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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温

西双版纳是镶嵌在云南省南端的一
颗明珠，以美丽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和少
数民族风情著称。将西双版纳傣家人生
活搬上荧幕的电视剧《让我听懂你的语
言》在CCTV-8播出后吸引了许多观众
的目光。“外面的人来到西双版纳，有可能
爱一阵子，有可能爱一生……”剧中唯美
而又纯净的西双版纳自然风光、当地传统
文化、傣家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哲
学等内容让不少观众深深迷恋。

这部电视剧将西双版纳的田园景色
和民俗风情融入原有的爱情故事框架
中。主人公徐浩宁在西双版纳的泼水节
中爱上一位善良的傣女玉波。他走进傣
族传统村落曼掌村后便喜欢上了傣家人
的谦卑朴实和傣族的历史文化，于是决定
留在西双版纳发展自己的事业，把开发项
目融入当地动物和热带雨林的保护中。

电视剧最开始就为观众缓缓揭开西
双版纳如诗如画的面纱：山峦叠嶂在云
海中若隐若现，碧水群山间掩映着世外
村寨，大自然的美丽在天地间流动。随
着故事的推进，观众走进了傣家人的村
寨，一幢幢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竹楼坐
落在翠竹蕉林中，形式多样的傣族舞蹈
展现了傣家人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品
质，轻盈淡雅的装束让傣族女子更显绰
约秀丽……神秘的傣族医术、颇具灵性
的野生大象、依靠传统技术种植的生态
茶园、对大自然充满敬畏之心的傣家人
等剧情的呈现，让观众好似感受到西双
版纳扑面而来的柔和清风。该剧没有局
限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上，还讲出了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不能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最终曼掌
村保留住了稻田，开发出稻田农庄生态
旅游项目，实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的双赢局面。随着电视剧的热播，相信
将会有更多观众想要走进西双版纳。主
创人员表示，希望游客走进这片净土时
能尊重当地习俗，保护美好的生态环境，
用心聆听当地的“语言”。

电视剧《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感受民俗风情之美
■万 鑫

重温老电影，总能找到儿时记忆里
的感动。夕阳还未完全落山，白色的幕
布就已搭好。电影放映前，村子里的人
都出来了，有的拿着小板凳提前占好位
置，有的隔着人群踮脚张望，气氛比过
年还要热闹。如今看来，老电影的制作
虽然不如现在精致，在声光影的呈现上
难以与现在的电影相提并论，但流畅的
叙事和质朴的情感，每次看完都让人产
生难以割舍的怀旧情结。最近我又重
新看了拍摄于 20世纪 60年代初的长征
题材影片《金沙江畔》。电影主要讲述
了 1936年红军某部在长征途中到达金
沙江畔，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团结藏族
同胞、通过藏区继续北上的故事。

影片开始，敌人伪装成“红军”抢劫
藏族土司桑格的女儿珠玛，妄图挑拨桑
格和红军的关系。在半路上，珠玛被
红军救出。敌人又抢先潜入藏区，声
称珠玛已被红军所杀，并向桑格提供
弹药武器。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红
军指导员金明带着一个班护送珠玛回
家，在山口遭到敌人阻击。在部队抵
达藏区严重缺水的情况下，金明冒险
上山与桑格谈判，讲清事实真相。但

桑格仍有怀疑，派亲信查看虚实。桑格
派去的亲信在下山途中遭到敌人暗算，
带伤来到红军驻地……最终，珠玛带着
红军沿桑格亲信告知的小路赶到家里，
戳穿了敌人的诡计。珠玛是整个故事
开展的核心线索，在她与红军的接触
中，我们能看到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
族政策：在藏族同胞受敌人蒙蔽时，
红军一直在努力沟通；没有粮食时，
红军始终坚守群众纪律，宁愿吃野菜
也绝不拿藏族同胞的一针一线……珠
玛深深地被这支部队的行为所感动，为
了让红军战士不挨饿，甚至用枪打死自
己心爱的白马，这是影片最打动人的场
景。故事的最后，红军获得了藏族同胞
的信任和拥护，他们在雨中为北上抗日
的红军送行。

