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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以抗日英雄赵一曼为原

型的电影《赵一曼》上映。

影 片 海 报 由 著 名 美 工 师 石 天 绘

制，他选取了片中三个重要场景进行

呈现。战斗打响前，赵一曼惊闻战友

老曹牺牲的噩耗，含泪激励队伍：老曹

牺牲是尽了责任，活着的人要更好地

战斗下去。因此，画面主体的赵一曼

凛然怒吼，高举手枪带领队伍冲向敌

人 ，着 重 突 出 她 化 悲 痛 为 力 量 的 神

态。画面右上方是拼死突围的游击队

员，只精细描摹带队人，身后队伍以写

意手法渲染，虚实结合彰显游击队伍

的壮大。在这场战斗中，赵一曼不幸

被捕，海报左下方便是她被捕住院后

与被策反的看守、护士商定逃生路线

的情景，在构图上与右上方画面相呼

应，使得画面结构更为均衡。整幅海

报以斜线构图方式，展现出冲锋动感。

海报色彩鲜明。赵一曼与战友们

身后是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浓烈

的红色象征他们坚定的革命信仰和炽

热的革命激情。海报底部的白色符合

医院主色调，并与红色形成强烈对比，

增强了画面视觉冲击力。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流传较多的

海报实际是石天绘制的第二版。第一

版海报由于当时印刷技术局限，赵一

曼面部一个色块处理欠佳，石天根据

观众意见绘制了第二版海报。光影掠

过数十载，两版海报都具有极高的艺

术价值。

奋勇冲锋信念坚
■刘书毓 游超艺

“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

鹰”，这句经典台词来自 1959 年上映

的电影《海鹰》。该片由八一电影制片

厂 摄 制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10 周 年 献 礼

片。2016 年，上海市电影局、档案局

组织画家对经典红色影片电影海报进

行重新绘制。由此，时隔 57 年后，退

役军人、上海画家国之军用创新的激

情与手中的颜料，带领观众再次走进

了《海鹰》世界。

海报以海蓝色为基调，以中轴线

为基准，采用对称式的设计手法，突出

画面感染力和构图稳定性。海报下方

为被炮火击中的鱼雷快艇，六位官兵

站在快艇中央，怒视前方，大义凛然。

快艇旁的层层浪花仿佛赋予快艇新

生，劈波斩浪奋勇前进。海报画面中

间站立者为指挥若定的海军上校，其

后上方映衬出艇长张敏和他的妻子、

民兵连长玉芬战后重逢时激动的面部

特写，其左下方以灰色调的敌军两名

舰长为反衬，中间用战士们缴获小舢

板划去的背影间隔，凸显出海军指战

员的机智果敢、英勇无畏。海报右侧

从上到下再以水手长李雄、老渔民吴

大伯、机炮手小马作为补白，展现出军

民齐心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片名在

海报上方，“海鹰”二字形似海鹰展翅、

凌空翱翔，海军军徽作为“鹰身”，出品

年份“1959”作为“鹰尾”。

整幅海报人物造型主次分明、有

条不紊，结构层次井然有序、浑然一

体，富有艺术厚重感。

劈波斩浪
凌云志
■古 聿 陈永赛

近期，纪录片《“字”从遇见你》在央

视播出。该片从汉字窥探中华文化“密

码”，每集 5 分钟，用影像解构出 25 个汉

字及其背后的历史。

汉字由生产、生活、战争等情景演

化而来，凝结着中华先民对世间万物

的观察思考和浪漫想象。该片以生动

的小切口代入，而后发散开去，勾勒出

宏阔文化图景。观众在了解作为造字

蓝本的实物或场景的过程中，悄然走

进炎黄儿女的精神图谱。比如片中对

“中”的阐释，由它最初象征的“战旗”

引入，从河南方言“中不中”，到“中国”

一词的由来，并引申出“中庸”这一哲

学观念。这样的表述方式，让与“中”

字有关的概念内涵，得以更加清晰地

显现出来。

简约而不简单、发散而不零散、厚

重而不沉重，该片还让汉字历史与当下

文化实现了有机联结。比如片中讲完

“ 走 ”本 意 后 ，很 自 然 地 联 系 到“ 走

运”——“走”的具体形态在变化，深层

逻辑被保留。再如“马”，片中用《说文

解字》中“马高六尺为骄”引出“骄傲”，

让观众顿悟“骄”为何是马字旁。“虎”的

解读也很精妙，片中从“将军亦称虎将”

