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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由电通影片公司出品的电

影《风云儿女》上映。片中，由袁牧之扮

演的诗人辛白华所写长诗《万里长城》

中 最 后 一 节 被 选 作 电 影 主 题 曲 ：“ 起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炮声隆

隆的地道中，走上抗战前线的辛白华手

持火把，与众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以昂扬的姿态向敌人冲去。伴随电影

热映，《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

甚至超越电影本身，成为民族斗争的号

角。新中国成立后，这首雄壮豪迈、富

有革命气概的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其实，我们耳熟能详的很

多红色经典歌曲，都是随着红色经典电

影传遍中华大地的。那一段段旋律总

能唤起中华儿女最真切的家国情怀。

一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

岸。我家就在岸上住……”1956 年，《上

甘岭》上映，片中，抗美援朝战场上，卫

生员王兰一首《我的祖国》拨动了战士

们的心弦。从家乡风景到锦绣山河，从

思乡游子再至志愿军战士，家国情怀在

一首歌中完美融合。这首歌也随该片

成为赞美祖国、歌颂英雄的永恒经典，

成为新中国电影插曲中最有生命力的

作品之一。

1964 年上映的《英雄儿女》同样以

抗美援朝为背景，志愿军战士王成对着

步话机大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他

手握爆破筒冲向敌人的形象，屹立在观

众记忆深处，而插曲《英雄赞歌》，更成

为传唱不息的经典之作。片中，王芳唱

响“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

侧耳听……”歌曲气势宏伟，深情激昂，

她虽为纪念哥哥而唱，却讴歌了千千万

万和王成一样的志愿军战士。“为什么

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

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重章叠咏、荡气回肠，歌声与王成死守

阵地、壮烈牺牲的场景相结合，谱写出

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如果说《我的祖国》《英雄赞歌》所

展现的是宏大历史中波澜壮阔的家国

情怀，那么 1956 年上映的《铁道游击队》

折射的则是铁道游击队队员们的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波光粼粼的微山湖面，

退守小岛的游击队员们弹着土琵琶唱

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快要落

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这首插曲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活泼欢快又不