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曲折紧张，
感染力强，不仅塑造了金明、老班长、
政委等红军指战员信念坚定、不畏强
敌的英雄形象，而且用镜头展现了藏
区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进一步增
强了影片的艺术性。通过这部老电
影，观众能够追忆起红军时期党的民
族政策，更能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带领各民族一起奔向幸福生活的决
心。每一次重温经典的黑白老电影，
总能汲取有关生活与工作的养分，让
前行的脚步更加坚实。

电影《金沙江畔》—

追忆长征故事
■梁 伟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少数民族题

材电影有着重要地位。1949年至 1965

年，以《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五朵金

花》《芦笙恋歌》《阿诗玛》《山间铃响马帮

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少数民族题

材电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记忆，在

当时创造了空前的观影纪录。今天，获

得极高口碑与票房的纪录电影《远去的

牧歌》再次将观众的目光拉向少数民族

题材电影。《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

改革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支持少数

民族电影事业发展”。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具有蓬勃的生

命力，可待挖掘的故事素材还有很

多。少数民族的历史悠久，风俗各异；

他们的音乐舞蹈极具民族特色；生活

环境有不少处在雪山草原、大漠高原

等地区，为电影镜头的呈现提供了广

阔的视觉空间。其中，战争主题在风

格多样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占有特

殊地位。

回顾以战争为主题的少数民族题

材电影，有许多经典作品给我们留下

深刻印象。1959年由八一电影制片

厂推出的电影《回民支队》是庆祝新

中国成立 10周年献礼影片之一，影片

以回民支队的成长为主线，讲述了抗

日英雄马本斋带领乡亲们英勇抗击

日寇的故事，具有较为浓郁的民族特

色。与此类似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还有很多。电影《嘎达梅林》反映了

20世纪 30年代蒙古族勇士嘎达梅林

率领各族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

军阀、封建王权的英雄事迹，影片中

千军万马在广阔草原上的厮杀场面，

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体验。电影《悲

情布鲁克》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以

后，蒙古族牧人为保卫自己的家园、

英勇抗击日寇的感人故事。情感纠

葛和战斗经历这两条线索互相交织，

让叙事情节曲折饱满。电影《红河

谷》以 20世纪初的西藏为背景，演绎

出一段汉藏儿女并肩抗击英军侵略

者的英雄传奇。这部电影以油画般

浓厚雄壮的镜头展示了青藏高原的

绝美风光和古朴的民俗风情，生存与

死亡、自由与战争、文明与野蛮等冲

突表现了少数民族同胞不畏强敌、誓

死保卫家园的民族气概。《嘎达梅林》

《悲情布鲁克》《红河谷》等电影就如

同可歌可泣的民族诗篇，给观众以深

深的震撼。亲情、友情、爱情交织于残

酷的战争中，在真实展现民族性的同

时，也成为歌颂民族精神、弘扬爱国情

怀的重要载体。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凭借其在服

饰、音乐、语言、地域等方面的民族特

质，深受大众喜爱。其中的战争主题

电影更能展现出深沉厚重的家国情

怀，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在新时代

的银幕上，期待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能

够从深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中挖掘出

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好故事，为中国

电影市场增添活力。

烽火中的家国情怀
■咸秀忠

电视剧《让我听懂你的语言》剧照

电影《金沙江畔》剧照

茫茫雪域，在陡峭嶙峋的山峰之
间，一队举家迁徙的草原游牧民在呼啸
的寒风中艰难跋涉……自然环境的极端
恶劣与草原游牧民的转场之路交织碰
撞，纪录电影《远去的牧歌》从一开始
就用这段史诗般的人畜迁徙场面震撼着
观众。这部讲述新疆牧民四季转场的纪
录电影《远去的牧歌》在全国各大院线
热映后，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场
面恢弘，风景优美，对于‘转场’的记
录特别具有文献价值”“在泪水盈盈中
看完电影，最震撼，最动人”……纪录
电影《远去的牧歌》为观众呈现了哈萨
克族牧民四季游牧转场的盛景奇观，揭
示了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一个草原游牧
群体的时代变迁。

