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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航拍中国》（第四季）近期

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通过航拍视角向

观众展示美丽中国、生态中国、文明中

国，展现新时代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化

和中国精神。

第 四 季 的 拍 摄 跨 南 越 北 、经 山 历

海，从西部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世界

屋脊到东部 3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平原，

从沿海的繁华城市到人迹罕至的三江

之源，形成了经纬度跨越较大、海拔高

差较大的拍摄过程。摄制组在前三季

积累的技术经验基础上，运用前沿拍摄

技术进行航拍，清晰地勾勒出不同区域

的宏观全景，让观众直观感受大自然赋

予不同地域的独特物境。除宏大视角

外，微观细节也得到了精心刻画。如在

《澳门篇》中，一个全景镜头将整个澳门

尽收眼底。观众能通过细节满满的镜

头，清晰看到建在楼顶的学校操场，领

略变成立体迷宫的大三巴牌坊，欣赏岗

顶 剧 院 外 上 演 的 小 玩 偶 的 有 趣 飞 行 。

《重庆篇》为表现土地得到高效利用的

发展成果，镜头划过居民楼顶的田园农

场、大排档和火锅店，划过在悬崖上开

辟的商业街洪崖洞，划过相依共生的单

轨列车和居民楼。透过镜头，观众得以

感受中华大地上蓬勃的生命力。

该季《航拍中国》既回溯过去，又聚

焦当下，在文化自信的基调中完成一场

中华文明的古今对话。如在《北京篇》

中，观众可以“飞临”首都上空，尽览故

宫极致的空间秩序、中轴线贯穿南北的

宏伟气势和现代化城市的崭新面貌，沉

浸式感受古老与现代的和谐统一。在

《广西篇》中，观众可以从花山岩画上探

寻 2000年前的人类生活，也能从 2000多

艘小渔船上感知沿海城市热火朝天的

生活气息。厚重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

相得益彰，从千年文明对话中诠释出广

西的绵延发展。该集还打造了一条空

中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路线，空中旅程

在广西百色起义纪念园驻足，缅怀革命

先烈为今日盛世牺牲奉献的历史。这

种跨越时空对话的手法，几乎在《航拍

中国》（第四季）的每一集都有所体现。

该季《航拍中国》以自然地理为横轴，

以人文历史、时代发展为纵轴，交织出视

野开阔、视角新颖的画面。前三季主要采

用平视镜头拍摄，第四季加入了俯仰镜

头、快慢镜头等，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让

观众沉浸于青海湖的四季变化、桂林山水

的烟雨朦胧、朝天门的两江汇流奇景等绝

美景色中，感受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审

美意境。《西藏篇》在拍摄喜马拉雅山脉时

使用了卫星拍摄，让观众感受到“山界之

王”威严气势带来的视觉震撼。在饱览自

然之美的同时，该季还采取了版块式、散

点串联式、递进式等不同叙事方式，讲述

各地特色人文景观，让人文历史“活”起

来。北京故宫、湖北黄鹤楼和澳门妈祖阁

等，这些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

通过内容与形式的融合，呈现了中国传统

文化在不同地域的传承与发展，让观众感

受到厚重的人文之美。

该季《航拍中国》着重围绕中国式现

代化的伟大实践，对多个地方发生的新变

化、呈现的新气象，进行了生动形象的集

中展示。从美轮美奂的北京大兴机场到

雄伟壮观的港珠澳大桥，一个个富有时代

特色的超级工程，彰显着大国实力。在用

大全景高空飞行镜头展现我国建设成就

的同时，摄制组还加入了更多超低空飞行

环摄的镜头，从辽宁锦州的凌河夜市，到

河南周口农民的麦收“大战”，再到青海玉

树的赛马盛会，观众通过荧屏体味丰富多

彩的生活，近距离感受扑面而来的烟火气

息和国泰民安之美。

纪录片《航拍中国》（第四季）以飞越

山河的轻盈姿态，俯瞰祖国绿水青山的

大美与神韵。作为一份空中影像档案，

该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也是一部激

发爱国情怀的优秀作品。

壮阔山河的美学巡礼
■胡宇萱 田 野

在中国电影音乐家的璀璨阵列中，

葛炎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星。虽然在渐

行渐远的时光里，知道他姓名的人越来

越少，但他在中国银幕上留下的动人旋

律，长久回荡在中国电影前行的宽广天

地间。

葛炎出生于上海，上初中不久就投

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 4月，在革命信

仰的感召下，葛炎背上心爱的小提琴离

开家乡，与同伴组成“上海小小流动剧

团”，经温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一边

坚持抗日宣传演出，一边向心中的革命

圣地进发。在中共党组织的关心和安排

下，剧团于当年 9 月初到达陕北。在“安

吴青训班”接受培训时，葛炎参与了多幕