失激昂气势。

1963 年上映的《红日》中，望着青山

连绵、良田沃野千里的景色，一名妇女和

着战士们的琴音情不自禁地吟唱：“一座

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

这首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唱出山东

解放区人民对家乡的无尽热爱，体现出

解放军战士保卫家乡的英雄气概，更唱

出了解放区军民的鱼水深情。

在那个火红年代，“红色恋情”温婉

含蓄。在 1957 年上映的《柳堡的故事》

中，副班长李进与二妹子借歌抒情。“九

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想

把军来参”，二妹子被李进歌声打动。春

意盎然，二妹子以“风向呀不定那个车难

转哪，决心没有下呀怎么开言”，尽显少

女羞涩。当李进随部队开拔，“这一去呀

翻山又过海呀，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

还”。所幸战争胜利，李进重回苏北，与

二妹子在歌声中重逢，《九九艳阳天》留

下了这一纯净澄澈的爱情故事。

在帕米尔高原上也流传着一段感

人至深的爱情故事。1963 年上映的《冰

山上的来客》中，真古兰丹姆与阿米尔

通过歌声相认，“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这样红？哎！红得好像，红得好

像燃烧的火……”插曲《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将二人隐忍的情意融于词中，含

而不露、细腻感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电

影拥有浓郁强烈的家国意识、昂扬乐观

的精神气质、倾向鲜明的视听语言和通

俗平易的叙事风格，其中不少电影插曲

也融入民歌风味。1961 年上映的《洪湖

赤卫队》插曲《洪湖水浪打浪》融合湖北

民歌元素，风格绮丽明快。韩英望着千

里洪湖荷塘唱出“人人都说天堂美，怎

比我洪湖鱼米乡”，柔美中带有豪迈。

再如 1965 年上映的《烈火中永生》中，蒋

介石下野后，江姐同渣滓洞的难友们欢

庆，插曲《拥军花鼓》便是通过热烈质朴

陕北民歌呈现的，“猪啊羊啊送到哪里

去，送给那英勇的解呀放军”，传达出革

命必胜信念。

总的看，这一时期，新中国电影插

曲大气磅礴而不失活泼明快，承担叙事

与表意双重功能，是电影中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二

1974 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闪闪的红星》上映，《映山红》《红星歌》

《红星照我去战斗》3 首插曲与人物相

互呼应，烘托电影主题。影片先以铿锵

有力的《红星歌》昭示柳溪乡红色政权

的成立，通过儿童合唱的形式具有少年

儿童天真的情趣。歌词中，每一句话都

有“红星”，“红星是咱工农的心”也成为

点睛之笔。冬子妈带着潘冬子躲进山

洞，夜半时分，冬子拿出爸爸临行时送

给他的红五星，抬头问妈妈爸爸什么时

候回来。妈妈唱起《映山红》，“若要盼

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旋律

与电影万山红遍的画面呼应，映山红丰

富了歌曲的内涵。《红星照我去战斗》则

慷慨而发，如同一首战斗檄文。3 首歌

曲有力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也将表意

与抒情有机结合，既具斗争性，也符合

儿童题材的童趣与天真。

与潘冬子小英雄式的战斗情绪不

同，同为儿童题材的影片《祖国的花朵》

所展现的是新中国阳光照耀下少年儿童

的幸福生活。词作者乔羽乘小船以孩童

视角感知世界，一气呵成写出了《让我们

荡起双桨》的歌词。片中，孩子们泛舟

北海公园，在洒满阳光的湖面上尽情玩

耍，稚嫩的童声齐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

塔……”歌词与电影中孩子们悠悠然划

桨的神态、小船儿推浪而行的憨态十分

融和，轻快的歌声传达出少年丰富的内

心世界。他们的这种惬意与愉快，正是

披荆斩棘的“潘冬子们”所期盼的。

三

改革开放后，革命战争题材电影更

加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电

影插曲亦更加情绪饱满、情感充沛，有

效增添了影片的抒情性。

1979 年上映的电影《啊！摇篮》中，

罗桂田爷爷牺牲前，请孩子们为他唱首

歌。“八月十五月儿明呀，爷爷为我打月

饼呀，月饼圆圆甜又香啊，一块月饼一

片情呀……”在《爷爷为我打月饼》童声

合唱中，罗爷爷面带微笑与世长辞。随

着明快的童声，崇高的人性美展现在了

银幕上。

同年，以“寻兄”为主线的电影《小

花》上映。在繁茂的绒花树林深处，何

翠姑为救身负重伤的解放军亲人艰难

地抬着担架翻山越岭，在她被鲜血染红

双膝、坚毅地咬着一缕头发的画面里，

歌声骤然唱响，“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

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花开，沥沥

鲜血染红它”。插曲《绒花》朴实真挚的

情感、生动深刻的语意，凸显出何翠姑

绒花树般坚韧、顽强的品格。片尾处何

翠姑为救赵小花身负重伤，在插曲《妹

妹找哥泪花流》“万语千言挂心头，妹愿

随哥脚印走，脚印走；赢得天下春常在，

迎来家乡山河秀……”的旋律中，兄妹

情升华为战友情。

青 山 处 处 埋 忠 骨 。 1984 年 ，电 影

《高山下的花环》上映。连长读到家信

时，脑海中浮现出母亲和妻子，歌曲《再

见吧 妈妈》伴奏响起，为画面增添了一

丝分离感伤。

回 望 来 路 自 慷 慨 ，再 赴 征 程 气 如

虹。那些红色经典旋律早已与中华儿

女血脉相连，阵阵回响经久不息。

图片制作：李 韬

随光影流动的经典旋律
■刘书毓 陈永赛

近 期 ，由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推 出

的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第一季），

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用美术讲

述中国故事，采用每集 12 分钟的短片

形式，一集阐释一件中国近现代经典

美术作品。节目利用最新视听技术手

段，展现艺术作品中蕴含的艺术创新，

再现艺术家的创作风骨，深入挖掘背

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彰显中华

民族的文化之美、艺术之美，见证中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壮 阔 征 程 中 的 创 新 之