电影以胡玛尔和哈迪夏两家人的
游牧转场经历为主要线索，通过冬春
夏秋这四季的轮回迁徙，以富有哲理
的意境化处理、散点式的叙事方法再
现了世代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

迁徙的壮观景象。摄制组历时 3年筹
备、拍摄，最终让观众看到了草原牧
民四季转场游牧的珍稀影像，被称为
“对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全景式抢救
性记录”。

影片采取了全景式的表现手法，再
现了哈萨克族牧民从 20世纪 80年代开
始的四次季节交替时的转场，真实还原
了他们辗转迁徙的人文景象。每一次
转场都意味着要携带全部家当迁徙，为
了给牛羊提供优质的牧草，为了躲避肆
虐的暴风雪，为了能够在草原上繁衍生
息，哈萨克族牧民们在千年牧道上书写
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游牧传奇。浩浩
荡荡的转场队伍在广袤无垠的草场牧
道上前行，牧民们成群结队、扶老携幼，
用牛、马、骆驼等驮起全部家当。此刻
苍鹰舒展双翼在蔚蓝的天空中翱翔，小
伙子骑着骏马驱赶羊群，绿草如茵风景
如画……然而，当这种诗意的呈现与遇
到的困难作对比，更让人感到草原游牧
生活的艰难。在第一次转场中，牧民们
遇到了罕见的暴风雪，他们在高山峡谷
中艰难穿行。马背上的孕妇突然临盆，
只能用几匹骆驼和几块毡布围成产房，
风雪与婴儿的啼哭声交织在一起，胡玛

尔的孙女博兰古丽降生，而哈迪夏的丈
夫哈山却在风雪中失踪了，坚强的哈萨
克族牧民在大雪封山前终于成功闯过
老风口。在另一次转场中，牧民们需要
穿过一段危险的山路，胡玛尔的独子阿
扎提为了救哈山的儿子巴彦，不幸掉下
山崖。遇到野狼、羊群得了羊癣病、母
骆驼难产而死……这些只是无数次转
场中苦难的缩影，可是在险境面前，淳
朴的牧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选择保护
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转场的艰辛并不
妨碍牧民们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
转场前，哈迪夏家的毡房上结了一个燕
窝，里面有几只嗷嗷待哺的小燕子。胡
玛尔把毡房的毯子和燕窝剪下来，放在
马桩上。哈迪夏向空中撒着玉米粒，祈
祷着“但愿明年还能见到燕子”。这个
细节生动体现出哈萨克族对大自然的
崇敬和热爱。牧民们在一望无际的草
原上庆祝纳吾鲁孜节，他们身着民族盛
装欢聚一起，在乐声中翩翩起舞。当得
知博兰古丽考上中央民族大学后，全村
人载歌载舞，庆祝村里出了一名大学
生，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他们之间真诚
质朴的情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悠扬的牧歌逐

渐远去，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方式也
在改变。摩托车、小汽车的大量出现
改变了牧民的出行方式，许多牧民选
择了到外面的大城市打拼，但他们对
草原的热爱始终不曾改变。羊皮别克
靠做卖羊皮生意发家，当他提出让牧
民养殖山羊获取羊绒赚钱时，哈迪夏
果断拒绝，因为山羊的碱性粪便会破
坏草原的土质。一些人在牧区挖起了
冬虫夏草和贝母，被胡玛尔大声呵
斥。他们的对抗表现出对草原生态的
担忧与不安。“马走千里，马走万里，
总会回到拴马桩那里”“树没了，鸟就
不来了，鸟不来，蝗虫就多了，蝗虫
多了草就没了，草没了，羊吃什么？”
牧民对草原的认知蕴含着智慧，带给
我们关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思
考。此外，牧区以外的世界让传统的
哈萨克族牧民感到困惑。羊皮别克开
起了旅游山庄，游客络绎不绝。“城里
人真是的，不看风景，却来买东西”
“喝一碗马奶子也要花钱”“过去听都
没听过的事，这都是怎么了”……胡
玛尔的这些疑问也体现出牧民们对周
围环境变化的思考。伴随着定居兴牧
工程的实施，尽管对过去充满依恋，