歌剧《农村曲》、两幕歌剧《军民进行曲》

等演出，后又编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

第二剧团”来到延安，师从冼星海。随后

他穿越战火到达太行山区抗日一线，在

八路军 129师先锋剧团负责音乐工作。

在反“扫荡”的战斗间隙，葛炎为战

士们演奏他们熟悉的歌曲，打动了无数

战友的心。火热的战斗生活也点燃了葛

炎的创作激情，他接连写出了《保卫黄崖

洞》《祝贺》《献给临参会》等歌曲，并创作

了一部小歌剧《不当皇协军》。1941 年，

19岁的葛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抗

大”文工团音乐队队长兼指挥。抗战胜

利后，葛炎随“抗大”总校开赴东北，全身

心投入到新解放区的群众工作、土改工

作和政治宣教工作中。血与火的洗礼将

他淬炼成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

葛炎是新中国第一批电影音乐家

之一。1948 年，葛炎奉调前往东北电影

制片厂，在新闻电影《民主东北》中为 4

部短片作曲配乐，初尝电影音乐创作。

紧接着，他为电影《中华女儿》创作主题

曲。《中华女儿》于 1950 年获第五届捷克

斯洛伐克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成

为 新 中 国 第 一 部 获 得 国 际 奖 项 的 影

片。1950 年，葛炎调往刚成立的上海电

影制片厂任作曲组组长，开启了他在电

影音乐创作上的黄金时代。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先后为《南征北战》《渡江侦

察记》《洞箫横吹》《老兵新传》《聂耳》等

9 部影片作曲。60 年代，葛炎又为《摩雅

傣》《枯木逢春》《阿诗玛》等影片作曲，

对电影音乐创作中的民族风格进行了

不懈探索。后来，他还为《青春》《从奴

隶到将军》《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

影片作曲，为新时期的中国电影音乐发

展注入活力，开创了新的面貌。

在葛炎的音乐生涯中，有很多为军

旅题材影片创作的电影音乐。长期的

战斗生活实践，不仅激发他带着强烈的

使命感谱写英雄赞歌，更让他在创作中

得心应手。在为电影《中华女儿》作曲

时，受到“八女投江”英雄事迹感染的葛

炎 感 到“ 音 乐 从 内 心 自 然 地 流 淌 出

来 ”。 他 借 鉴 山 西 民 歌 激 昂 高 亢 的 神

韵，配以板胡独奏，创作了富有民族气

息的、悲怆壮烈的主题曲。在电影《南

征北战》中，为烘托敌我双方争分夺秒

抢占摩天岭的紧张画面，葛炎从《淮海

战役组歌》等歌曲中提炼音乐主题，通

过音调、音区、节奏和配器的对比，配合

画面同步切换音乐，形成强烈的视听冲

击和戏剧效果，成为中国电影音乐史上

“音画同步”的经典段落。在电影《渡江

侦察记》中，小号领奏的片头曲宏伟辽

阔，既有着百万雄师过大江不可阻挡的

气势，又仿佛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谱写

庄严序曲。影片中还有描绘军民鱼水

情的音乐，给人以抒情温暖之感。

葛炎十分重视电影音乐与电影文本

的关系，从不单一考虑自己的音乐作品，

而是根据电影剧情和人物性格构思音乐

的风格和样式，尽力达成音乐为影片添

彩于无形的艺术效果。当年刚拿到电影

《聂耳》的剧本，他就针对原剧作中提示

的音乐内容，提出中肯的意见和详尽的

修改方案，在音乐与叙事同步推进的基

础上，完成音乐的结构设计，为主人公聂

耳的形象塑造和影片的主题表达提供了

坚实的音乐基础。此后，他还参与完成

了影片《阿诗玛》的剧本创作，为其分别

创作音乐本和文学本，再将二者创造性

地融为一体。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葛

炎继续探索音乐类电影的剧本创作模

式，陆续完成了《冼星海》《逃离孤岛》等

音乐片的电影剧本创作。在影片《高山

下的花环》中，葛炎结合剧本细节，对人

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开掘。在故事展开

前，片头音乐中的小号、弦乐、圆号依次

融入，表达人民对英雄的崇敬和怀念之

情，将观众引入情节。梁三喜牺牲一幕，

音乐在他中弹倒地的瞬间停滞；当被他

救下的赵蒙生炸毁敌碉堡，弦乐才轰然

爆发出悲怆的旋律。当战斗结束、战友

清理梁三喜的遗物时，旋律转向平和舒

缓，融入战友对他的感恩和思念，不断延

展着画面张力。

导演谢晋在追忆葛炎时谈道：“他很

重视电影各部门综合艺术之间的配合。

在影片摄制前，他经常乐意花不少精力

为拍好一部影片对剧本提出意见和修改

方案，并与合作者共同探讨如何运用电

影特性的各种艺术手段来表达影片剧情

的需求，推进剧情的发展，深化主题，深

化人物，为影片达到较高的艺术质量提

出自己的设想和创意，并提供给导演作

参考……”葛炎以对电影艺术的满腔热

忱，在音乐领域不懈探索，为中国银幕留

下了一批民族风格浓郁、中国韵味浓厚、

时代特征鲜明的音乐形象。

作为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音乐家，

葛炎的音乐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

特征。他在烽火年代里迸发的热情，一

直 延 续 并 倾 注 在 他 创 作 的 电 影 音 乐

中。在一段段旋律的回声中，他和他的

音乐作品成为中国电影音乐宝库中无