美、逐梦之美。

在传统美术作品中，画家把三维世

界描摹在二维画面上，凭借高超技巧呈

现三维观感。《美术里的中国》将其进行

了创新拓展，让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完

美融合——通过科技手段赋能美术表

达 ，用 3D 建 模 技 术“ 唤 醒 ”2D 美 术 作

品，让静态美术作品“活”起来，给观众

带 来 沉 浸 式 视 觉 体 验 。 如 在 第 1 集

《虾》中，齐白石笔下灵动而半透明质感

的虾自如地在水中游弋，纤毫毕现的长

须伴随水的阻力不时摆动，惟妙惟肖，

带领观众“潜入”水草青青的世界，体会

“一根触须里藏着的宇宙”。

《美术里的中国》通过前沿的数字

技术立足于画作本体的同时，在挖掘

画家的艺术人生层面上也有突破。片

中，演员扮相考究、情景再现质朴，很

好地复原了画家的作画场景，让观众

身 临 其 境 般 走 近 画 家 。 在 场 景 复 原

中，以画作为线索，风格多变的镜头语

言结合老影像资料、专家解读与访谈，

最 终 聚 焦 于 艺 术 家 的 重 要 创 作 节 点

上。如第 11 集《流民图》，画作呈现的

是抗日战争时期饱受战火之苦的人民

形象，镜头通过对画家蒋兆和的眼睛

特写，带观众凝望他在乱世洪流中、水

墨运化间“紧握秃笔，为民写真”的悲

壮与勇气。在第 4 集《奔马》中，徐悲鸿

身处战乱年代时作的一幅幅画贯穿其

中，一滴墨落下腾起滚滚硝烟，在迎接

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之际，徐悲鸿寄

情于笔下奋鬃扬蹄的奔马。这匹不屈

的猛士、自由的精灵，是炎黄儿女驰骋

天 地 的 精 神 化 身 ，仿 佛 向 寰 宇 宣 告 ：

“中国终将迎来最后的胜利。”

艺术是一种呈现形式，重要的是画

作背后栖息着的精神。弘扬民族精神，

传递民族力量，构成《美术里的中国》的

精神内核。纪录片根据不同艺术作品

的特点，截取艺术家在创作这幅作品时

的人生、社会、时代横截面，带观众感受

他们的家国情怀。如在第 6 集《人民英

雄纪念碑浮雕·胜利渡长江》中，刘开渠

在仅 30 厘米厚的汉白玉上，镌刻下百

万雄师过大江的波澜壮阔。汹涌拍案

的波浪，线条交错、动感十足。刘开渠

以红旗、指挥员位于最高点凸显打过长

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以昂扬挺立

的桅杆表达必胜信念，用具象与意象雕

刻出民族之碑、信仰之碑。

美 术 经 典 是 中 华 历 史 的 浓 缩 ，艺

术家用作品记录时代，印刻出近现代

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丹青传神，艺

术魅力融汇文化品格，承载着艺术家

毕生的艺术理想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展 现 着 中 国 审 美 、中 国 故 事 、中 国 精

神。《美术里的中国》以全新的视觉表

达为中国美术创建“影像索引”，使艺

术作品在科技赋能下获得新生，使艺

术家们所绘就的民族砥砺前行的优美

形象深入人心。

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

饱蘸丹青彩墨 弘扬民族精神
■周 末 朱文飞

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党的女儿》

改编自王愿坚小说《党费》，由长春电

影制片厂摄制，于 1958 年上映。影片

以李玉梅党性意识的萌发、成长与觉

醒为主线，歌颂了她对党的无限忠诚

与热爱。

电影海报以简练的笔法直接突出

“党的好女儿”李玉梅的英勇形象。海

报还原了片中她面对敌人时从容不迫、

视死如归的神态。画面中，李玉梅眉头

紧蹙、怒目圆睁、双唇抿起，通过面部特

写直观表现出她对敌人的仇恨。她的

身后是高举红旗和火把向前冲锋的队

伍。海报以写意的手法对其后行进的

部队进行渲染，体现星星之火呈现燎原

之势。同时，这也呼应了片中李玉梅坚

持寻找“党的队伍”的情节。

由于电影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写出

“白色恐怖”之下的残酷，因此海报也利

用暗色调予以充分展现。海报背景为

黑色，隐喻当时百姓暗无天日的生存环

境和共产党人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而革

命队伍则使用鲜亮的红黄混色，仿佛漆

黑中燃起希望的火种。前方，李玉梅身

处大范围的白色空间，与身后背景形成

强烈对比。鲜红的红旗与红色片名作

为重要意象点缀其中，再次深化李玉梅

是“党的好女儿”这一主题。

海报整体用色讲究，十分生动地

刻画出“一筐咸菜当党费，毕生信仰写

忠诚”的共产党员形象。

浓墨重彩写忠诚
■陈福阳 游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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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电视剧《红十字方队》轰动一

