们会产生一种
错觉，仿佛回到了 19世纪的欧洲，去品
味梵高眼中真实如斯的世界。

梵高就像我们仰望的星空，一直在
那里，却从未被真正了解。其实演绎梵
高的作品很多，有 1956年柯克·道格拉
斯主演的电影《梵高传》，有2010年上映
的《梵高：画语人生》，有欧文·斯通撰写
的梵高传记《渴望生活》。然而这部电影
从《星夜》下的《夜间咖啡馆》开始，“全手
工油画”的壮举让人物的一颦一笑都是
那样细腻，一个转身或一声叹息都是那
么诚挚，当影片想用一个悬疑的模式替

人们解开梵高之谜时，我们又会陷入更
多的揣测和疑惑。极美的画风就如同梵
高内心的世界，他把这个世界留在了画
布上，等到梵高留下的背影转身离去时，
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油然而生，听着似
在倾诉的音乐，看到最后一行字幕消失，
星空之谜悄无声息地留在了心间。

解读有千般，但总有一个答案会嵌
入灵魂。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
这团火有对事业的追求，有对家庭的担
当，有对浪漫的绮思，也有对社会的责
任。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
个世界又与其他人的世界融合，理解或
者不被理解。总是会有一种信念在激
励我们前行，总是存在一种渴望让我们
执着坚守。尽管在紧张忙碌的生活节
奏里，可能会迷失，可能会经历苦闷，可
能会重新选择，但藏在心里的瑰宝，会
是我们努力生活的动力源泉。

