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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征 副 刊

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青

春之歌》，改编自杨沫同名小说，讲述了

知识女性林道静几经磨难最终走上革

命道路的故事。1959 年，这部电影一

经上映便场场满座。

《青春之歌》海报十分简洁，以蓝、白、

黑、红为主色调，将画面分为三部分。底

部淡蓝色与该片中常作为重要意象出现

的惊涛骇浪相呼应。中部主体将林道静

的头部肖像作为表现对象，并只绘制了面

部与围巾，其余均以留白处理。画面中，

林道静乌黑的短发随风飘扬，观众顺着她

坚毅的神情，似乎可以感受到斗争的残

酷。画面上部鲜艳的红色在冷色调对比

中尤为突出。这是党旗的一角，暗喻林道

静火一般的革命热情与坚定信念。海报

将写实与写意巧妙融合，在大幅留白中留

下悠远意境，带有极强的艺术张力。

当时正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

的秦龙接到设计海报的任务后，多次研

究原著与电影，几经改稿，最终选取林

道静进行入党宣誓时的画面场景进行

创作。他将电影中林道静对着党旗宣

誓的两个镜头组接成一幅画面，标志着

主人公思想的成熟，点明了为共产主义

事业奋斗到底的主题。

2005 年，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庆

典活动中，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流金

岁月》的录制现场以该海报为背景，足

见其在影史、观众心中的位置。

青春在奋斗中闪光
■游超艺

近期，一部聚焦中国粮食安全、揭

秘“中国饭碗”的纪录电影——《大国粮

仓》，在全国公映。该片紧扣“如何解决

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一论题，围绕垦

荒造田、种子与水利、农民与土地的生

产关系变革、粮食安全等多个论点，通

过详实生动的史料，让观众了解到新中

国成立以来国人从“吃得饱”向“吃得好”

“吃得美”“吃得健康”的历史性转变。

《大国粮仓》的一大亮点是大量运

用了航拍镜头。航拍视角下的恢弘视

野，赋予了该片一种史诗基调。比如，

多架无人机组成梯队飞跃在广阔的稻

田上喷洒农药、数辆智能收割机一字

排开驶过金黄色的田野、近百个圆柱

形储粮罐体紧密耸立……这些画面不

仅鲜活反映和呈现了党和国家制定的

粮食安全的各项方针政策、战略部署，

还展现出一个个普通劳动者在保障粮

食供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奉献。这

种诗意与历史感并重的画面表达，直

击观众心灵。

片中，有一处航拍镜头定格了动

人一幕：辽阔的田野中，“乡村振兴”几

个大字字体遒劲，令人振奋。这是心

灵手巧的庄稼人播下种子长出来的

“乡村振兴”，是用水稻描绘的一幅稻

田画。“在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

有确保粮食安全的良田沃土，有不断

改革发展的惠农政策……”这部电影

让观众从另一个层面感受到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从解决温饱问题到

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与

使命情怀。在田野里茁壮生长的“乡

村振兴”，令观众回味无穷。

《大国粮仓》的“大视野”呈现，给我

们带来“大格局”的观感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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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

