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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铸山河，英雄永不朽。日前，根
据赣南中央苏区“八子参军”真实事件改
编的主旋律电影《八子》正在全国各大院
线热映。血浓于水的兄弟情、生死与共
的战友情、深沉质朴的母子情，在惨烈的
战争背景下愈发显得悲壮而厚重，让观
众禁不住落下眼泪。很多观众观影后纷
纷留言：“电影特别震撼，这就是历史，
无数烈士用鲜血换来山河安稳”“当下的
年轻人应该好好了解历史，我们要倍加
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

作为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战
争题材影片，电影《八子》将故事内容聚
焦在1934年赣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
剿”的战场上，杨家八个儿子悉数参军，
先后有六人阵亡，只剩下大哥杨大牛和
幼弟满崽。最终，他俩和战友们与敌人
血战到底，直至牺牲。影片的原型取材
于瑞金市沙洲坝镇七堡村一位名叫杨
荣显的老人，上个世纪 30年代，他将八
个儿子全部送上战场，留下了“八子参
军”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而在当年的
赣南革命老区，“父送子、妻送郎，父子
一同上战场”的悲壮事迹还有很多。

影片中，满崽找到了大哥杨大牛所
在部队，得知了六个哥哥牺牲的消息。
成为哥哥排里的新兵后，满崽在枪林弹
雨的战场上很快淬炼成为一名勇敢的
战士。在最后的“吊桥大战”中，为了确
保主力部队安全撤离，排里唯一幸存下
来的满崽成功炸毁吊桥，阻断敌人的追
击，与哥哥一同牺牲在纷飞的炮火中。

影片的结尾处，微风吹过金黄的麦浪，
一位白发苍苍的母亲在村头的树下守
望儿子的归来……这种视觉反差极大
的对比，让故事更显荡气回肠，直接触
碰到观众的情感泪点。

这部影片采用了半纪实式的影像
风格，叙事节奏极快，再现了当年红军
浴血奋战的场景。近身肉搏的白刃
战、巧妙灵活的奇袭战、冲突激烈的遭
遇战……创作团队将硝烟弥漫的战场
刻画得极为真实，画面极具现场感。在
将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呈现给观众的同
时，影片穿插了很多温情的回忆细节，
母亲为年幼的孩子缝制红色肚兜，八个
兄弟在小时候一起结伴玩耍……战友
情、母子情、兄弟情这种三线并叙的结
构，让影片极富感染力。导演高希希介
绍说：“战争只是这部电影的外壳，在更
大的角度上它讲的是母子、兄弟之间真
挚感人的爱，是我们内心都需要的感
动。”此外，影片为了达到真实恢弘的
效果，密林河滩、山谷悬崖等镜头采用
全实景拍摄。阵地上，由于弹药短缺，
红军战士只能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在
艰苦的阵地里，红军战士只能吃红薯
充饥……很多细节都尽可能还原历
史，展现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如今，虽然战争的硝烟散去多年，
但通过电影《八子》对那个战争年代的
燃情呈现，让我们明白了，今天的和平
生活来之不易，那些为新中国献出宝贵
生命的烈士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电影《八子》—

为有牺牲多壮志
■吴 昊 杨从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戈壁军营
当兵，担任放映员。1990年八一建军节
前夕，我们几个放映员随团首长去蒙古
族牧区慰问，慰问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给牧民们放电影。

部队驻地离牧区较远，当时交通
十分不便，附近方圆百八十里都没有
人烟。那天一大早，我们迎着朝阳、披
着彩霞便出发了。两辆吉普车在空旷
的大漠一前一后飞驰前行，车后拖着
长长的尾尘。大漠一路壮美一路景，
我们一路欢歌一路行。由戈壁滩渐进
到稀疏草原，眼前出现了一片一片浅
浅的青草，大地现出了绿色的生机，不

远处隐隐约约有了毡房和牲畜。来到
近前，原来是一户牧民人家的住地。
我们来得真巧，正赶上主人家办喜
事。得知我们是来慰问当地牧民的，
还要放电影，牧民们特别高兴，把我们
迎进帐篷，献上新鲜的羊肉、牛奶与陈
酿的美酒，与我们一起载歌载舞，共贺
子女新婚大喜。