下图：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

海报。

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

心藏瑰宝 灿烂如歌
■夏董财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自开拍以

来就备受期待，这部由中国著名科幻

作家刘慈欣同名小说《流浪地球》改

编的电影，得到了原著“粉丝”的大

力声援。近日，电影《流浪地球》曝

光了一支概念片，让苦等多时的观众

更加期待。

《流浪地球》 讲述了在不久的未

来，太阳即将毁灭，太阳系已不再适

合人类生存。面对绝境，人类开启

“流浪地球”计划，倾尽资源在地球表

面建造了巨大的推进器，希望将地球

推出太阳系，寻找新的星系家园。概

念片中，落满灰尘的报纸和老照片、

废弃的录音机和电话、充满杂乱电波

声的新闻播报都在诉说着“昔日家园

今安在”的伤怀，一首《送别》也为

整个片子增添了几分哀情。

《流浪地球》与美国大片中的“太

空探险”套路有很大不同，而是基于

中国文化语境，在片中融入了中国人

特有的安土重迁与恋家的核心情感，

坚持“带着地球去流浪”。这种情感也

为本片注入了中华灵魂。

图片制作：孙 鑫

电影《流浪地球》开拍

先导概念片引人期待
■孙晓玉

为展现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王

晓棠在中国电影事业上取得的艺术成

就和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电影博物

馆特意举办“我是一个兵”王晓棠电

影艺术成就专题展览。自去年10月28

日开展以来，慕名前往博物馆参观的

电影爱好者络绎不绝，既有我国电影

界的艺术家，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普

通电影观众。

王晓棠是我国著名的电影艺术

家，她始终以“我是一个兵”的顽强

斗志和拼搏姿态，坚持深入生活、扎

根沃土、服务人民，先后出演和创作

拍摄了 《野火春风斗古城》《英雄虎

胆》《大转折》《大进军》等一大批家

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王晓

棠是新中国 22位大电影艺术家之一，

她不仅是一位好演员，还是编剧、导

演，先后被评选为“中华影星”“世纪

影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50位电影艺

术家”，获得过中国电影表演家协会终

身成就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

电影艺术家称号。

2017年是王晓棠从影65周年，她

从电影演员、导演，到厂长、女将

军，人生经历充满了曲折和传奇。展

览分“她是明星”“她是艺术家”“她

是将军”和“我是一个兵”等四个部

分，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现了王

晓棠在电影事业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和

个人独特的品格魅力，展出的 121件

各类剧照、定型照、生活照和各种道

具、文件以及创作手稿等实物都十分

珍贵，生动反映了王晓棠不同时期、

不同岗位的艺术追求和人生历程，突

出展示了王晓棠“我是一个兵”的良

好形象和人民艺术家的崇高品德，令

人赞不绝口。王晓棠还将自己珍藏多

年的90件有关电影的珍贵物品无偿捐

给了中国电影博物馆。

展览期间，中国电影博物馆还专门

召集电影界的专家、学者，举行了王晓

棠电影艺术成就座谈会，并放映了王晓

棠出演或创作拍摄的《神秘的旅伴》《边

寨烽火》《英雄虎胆》《海鹰》《鄂尔多斯

风暴》《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多部优秀影

片，深受大家的喜爱。

据悉，展览一直持续到 1月底结

束，免费供观众参观。

王晓棠电影艺术成就展

展现其传奇人生经历
■李金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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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开年，一部电视剧引来老