1952 年，巴金率中国文联组织的

赴朝鲜创作团队深入抗美援朝战争的

前线采访。1961 年，巴金中篇小说《团

圆》发 表 在《上 海 文 学》，社 会 反 响 强

烈。1964 年，由该小说改编的电影《英

雄儿女》上映。此后，《英雄儿女》及其

主题曲《英雄赞歌》，成为我们心中的

经典光影记忆。这部影片的海报也极

具艺术感染力。

这张电影海报是一幅水粉画，由著

名军旅画家江平先生绘就，手法细腻、

风格写实。海报突出了影片中王文清、

王成、王芳三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

层次安排恰到好处，画面布局错落有

致。手握步话机的王文清是志愿军指

挥员的代表，手握一捆冒着浓烟的手榴

弹的王成是志愿军战士的写照，手握钢

笔陷入沉思的王芳是战地文艺工作者

的缩影。海报中人物的表情、神色，也

细腻传神，极具情感张力。战争的艰苦

与残酷、战士要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

气概，也通过他们的神情被展现得淋漓

尽致。

海报的设计，充分运用了对比的

艺术手法。海报顶端的王成形象，代

表着战争中志愿军战士的英勇无畏、

不怕牺牲。海报的主体部分，融合了

父女亲情和后方的坚守与奉献。整幅

海报设计精美，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和收藏价值。

永远的英雄礼赞
■韩延哲

近期，首部聚焦湘商、呈现近代桐油

商人精神风貌的电视剧《一代洪商》在央

视八套播出。该剧以洪商刘杨两家三代

的故事为缩影，映照出在民族危亡的时

代背景下中国商人的家国大义。

回眸商道题材电视剧，如《东方商

人》《大宅门》《大染坊》《玉碎》《乔家大

院》《闯关东》《新安家族》《青岛往事》

《那年花开月正圆》等，反映了中国近

代史上晋商、浙商、鲁商、徽商、秦商、

湘商等商帮故事和人物群像，描述了

盐业、油业、印染业、医药业、珠宝业、

煤矿业等民族工商业的兴衰荣辱。纵

观这些剧作，其在价值观传递、传奇叙

事、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均表现出鲜

明创作特色。

行商万里，兼济天下。这些电视剧

将人物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脉的紧密

联系，将商人、商帮的创业史置于中华

民族近代奋斗史的视野之下，强化了叙

事的历史、文化、现实内涵与价值，展现

出商道题材电视剧的中国气派。比如，

在《玉碎》中，精明却又仁义的玉器行老

板赵如圭在大义面前与日本侵略者顽

强抗争，彰显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民族气节；在《青岛往事》中，三兄弟

在商场闯荡中经历了分家等种种矛盾，

但在动荡的时局中毅然决然选择兄弟

同心，给日本商人沉重打击。在《一代

洪商》中，刘云湘那句“我洪江商人，做

的是手艺，凭的是良心，守的是信义”，

也有力地表达出中国商人经商济世的

底气与胸怀。

这些剧作将中国古典文学“传奇”

叙事与“商战”“创业史”叙事模式巧妙

融合，其中有不少讲述主人公跌宕起伏

的人生境遇、荡气回肠的英勇壮举、牵

动人心的儿女情长及其与对手商战中

的冲突博弈、与内外敌对势力的矛盾斗

争等，形成了荧屏“商道”传奇叙事方

式。比如，《新安家族》以三大家族为争

取民族自强而与列强资本展开殊死搏

斗为线索，三代徽商在坎坷悲壮中续写

人生传奇。《一代洪商》开篇便在众人期

待的祭典中以一场“假油事件”拉开商

场交锋帷幕，继而在洪商与军阀、官员、

洋人、日本间谍、土匪、奸商等势力的矛

盾冲突和复杂纠葛中，展现历史洪流。

在营造、烘托主人公的传奇色彩、展

现其大开大合人生的基础上，这些电视

剧还着力表现人物身上闪耀着的大智大

勇、大仁大义、大善大美，从而在传奇笔

法中描摹人物的精神之美。《大宅门》中

顶天立地、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白景琦，

《大染坊》中目不识丁却胆识过人的陈寿

亭等，这些电视剧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

肉、有情有义的中国商人形象。《一代洪

商》中洪商代表人物刘云湘，外表硬朗潇

洒、内心宽厚仗义，在行业困境与民族危

难中总能挺身而出，令人敬佩。

总的看，上述这些剧作将中国近代

商人、商帮所秉持的经营理念、行业宗

旨贯穿始终，着力刻画其义利观、荣辱

观的确立与发展，讲述了家国天下一体

的商人风骨。正如《一代洪商》大结局

中刘云湘所说：“无论遭遇了什么艰难

曲折，他们都没有丧失骨气。也许后代

会忘记清代底油（剧中洪商先人传下

来的一桶优质桐油），但是他们会记得

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位潇湘儿女！”