哈萨克族牧民们还是遵循国家的政策
和现实的要求，移居新建的牧民新
村，“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在最后
一次转场中，胡玛尔放飞自己的猎
鹰，任它回到自由的天空，告别了过
去辗转迁徙的生活方式，“不管在哪
儿，我们都要往前走”。影片的结尾，
牧民们乘坐汽车集体迁往牧民新村，
胡玛尔拿着哈山的马鞭骑着马，向着
阳光奔去，向着充满希望的新生活奔
去，给观众留下了很多温情的感动。

整部影片生动描绘了哈萨克族牧民
从游牧迁徙到定居生活的历史长卷，震
撼呈现出他们气势恢宏的转场画面。为
了将这段游牧传奇用原生态的方式刻画
出来，影片全部起用非职业演员，前后
动用各类牲畜三十余万头，通过生活状
态的真实演绎和壮美风光的自然展示，
让每一帧画面都具有令人难忘的美感。
辽阔的草原美景，明净的湖泊河流，淳
朴的草原牧民……美好的事物留给我们
深深的感动和眷恋，告诉我们从何处
来、又该往何处去，或许就像骑着马奔
向太阳的胡玛尔，如同一束光融入远去
的牧歌……

图片制作：孙 曦

纪录电影《远去的牧歌》—

再现草原游牧文化变迁
■李诗鹤 刘 娟

雪夜无声，纵横斑驳的深山老林在
微亮的晨色下略显清晰，一队队迷彩纵
跃在林海雪原的茫茫白色之中，只有脚
步踏雪的“低语”回响在天地之间……
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某部官兵在乌苏
里江地区极限训练现场以“随军”的方
式进行跟拍，历时一个月将所拍素材制
成微电影《雪原前行》，受到官兵广泛好
评。
《雪原前行》开篇以凌晨4点的雪景

为切入点，辅以远近景结合的方式，通
过“鼓胀的背囊”“深浅的脚印”“白色的
哈气”等几个动态画面，将雪地山林行
军的困难展现出来。随后，镜头紧跟队
伍，以特战队员为第一视角进行雪地行
军的拍摄。在大雪中，官兵克服山路陡
滑，以最快速度冲向山顶。镜头离队员
脚步很近，溅起的雪花不停拍打在镜头
表面。在冲刺过程中，烟幕弹、爆震弹、
催泪弹不停地在雪林中炸响，更增添了
紧张感和节奏感。不少队员在到达终
点后累倒在地，有的队员直接躺在了厚
厚的积雪上，还有的队员由于不想在镜
头前露出疲态，一边喘气一边躲闪着摄
像师，这些真实的画面让许多官兵产生
共鸣，也让官兵对于雪地长途行军的艰
难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在雪山里进行录制，摄影设备几次

冻得不听使唤，电池一天换了好几块，手
也冻得通红，但是为了找一个最佳角度

拍摄，我们扛着设备抢先爬到更高的山
顶。为了拍摄一个精彩镜头，我们有时
候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说到拍摄
过程，摄影组成员杜国宁眼中满是自
豪。只有真正地了解特战队员，与他们
感同身受，才能拍摄好他们。摄影组在
行军途中通过与特战队员们近距离交
流，倾听他们的故事，更加了解了特战
队员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及内心世界。
本着“镜头直追，原汁原味”的创作理
念，摄影组将“飞雪遮镜”“跪地爬行”
“画面颠簸”等镜头保留了下来，让观影
官兵能够身临其境。

影片策划人徐德锋介绍：“训练就是
打仗，真实环境就是战场。我们以官兵
的极限长途行军训练为主线贯穿全片，
以林海雪原恶劣条件下队员克服艰险、
迎难而上的感人细节作为渲染，意在彰
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让
更多官兵受到感染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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