我们不敢在这里耽搁太久，因为离
目的地乡政府还有不少路程。我们留
下米、面、油、菜等慰问品后，便与主人
匆匆作别，继续驱车前行。当天黄昏时
分，我们到达乡政府驻地古日乃。虽然
是乡政府所在地，其实只有十来户常住
牧民。

我们早早在乡政府的院子里选好
位置，架起电影机，撑好银幕，反
复调试检验，把一切都准备妥当。

牧民们早已奔走相告，三三两两地
拿着凳子来到院子，好奇地瞅着我
们摆弄电影机。几个大胆点的蒙古
族姑娘还略带几分羞涩地主动问这
问那。

天黑后，早已来了许多群众，乡
领导简短地做了致辞。在一片掌声
欢呼声中，电影开场了，放映的是一
部幽默诙谐的喜剧片。当时的牧民
群众很难看到电影，男女老少个个看
得十分“入戏”，随着影片的故事情节
笑得前仰后合，让整个乡政府院子成
了欢乐的海洋。看到淳朴可爱的牧
民开心地笑着，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和自豪，仿佛自己成了送欢乐到基层
的乌兰牧骑文艺轻骑兵。那夜的草
原星光灿烂，那夜的草原欢歌笑语，
那夜的草原温暖如家。

给牧民放电影
■张广才

电影《白河警事》是一部反映基层

派出所民警生活的影片，集中表现了在

老警察的带领下，年轻基层警察的成长

经历，展现了新时代警民之间的深厚情

谊。

这部影片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

义，深刻反映了“人民警察为人民”这

一根本宗旨。影片中，刑警出身的李强

被派到地处偏僻的三岔镇当派出所副所

长，这种身份的转变让他难以适应，但

老所长王英连的出现让他产生了很深的

触动。由娜仁花扮演的老所长王英连，

一辈子为村民办事，在一次办案中旧伤

复发，住进了医院。在老所长的精神感

染和耐心教导下，他勇担重任，和派出

所的同事共同履行职责，连连破案，屡

立战功。影片通过民警为老百姓解决生

活中的小事情，为我们深刻阐述了“爱

民”这个主题。

《白河警事》最难得的是能够真实

完整地将公安题材作品展现在观众面

前。而且，该片的人物塑造生动立体，

情节跌宕起伏，情感层层递进，引起观

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电影《白河警事》—

展现爱民情
■马天宇

微电影之“微”，主要体现在电影

的时间短、展现的事件小、表现的人物

少。正是因为“微”，电影的情节更加

紧凑，观众的注意力也更加集中。优秀

的微电影必须注重细节，应该从剧本选

择、剪辑制作、音乐带入等三个角度打

磨作品。

选择剧本要确保故事耐人寻味。

微电影剧本短小精悍，可以着重刻画

一个微小的冲突情节。纵观现今基层

部队摄制的微电影，其剧本冲突大多

比较单一，缺乏纵深感。故事应在不

断地冲突、斗争、克服障碍的进程推

进中解决冲突，使微电影更为生动、

丰满。

音乐带入要有“情”字，强化电影

表现张力。电影是音画艺术，电影音乐

是重要的表达形式。音乐主题应当匹配

故事发展、矛盾冲突、高潮布局，凸显

微电影的主旨；用音乐烘托心理活动、

表现精神面貌，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

动人。恰到好处的音乐主题可以辅助推

进剧情发展，为跌宕起伏的故事矛盾做

好氛围铺垫。

剪辑制作应确保影片立体饱满。

剪辑是对微电影创作意图和艺术构思

的直观体现。导演应当预先明确创作

目的，制定出完整详尽的拍摄剧本，

同时全程参与拍摄活动，为后期的剪

辑把握标准。镜头的编剪、组接，应

当体现创作意图和艺术构思。创作者

要不断打磨音乐、对白、音响片段的

套剪及混录效果，让官兵从视觉、听

觉上全方位地投入到电影故事之中。

把握微电影之“微”
■陆宏伟 刘 洋

微 影

微 言

微电影《伞花逐梦》剧照

董文杰提供

电影《白河警事》剧照

电影《八子》剧照

6月的上海，从浦东的摩天大楼，到

静安的街巷里弄，似乎处处都涌动着热

闹氛围。这份热闹，不仅是因为夏日的

缤纷热烈，也来自于第22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火热爆棚的人气效应。电影节上，

有飘过红地毯的星光璀璨，有竞逐各类

奖项的欣喜荣耀，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电影艺术家、创作者、产业代表等众多

精英人士的风云对话。

生于上海、长在中国、面向全球的

上海国际电影节，近年来在坚实的创新

发展中，正以其愈加广泛深远的专业影

响力和权威性，不仅成为促进中国电影

产业发展的助推平台，更成为一场全球

电影人交流合作的欢聚盛会。聆听这

场盛会的声音，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现实

挑战、发展趋势、战略布局，或有一些深

刻洞见和启迪意义。

2008年至2018年，中国电影总票房

由 43.41亿元一路飙升至 609.76亿元。

影院银幕数量超过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