谈起，一直讲到古代调动军队所用的虎

符，最终落脚在“符合”。这种从已知出

发抵达未知的表达方式，让观众期待着

下一个充满智慧的发现。

汉 字 本 身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文 化 趣

味、情景审美和具象思维，该片以历代

文物和艺术图案为基础，利用动画特

技将这些中国元素搭建、融合。同时，

特效设计使汉字的一笔一画都展现出

独特的艺术魅力。所以，观众在片中

可以看到数千年前的甲骨文、金文等，

都化作一个个生动形象的符号，不知

不觉中进入到古老的中华文明世界。

此外，该片鲜活风趣的解说词，再

配以诙谐轻松的解说，使全片充满了艺

术亲和力。如在“笔”一集中，当讲述者

用平实语调讲解至结尾处，语气忽然转

为自言自语式的感慨：“嗯，这才是大手

笔啊！”解说者精准运用声音表情制造

出其不意的反差，将“笔”的意境豁开一

个新生面，拓宽了观众的回味空间。

《“ 字 ”从 遇 见 你》从 文 字 、文 化 、

文明的源头汲取活水，让汉字“活”了

起来。

探寻汉字的“文化密码”
■张 硕

优秀影视作品的产生和构成，无疑

有着多种因素。其中，脍炙人口、令人

过耳不忘的台词，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因素。

有些时候，一句精彩台词，虽然只是

简单一句话、寥寥几个字，但足以成为影

视作品的经典象征，承载起人们的共同

记忆。如，1964 年上映的《英雄儿女》

中，志愿军战士王成那声高呼“为了胜

利，向我开炮”至今仍在人们心间回响，

成为闪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光芒的永恒

召唤。1955年上映的《董存瑞》中，董存

瑞炸碉堡英勇牺牲时那声高喊“为了新

中国，前进”今天依然彰显出除了胜利别

无选择的英雄气概，成为洋溢爱国主义

精神的不朽号角。1963年上映的《小兵

张嘎》中，老罗叔怒斥白吃西瓜的日军翻

译官：“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

单！”这句话如今还在被引用，依然闪烁

着哲理的光芒。1966 年上映的《地道

战》中，民兵队长高传宝那句指令“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一度成为人们争相传诵

的游击战名言。1962 年上映的《地雷

战》中，儿童团成员铁蛋那句“不见鬼子

不挂弦儿”，反映出人民群众抗击日寇时

的机智勇敢，后来引申为时机到了再下

手之意。

纵观上述精彩台词，它们大都具备

下列主要特征：富有哲理，从看似普通

平常的语言中释放出关于政治、军事、

地域文化等方面的深刻意蕴；言简意

赅，简明扼要的言词中饱含丰富的特殊

涵义；画龙点睛，短短一句话就勾勒出

相关事物的关键意象；朗朗上口，没有

晦涩难懂的语言，老少皆宜，雅俗共赏，

能够广泛传播。一言以蔽之：它们看似

简单，实则深邃，非字斟句酌、精雕细刻

是难以完成的。

可见，精彩台词是观众共享的“精神

点心”，是创作者同攀的“艺术高地”。那

么，如何才能创作出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的精彩台词呢？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不同的创作实践者