人生传奇与家国大义
■陈 寅

虎年春节档，有两部影片既叫座又

叫好，那就是军事题材影片《长津湖之

水门桥》和《狙击手》。这两部军事题材

影片都是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回想

近年来国产优秀军事题材影片创造的

亮眼成绩，其中有很多话题值得我们认

真探讨。

一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电影在塑造民族英雄艺术形象上具有

天然的优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讴歌

民族英雄，精准对接广大影迷的文化需

求，是近些年军事题材影片叫座又叫好

的重要原因。

军事题材影片，在世界电影史上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作为一门综合艺

术形式，电影在表现战争题材方面有

着独特优势，贡献了众多让人印象深

刻的影片。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军事题材

影片，或者带有战争背景的影片，占有

重要的一席之地。特别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国电影人为我们贡献了《南征

北战》《董存瑞》《地道战》《地雷战》《上

甘岭》《英雄儿女》《小兵张嘎》《奇袭》

等一大批堪称经典的军事影片，深受

广 大 观 众 喜 爱 。 影 片 宣 扬 的 爱 国 主

义、集体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培塑了

人们的价值观，彰显了军事文化的传

播力和影响力。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军事题

材电影创作也进入了新的繁荣发展时

期，涌现了《血战台儿庄》《大决战》《高

山下的花环》《南京大屠杀》《红高粱》

《集结号》等一批电影佳作。进入新时

代，影迷们期待涌现更多更好的军事题

材影片，不断提升中国军事题材影片的

审美层次，提升军事题材影片在中国影

坛乃至世界影坛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长津湖》《悬崖之

上》《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等影片

应运而生。

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抗击侵略的历

史，是一座创作军事题材电影的富矿。

抗美援朝战争中，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在严酷环境下，凭着钢铁意志和

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奋勇杀敌，打出

了军威国威，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

铭记历史，讴歌英雄，高扬爱国主义旗

帜，展现家国情怀……这些都是当下电

影创作责无旁贷的担当，也是观众的期

待。

二

近两年来上映的军事影片之所以

为广大影迷们推崇，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这几部电影的导演都是由中国第五

代导演担纲的。第五代导演在中国电

影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群体。有

人认为，第五代导演正是崛起于军事

题材影片，或者说，他们正是靠拍摄军

事题材电影，才奠定了自己的艺术地

位。确实，当年诞生的《一个和八个》

《喋血黑谷》《大阅兵》等军事题材电影，

都是第五代导演产生广泛影响的标志

性作品。

近些年来，第五代导演中的很多

人再次回到军事题材电影创作，为我

们奉献了兼具“优美 ”和“崇高 ”的作

品，《长津湖》《悬崖之上》《长津湖之水

门桥》《狙击手》等影片就是其中的代

表之作。

1982 年前后陆续毕业于北京电影

学院的第五代导演群体，在文化观念、

审美旨趣和创作风格上，带有某种共

性特征。比如，有较为深厚的生活积

淀和较为强烈的主体意识，既遵从传

统 又 有 所 创 新 ，有 领 风 气 之 先 的 追

求。这些特点均体现在他们新近推出

的军事题材影片当中，并且融入了新

的变化和元素。

毫无疑问，打造电影艺术精品，电

影导演发挥着关键作用。如何通过电

影语言叙述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

不同的导演有着不同的视角。然而，《长

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等影片的共同

之处在于，既有气势恢弘的战争场面，又

有紧张激烈的情节、丰富深入的细节，

“以小见大”地再现了志愿军战士保家卫

国、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精神，使当下长

时间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能从观

影中掂量出和平的价值。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叙事风

格和审美追求，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

由之路。我们当然需要大场面、大制

作、大手笔拍出来的大片，同时也需要

小场景、小人物、小切口却直击灵魂的

“小制作”。谍战片《悬崖之上》讲述的

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共产党特工小队，

在执行“乌特拉”秘密行动时，与敌人

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讲述抗

美援朝战争“冷枪冷炮”运动中神枪手

群体事迹的《狙击手》，向我们展示志

愿军官兵在残酷的狙击战中，在武器装

备极端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运用灵活

机动的打法与技巧，完成了任务和使

命，写就了一段热血传奇。这两部影片

讲述无名英雄的信仰与牺牲的故事，剧

情跌宕起伏，既有人文关怀，也有家国

情怀和民族大义，开拓了战争片“以小

见大”的叙事形态新空间，成功将个体

情感叙述、群像英雄塑造和国家精神彰

显完美融合。

三

一般而言，一部经典影片需要具

备 较 强 的 思 想 性 、艺 术 性 和 观 赏 性 。

曾几何时，我们不少电影在思想性和

艺术性方面水平不低，但在观赏性方

面略显不足。要想让影片做到叫座又

叫好，补上电影观赏性的短板势在必

行。可以看到，《长津湖》《狙击手》等

军事影片，在观赏性上达到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高度，令观众拍手叫好。

今天，我们需要更多新生代导演的

涌现，需要审美追求和观赏理念的更

新，更需要影视后期特效制作技术的发

展。提高军事影片观赏性，离不开高水

平的影视后期特效制作技术。在上述

几部军事影片中，我国影视后期特效制

作技术功不可没。据悉，仅《长津湖》一

部影片，就有 80多家特效公司参与后期

制作，其中有不少是我国近些年才成长

壮大的团队。

经典军事影片需要聚集优质的电

影创作资源。反过来，在创作拍摄优质

的军事影片过程中，我国电影工业化水

平也获得了长足进步。在这种良性互

动中，我们不仅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坚定了发展壮大中国电影

事业的自信，也看到军事题材影片更加

繁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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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军事题材影片——

新的春天已经开启
■谷稻地 晋 蒙

新片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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