位。2018年，中国的总观影人次达到

17.16亿人次，超越北美，位居全球第一。

从放映设施到市场规模来看，中国已然

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大国。但中国电影

要从量变到质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去年10月开始，国家相关部门开

展专项行动，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

对影视产业进行正规整治，从而优化中

国电影市场环境，推动电影产业步入健

康发展、稳健提升的轨道。回顾近年的

电影产业发展状况，腾讯影业首席执行

官程武表示：“整个电影行业正在经历

一场深刻变革，电影产业的增速在放

缓，而且面临不小的挑战。中国电影产

业要由大变强，最关键的还是要回归到

内容和品质上。制作出优秀的电影作

品，是整个电影产业发展壮大的根基。”

纵览全国公映的电影，那些票房、

口碑靠前的优质作品，其出品方大多有

着中影集团、上影集团、腾讯影业、博纳

影业、光线传媒等主流影视公司的身

影。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认为：“服

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大局，弘扬主

旋律，传递积极向上、正确的价值观，是

主流电影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番

话表明，主流电影人已主动担负起时代

赋予的责任使命，在思想意识上形成了

“打造更多优秀主旋律作品”的创作自

觉。今年喜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各大

主流电影公司纷纷推出了一系列“大题

材、大制作”的主旋律片单，像《我和我

的祖国》《决胜时刻》《百万雄师》《解放

了》《紧急救援》《攀登者》《中国机长》

《烈火英雄》等主旋律大片，都已经在紧

张的制作拍摄中，待全国公映时，定会

给观众带来震撼、感人的视听体验。

吸取借鉴欧美电影的发展经验，应

当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要成为电影强

国，高水准、现代化的电影工业是标

配。今年春节档的科幻电影《流浪地

球》，获得观众热评，成为一部现象级大

片。这部作品成为电影节上被反复提

及的成功案例，也引发了大家对中国电

影工业化的深入探讨。《流浪地球》的导

演郭帆感慨地说：“拍摄这部电影，让我

意识到跟国外相比，中国电影工业化还

处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拍摄《流浪

地球》时，我国电影工业化技术不足的

部分，不得不靠最原始的人力填补。我

们的经验不是很多，但教训很多。在整

个制作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建立中国

电影工业化标准体系对行业来说非常

重要，而且任重道远。”面对中国电影工

业化的现状，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智

库研究员刘正山的看法十分深刻。他

指出，电影工业化体系的构建，主要表

现在“生产标准化、作品类型化、管理现

代化、创新规模化”四个方面。而推动

电影工业化标准体系建设，不仅需要政

策层面的引导，更需要整个电影行业达

成共识、建立标准，在生产制作实践过

程中不断反馈和完善。电影工业体系

的先进工艺、卓越水准，还有赖于影视

科技的创新发展。放眼当下，中国的科

技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积极应对这些

挑战，亟需加大对科技自主创新的政策

激励、资金投入和市场培育。这一点，

同样适用于对影视科技自主创新的栽

培，并以此促进我国电影工业快速迭代

升级，赶超外国电影工业实力。

众所周知，成为电影强国的显著标

志，就要不断扩大国产影片的影响力传

播力，展现中国大文化的大气象、展现

中国新时代的新景象，绝不能闭门造

车、自娱自乐。这就需要中国电影人继

续以开放姿态，在不断深入的交流互鉴

中，拥抱世界文明，吸纳外域文明成果

的精华，丰富拓展中华文明的演进空

间，增强中华文明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从而让我们更多的优秀电影向外域文

明高效溢出、多维传播，力争在国际市

场上赢得口碑票房双丰收。

这一方面，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功课做

得十分用心。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凭借

自身影响力，发起成立了由来自29个国

家的31家电影节机构组成的“一带一路”