时，有评论者认为，该剧开创了军旅题材

电视剧的青春叙事模式。进入新世纪

后，以《士兵突击》《我是特种兵》等为代

表的军旅青春剧，在全社会产生较大影

响。以塑造年轻士兵形象为题材的军旅

青春电视剧，正成为电视剧创作中一个

非常抢眼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军旅青春剧的创作延续

了此前的良好势头，题材不断拓宽，在

艺术创作上不断呈现新的亮点，为塑造

新时代战士的艺术形象付出了诸多努

力，也收获了众多好评。与此同时，也

有一些评论认为，有的剧作与现实军营

生活还是有些疏离；某些人物形象过于

“典型”，与现实生活中的士兵形象相去

较远；还有某些剧情安排，不符合基本

的军事常识。出现这些问题，当然原因

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有创作者对当下

基层部队生活不够熟悉的原因，也与创

作者对新时代士兵形象的理解把握不

够有关。这让人们看到，广大受众对军

旅青春剧抱有很高的期待，军旅青春剧

创作拥有广阔前景，新时代战士形象的

艺术塑造，也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军旅青春剧的优势是与青年官兵

的距离足够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

别是当前，新的体制编制、浓厚的练兵

备战氛围、不断更新的武器装备等，让

部队基层生活的样态，较以往发生了巨

大变化；大学生士兵正逐步成为部队主

体，新时代士兵形象呈现出众多新的特

点，所有这些都为军旅青春剧的创作提

供了机遇。未来，在军旅青春剧中如何

塑造好以大学生士兵为主体的新时代

战士形象，是一个重要课题。综合此前

优秀军旅青春剧的成功经验，结合当下

部队生活实际，笔者认为在以下几方面

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首先，要更加接地气。创作者应该

“深扎”军营生活，从真实军营生活出发，

真正从军营生活中挖掘素材、寻找灵感、

精准提炼，从“入脑”到“入心”，感受真情

实感、塑造生动形象。笔者曾在基层部

队工作多年，在大山深处、在大洋战舰，

近距离感受新时代大学生士兵的家国情

怀与精神风貌。从与他们的接触中，笔

者深深感到，对于这些“95后”“00后”新

生代来说，他们一开始面对较为枯燥且

艰辛的工作和训练，或多或少会有不适

应，但他们在不断磨砺中成长，拼搏信念

愈发坚定执着。对军旅青春剧创作者而

言，只有走近他们、了解他们，才能理解

他们的内心世界，才能发现他们身上的

动人之处，也才能最终塑造出让人们信

服的艺术形象。

其次，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方式上，可

以更加丰富。可以看到，不少军旅青春

剧都依托训练和演习架构整部剧作，并

以此为背景塑造人物形象。这当然是一

个非常有效的创作手法。但是，如果把

这种方式“模式化”了，好像没有演习就

没有看点，就难以展现人物的个性特点，

这就显得有些僵化了。实际上，创作者

完全可以放眼部队生活的方方面面，在

广阔的部队生活空间里找到全新的创作

视角。比如从军兵种岗位特征、地域特

征等角度创作，也能获得足够多的创作

视角，实现深度艺术开掘。在这一点上，

此前出现的海军题材《深海利剑》、火箭

军题材《号手就位》等，就为我们提供了

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另外，创作者还应注意兼顾军营内

外，兼顾新时代青年人的共通情感和审

美习惯。军旅青春剧的一个关键命题，

是展现新时代青年官兵的自信自强、使

命担当。以大学生士兵为例。他们携

笔从戎，要经历从普通大学生到一个真

正军人的转变，他们的成长心路历程、

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对家国和使命的

理解等，都为全社会青年人的成长提供

了重要参考。所以，优秀的军旅青春剧

不仅要思考士兵形象的塑造，更要考虑

全社会青年人的思维特点和审美习惯，

要努力让年轻士兵形象感染全社会更

多年轻人。新时代的军旅青春剧，承载

着塑造好新时代士兵形象的艺术使命，

也承载着为全社会提供青春正能量的

时代使命。

一部优秀军旅青春剧的热播，可以

激发无数年轻观众从军报国的热血情

怀 。 10 多 年 前 ，看 了 电 视 剧《士 兵 突

击》，很多年轻人开始向往部队生活，并

最终融入火热军营，追寻着属于自己的

青春制高点。未来，相信随着更多优秀

军旅青春剧的涌现，这样的青春故事还

将不断延续，也将有更多人从他们的故

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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