百姓街谈巷议，成为中国文艺迎接新

年到来的一道独特景观。从普通百姓

到知识分子，从各级干部到青年学

生，直到那些从事影视剧创作的专业

人员，无不在“追剧”中体验鉴赏一

部艺术上乘之作的审美快感。这就是

刚刚播出的由杨健、秦丽编剧，柳云

龙导演和主演的大型电视剧《风筝》。

播出期间，网络上每天都有成千

上万的观众发表观后感言和对艺术家

奉献艺术精品的诚挚感谢，更主要的

是表示对剧中先辈以生命坚守信仰的

精神的无比崇敬。有业界专家称，这

是我国电视剧特别是军旅题材剧近年

来由高原向高峰登攀的一次成功实践。

说实话，谍战戏走热，《风筝》不

是第一部，此前已有《暗算》《潜伏》

等多部，它们都各自成为年度热点，

曾经风靡一时。但是《风筝》却再度

深受观众的特别喜爱和高度评价。到

底是什么原因，如此深深打动了在影

视剧鉴赏方面近乎苛刻挑剔的当今观

众？我们可以毫不掩饰地说，是信

仰，是整部剧始终高高举起的那面信

仰的旗帜，是那条贯穿全剧且真正撼

动人心的关于信仰坚守的思想红线。

《风筝》用撼人心魄的故事讲述信

仰，不仅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响，而且

带来了全社会对文艺与思想相互关系

的再次深入思考。

一部被称为经典的作品，一个重要

的标志，应该是编剧和导演不仅会用情

节用情感讲故事，给观众以审美的愉悦

和享受，更主要的是，要能够给整个社

会带来思想的哲学的启迪和思考，这属

于高层次的创作追求，是对文艺创作高

标准的要求。所以从一代伟人毛泽东到

大文学家鲁迅，无不把文艺比作为“无

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烛照

国民精神的灯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风筝》无愧于这样一盏烛照我

们国民精神和灵魂的灯塔。它撼人心魄

的地方，就是主人公郑耀先对信仰看

得比生命更可贵的那种精神。特别是

在远离组织，且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的背景下，成为“断线的风筝”之

后，毅然用生命的代价去选择对信仰

的坚守。整部作品用十分缜密的叙

事，回答了主人公郑耀先为什么是

“一个这样的人”这个触及灵魂的哲学

层面的命题。这就超出了一般文艺作品

的审美愉悦意义，作品直抵人心，触及

的是人的心灵，引发的是人思想层面哲

学层面的反思。

在最危险的年代，郑耀先因为和

组织失去联系，没人能证明他的真实

身份，以至于连根据地的战友和游击

队员们也无不对他恨之入骨。而在国

民党内部，对这样一个极其出色的人

才，同样产生过极大怀疑，这就使他

处于几面追杀之中，但是郑耀先在困

境中一次次摆脱嫌疑，并且出色地完

成使命。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在

能证明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证

物都已经意外遗失的时候，他为了寻

找隐藏在我方高层的国民党特务、代

号“影子”的韩冰，还必须继续承受

“反革命嫌疑”压力的身份，还必须在

全国解放的背景下继续与敌人进行艰

苦的斗争。这样一些环环相扣的剧情

悬念和设计，的确给观众带来极其强

烈的观剧体验，但另一个方面，也给

编导自身带来了极大的创作难度，因

为这要求在情节设计上必须天衣无缝，

必须极其缜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

《风筝》的编导显示了非凡的艺术才华

和对精品的严苛追求。这也是作品能感

动社会的关键所在。对信仰的坚守，最精

彩的表现是郑耀先失去组织后盾时，在

困境中的坚守。无论是给老首长传递延

安撤退路线，还是化名周志乾继续寻找

“影子”，郑耀先都表现出对党的一腔赤

诚。这种因为内心信仰而产生的极其强

烈的自觉精神，展示的是革命先辈舍生

忘死、坚守信仰的崇高形象，深刻诠释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革命精神。

这部作品也浓墨重彩地写了情感，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郑耀先和身边的

许多人都建立了真实的情感，包括军统

特务因为对他才能的佩服而产生的尊

重，包括女特务林桃奉命刺杀他到最后

与他结为夫妻，并在发现他是真正的共

产党后选择自杀。这些情节，应该说都

是真实的情感描述。但无论这种情感是

怎样的充满戏剧性，郑耀先始终牢记在

心的是党的使命，是党组织的嘱托。正

因如此，他也招来更多的怀疑，正是在

这种情感和使命的延展和撕扯中，展现

了共产党人最坚定的革命信仰对人物

形象的支撑。郑耀先出生入死，为人民

做出了那么多牺牲，临死前的最大愿望

是看一次升国旗，向国旗敬礼。看到此，

每一个观众都会潸然泪下。这是真正意

义的理想信念的颂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张扬

理想信仰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写到学

习毛泽东著作，在以往的同类作品中，

这是很少使用的手法。比如，郑耀先的

上线陆汉卿在被敌人逮捕后，中统特

务用尽酷刑逼他交代“风筝”是谁？他

受尽酷刑，可以说生不如死，在敌人极

其残酷的折磨中，当刽子手手拿剃刀

要对他动大刑时，陆汉卿大义凛然，一

字一句地开始背诵毛泽东的《为人民

服务》。这时候，面对酷刑和死亡，产生

的是一种巨大的力量，那就是共产党

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人民去慷慨

赴死。只有如此，他才能在精神上战胜

酷刑和生死考验。当陆汉卿沉着镇定

地背诵《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中统特

务头子田湖已经完全清楚无法获得陆

汉卿的口供，他开始转过来训斥部下，

要他们必须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

务》，不然就无法了解和对付共产党。

这些写《为人民服务》的细节，产生的

是振聋发聩的巨大力量，它警示着我

们今天的每一个共产党人，任何时候

都不能丢掉信仰，不能脱离人民。这样

一些细节，看似着墨不多，却产生关注

现实的巨大意义。

一部优秀的作品，绝对不能只是好

看、养眼，更主要的是“养心”，要给人以

思想的提升和灵魂的升华，要给现实以

强烈的关照。这是《风筝》最鲜明的特色。

作品中，编导非常讲究语言的锤炼和打

磨，可以说字字珠玑。这也是作品另一个

鲜明特点。郑耀先对他的弟子马小五言

传身教，有几段话可以说是郑耀先自己

心灵的道白，也是对一个共产党员信仰

的由衷礼赞。他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命

可抛，义不能绝，这个义就是信仰，这个

世界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他对马小

五还说：“如果缺少为理想献身的信念，

就等于没有灵魂。过不了这人生一课，

你可能永远不会出徒。”此时，险恶的

环境中，面对随时可能的牺牲，郑耀先

带领马小五开始吟唱《国际歌》，声音

由低转高，由二人唱转为大合唱，浑厚

的声音在整个山川回荡。这样一些设

计，让观众热血偾张，产生极其强烈的

思想共鸣。

“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风筝》尾

声中郑耀先这句声震寰宇的发问，是时

代之问，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之

问。今天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对这样如

黄钟大吕般的发问，都应该也有必要作

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这应该成为我们

观看一部作品的思想答卷。我想，这就

是这部作品在当下的重要意义。

信仰之力撼人心魄
■陈先义

电视剧《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