有不同的标准和答案。择其要义，笔者

概括提炼出以下基本途径。

从生活土壤中掘取。生活是艺术创

作的源泉，自然也是影视台词创作的源

头活水。据报道，于不久前辞世的著名

词作家乔羽，当年创作歌曲《让我们荡起

双桨》的歌词时，曾苦思冥想多日却不得

只言片语，后来他和女友泛舟公园，被同

在湖面上划船的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激

发了创作灵感，于是当即泊舟靠岸、一气

写成。1955年，《祖国的花朵》上映，插曲

《让我们荡起双桨》开始广为传唱。

部队生活是片广袤而肥沃的艺术创

作土壤。不少军事题材影视剧中都产生

了能引起观众共鸣的精彩台词。但从总

体上看，近年来，真正贴近军营生活、能

够拨动官兵心弦、可以久久流传的台词

还不够多。影视工作者尤其是军队文艺

工作者应加倍努力，争取创作出更多源

于且高于军营生活、深受官兵喜爱的精

彩台词。

从群众语言中提取。人民群众有

着无穷智慧，他们中间蕴藏着丰富多彩

的生动语言。如，卫国戍边英雄陈祥榕

那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传遍祖国

大地，令无数国人潸然泪下。军营是藏

龙卧虎之地，部队官兵的语言饱含睿

智，只要影视创作者深入军营、走近官

兵，乐于在操场、训练场、演习场上与官

兵抱成一团，就一定能够听到他们富有

特色、充满兵味的生动语言，创作出具

有深厚军营生活底蕴、能与广大官兵乃

至社会大众同频共振的精妙台词。

从其他艺术门类中汲取。艺术是

相通的。有位作家在探讨艺术时说，用

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

的形象来传达某种感情时，受众也能体

会到同样的感情。实践表明，创作影视

台词需要借鉴其他艺术形式。作为与

台词有着相似功能的影视插曲，就很值

得剧本创作者深入学习借鉴。如《英雄

儿女》主题曲《英雄赞歌》中“为什么战

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上

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中“朋友来了

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

猎枪”等，都值得在创作台词时加以借

鉴。军队文艺有着辉煌成就，在话剧、

歌剧、小品等艺术领域都有许多堪称经

典的优秀作品，富含浓郁的军营特色和

艺术气息。影视创作者应从军队优秀文

艺作品中汲取营养、吸收精华，进而在创

作中酿造出醇美的台词，使之成为官兵

爱不释“口”、观众喜闻乐见的金句。

从千锤百炼中萃取。那些足以传

世的优秀作品，都不是轻易得来的，而

是经过千锤百炼锻造出来的。一位长

期从事剧本创作的军队作家曾深有感

慨地说：“虽然有些篇章和词句产生于

‘灵感一现’，但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绞尽

脑汁、经过不断酝酿和反复锤炼而写就

的。”倘若影视创作者有一种“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精神和“吟安一个字，捻断数

茎须”的劲头，精益求精，就不愁创作不

出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精彩台词。

诚然，影视创作追求的不仅仅是几

句台词的流传，更重要的是赓续和宣扬

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恪守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取向

和审美情趣，以真实、细腻、宏远、艺术

的叙事方式锻造精品、传播真理、弘扬

正道。这既是优秀影视作品得以广泛

传播和长久流传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

期盼更多精彩台词伴随优秀影视作品

问世的目的所在。

图片制作图片制作：：李李 韬韬

精彩台词从哪里来
■胡建新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

转移。1935 年 2 月初，根据中共中央 1

月 指 示 ，以 红 10 军 团（北 上 抗 日 先 遣

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

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

率部挺进浙江境内，在国民党统治的腹

心地区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在战略上

有力地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由中国

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师生拍摄的电影《云

霄之上》，正是以这段历史作为背景讲

述的故事。该片去年在北京国际电影

节上荣获最佳影片奖、最佳摄影奖等奖

项，并于不久前公映。

影片以文献式老胶片的视觉营造

年代质感，在诗意画境中展现残酷与坚

忍，立起了以主人公洪启辰为代表的英

雄群像。

影片从战争废墟硝烟中开场，死里

逃生的挺进师某队长洪启辰不忘执行

刚刚接到的军令：48 小时内集结战友、

炸毁敌军弹药库，以缓解主力红军受到

的军事重压。这群与主力部队失联的

战士中，有追寻父亲的少年小哨子，有

准备放下枪支、回家与妻儿团聚的老

兵，还有勇敢与敌人周旋的渔家女……

最终，这支队伍完成了在个人生命与光

荣使命之间的生死抉择。

影片中，洪启辰作为一名年轻队

长，接到军令就必须执行，且要说服战

友一起去完成九死一生的任务。他要

面对战友对任务提出的怀疑，还要解决

战争和死亡留给自己的心理创伤。这

其中的艰难与内心挣扎，可想而知。

为了呈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影

片中有这样一个超现实片段。小哨子

牺牲后，洪启辰背着小哨子的尸体，跌

落在地上，愤恨地用自己的手充当铁锹

扒土，迷糊之间进入幻境。洪启辰先是

看到一个举着枪环视四周的自己，他好

像在寻找敌人，始终把后背对着自己。

洪启辰举着枪对着他的后背，显得很震

惊很犹豫。之后他又看到了远处的另

外一个自己，两人都举起枪对着对方。

最后，远处的洪启辰，开了一枪，杀掉一

个自我。这个片段中，洪启辰像是审视

杀掉了懦弱犹豫不够强大的自己，又像

希望自己被一枪解决，得以逃避痛苦。

战场上的士兵都会有恐惧、挣扎，但因

为身后的家国必须要自己站出来，这种

内心挣扎更加生动诠释了英雄赴死的

悲壮。

在电影最后一个画面中，一声爆

炸，弹药库被炸毁。洪启辰慢慢抬头，

红色的液体一滴一滴落在他脸上，进而

又化为血色的雨，染红了他，也染红了

整个画面。至此，洪启辰和战友们完成

了任务，也寓意接受了血的洗礼，完成

了自我升华。影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黑白片，而是经过消色处理，让画面

最大可能接近浙闽山林的雾霭自然。

片尾的这抹红色，是血色，也是电影画

面中唯一一抹亮色。

在国产战争故事片中，有一类诗意

战争片，《柳堡的故事》《今夜星光灿烂》

《一 个 和 八 个》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云霄之上》正是对国产诗意战争片传统

在当下的传承与创新。影片选择低纯度

色彩、自然光等摄影方式，辅以演员表

演互动时明暗影调的控制与调度，通过

消色调光、音效声音造型等后期工艺，

在保证年代战争片基本质感的同时，完

成了对传统诗意战争片的艺术创新。

云霄之下，是芸芸众生；云霄之上，

是信念光芒。

电
影
《
云
霄
之
上
》—

在
诗
意
画
境
中
呈
现
悲
壮
之
美

■
杨
劲
松

陈
书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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