比珍贵的宝藏。

深情谱写英雄赞歌
■李 果 阿 昕

近期，电视剧《勇敢的翅膀》播出。

该剧以空军轰炸机部队转型建设为脉

络，多层次描绘了中国空军为顺应改革

大 势 、续 写 强 军 新 篇 而 作 出 的 不 懈 努

力。该剧从空军轰炸机部队官兵训练、

生活起笔，讲述以秦朗、丰雷为代表的飞

行员履行使命、实现自我成长的历程，展

现他们“功到深处剑自吟”的战斗品格和

专业素养。

迅速掌握新技能并具备与新装备相

匹配的能力素质，是使命对飞行员提出

的考验与挑战。该剧由此切入，以小见

大地描写轰炸机部队转型的进程。上尉

飞行员秦朗心怀炽热军旅梦想，业务能

力强、善于独立思考。同时，他有着勇于

冒险、敢于质疑的个性。他的青春热血，

让年长的机长丰雷深受感触，觉得“血在

往上涌”。同时，丰雷扎实的理论知识和

娴熟的飞行技术、执着的信念和过硬的

心理素质也感染着秦朗。在部队转型过

程中，师徒二人一度因飞行能力不适配

新装备陷入困境，又都在热爱中不断重

塑思维观念。从一次次碰壁中，他们吸

取经验，不仅摸索出了新方法，而且有了

全新的自我认知，明确了改进目标。他

们一起驾驭新型轰炸机、挖掘新装备潜

能，共同攻克复杂特情、圆满完成任务，

二人共同成长的经历，也是这支部队跨

越式发展航迹的缩影。

在人物塑造上，该剧不仅呈现了工

作状态下军人的立体形象，也关注军人

的生活，展示他们的人生侧面。如秦朗

休息时，被关心他的战友安排数次相亲；

机关参谋谈小雅，事业心强、工作能力突

出，但在生活上却遭遇恋爱挫折；丰雷由

于不善表达，长期与妻子缺少沟通，婚姻

陷入危机。个体生活中的坎坷曲折，没

有掩盖青年军人执着的奋斗、闪光的才

华和赤诚的军旅情怀，反而让人物更加

真实、立体。

该剧主人公驾驶的某型轰炸机，作

为国之重器，是空军军事实力进步的见

证，也是守卫和平的重要力量。该剧还

实景呈现了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练兵场景

以及广大官兵的战训生活。低空飞行钻

山谷、掠海飞行、突破雷达监视实施临空

轰炸、处置空中停车重大险情等，一个个

演训场景的描绘，呈现出新时代空军航

空兵矢志强军的奋斗姿态。

该剧还对被称为“望天族”的飞行员

妻子施以笔墨，让观众从多维视角认识

军人、军嫂，使人物性格更加饱满，情感

更加充沛。该剧展现了他们从“小我”到

“大我”的价值转变，实现了个人梦想与

家国情怀的融合。

《勇敢的翅膀》立足空军航空兵群

体，书写了空军部队改革发展的铿锵步

伐，以多元艺术表现形式展示了新时代

飞行员的精神风采，诠释了广大官兵真

挚的家国情怀，绘就了一幅生动的部队

转型建设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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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

人民政府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古丝绸之

路起点陕西西安举行。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发起 10 周

年 ，丝 绸 之 路 国 际 电 影 节 经 过 多 年 探

索，已成为打造“一带一路”朋友圈的重

要平台、展示丝路文化的重要窗口和促

进丝路沿线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重

要活动。

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以“丝路

通世界·光影耀长安”为主题，以电影为

纽 带 ，吸 引 了 来 自 90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1598 部影片报名参与“金丝路奖”竞赛

单元。最终的获奖作品类型多样、题材

多元，充分显示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电

影创作水平与审美品格，为电影行业的

发展提供前行的新动力。

电影节期间，还举办了线上线下电

影展映和丰富的特色活动。多部近期创

作的丝路沿线国家的优质电影作品举行

首映式，举办西部电影周、电影推介暨评

价体系构建、《中国电影史》英文版首发

式等多项系列活动，通过深入挖掘电影

魅力，让多元的世界文明在此交流，让多

彩的丝路故事在此汇聚。

以光影为媒介，以情感为基石，以文

化为依托，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正编织

出一条演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艺术纽

带，为中国电影构建新型国际文化传播

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丝路光影耀长安
■张阿利

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海报。 主办方提供第 5691期

电视剧《勇敢的翅膀》海报。 剧组提供

纪录片纪录片《《航拍中国航拍中国》（》（第四季第四季））海报海报。。 节目组提供节目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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