电影节联盟。今年，“一带一路”电影节联

盟，又迎来7位新成员。目前，“一带一

路”电影节联盟成员共有来自33个国家

的38家电影节机构。从去年9月开始，上

海国际电影节借助“一带一路”电影节联

盟平台，开启“一带一路”电影巡展，成功

将《阿拉姜色》《柔情史》《矮婆》《疲城》《我

不是药神》《女他》《无双》《空山异客》等一

批中国佳作推送到各国电影节展映，让更

多中国电影在国外大放异彩。今年，本届

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

的2555部作品报名参加。其中，伊朗电

影《梦之城堡》凭借“细节的出色把控，完

整地呈现生活的真实，揭露令人吃惊的多

面人性”，成为本届金爵奖最大赢家，摘获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三项大

奖。亲临现场感受到本届电影节日益强

大的国际影响力，意大利戛纳电影节艺术

总监埃里·弗雷茂高兴地说：“我们5月在

戛纳相聚，6月又在上海重逢。参加上海

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全球电影人必不可

少的工作日程。”可以说，上海国际电影节

已经成为汇聚全球电影资源、展映世界优

秀电影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中国电影走向

世界的前沿窗口。

上述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中国电影

人的辛勤劳动，但与电影强国的定位要

求还难以匹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中国电影人应当自觉肩负时代使命，加

快电影工业化的体系建设，秉持拥抱世

界的开放胸怀，积极提升电影作品的内

容品质，让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

昂首前进！

图片制作：孙 鑫

零距离感受上海国际电影节—

向内容和品质回归
■兰弋雪

“0001 秒、0002 秒、0003 秒……”大
屏幕上，大胆跃出机舱，身体收紧的欧
阳明伟心中默念着秒数。几秒钟后，一
朵洁白的伞花在蓝天成功绽放，这一幕
感动了他自己，也感动了全场观众。

近日，由空降兵某旅炮兵营官兵自
编、自导、自演的微电影《伞花逐梦》在
大礼堂上映后，赢得大家一致好评。影
片以大学生士兵欧阳明伟顺利完成伞
降训练为线索，真实记录了欧阳明伟的
成长经历。影片运用鲜活的拍摄手法，
真实还原了欧阳明伟入伍前后的变化，
重点刻画了欧阳明伟在伞降训练过程
中遭遇心理障碍并最终战胜自我的曲
折过程，展现了青年官兵的使命担当和
“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强意志。

影片以欧阳明伟参加一次班务会

为切入点。会上，一向自信的欧阳明伟
却垂头丧气，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在跳气
垫这个课目上栽了跟头……“明伟、明
伟你最棒！我们相信你！”高台下，战友
们大声给欧阳明伟加油鼓劲。信任背

摔、勇过荡桥、丛林绳桥，每通过一个课
目，欧阳明伟的信心就增添一分，离成
功也就近了一步。

影片最能触动官兵心灵之处，便
是对部队生活点滴的真实取材。影片
所有角色均由基层官兵本色出演，不
刻意美化人物形象，不过度渲染故事
情节，用生动的影音画面演绎了一名
大学生士兵的成长历程。“片中主人公
欧阳明伟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让广
大官兵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让大
家在感动之余接受教育，达到很好的
教育效果。这既是一部微电影，也是
一部教育片。”观影后，一连指导员傅
昌阳感慨地说。

该营教导员孙宝国认为：“微电影
作为官兵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媒介，其教
育效果很好，值得关注。我们应该充分
利用微电影的优势，弘扬传统，传递正
能量，在寓教于乐中培育广大官兵敢打
必胜的品质和勇猛无畏的精神。”

微电影《伞花逐梦》——

看到自己拼搏的身影
■李 建 李冬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