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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云朵在相聚，云朵酿成吉祥雨。雨落地上润万

物，天上云朵在相聚。”

近日，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央视

热播，剧中所展现的“时代楷模”黄文秀的青春选择和

感人事迹引发社会热议，激励着广大青年。

在故事情节上，《大山的女儿》贴近时代，全方位展

现青年选择逐梦之路后的坚定与执着，奋斗与担当。

第一集，面对选择，黄文秀的独白发人深省——

“很多人很奇怪，我为什么会从繁华的首都，到这个小

乡村来扶贫。”的确，身披名校光环，手握名企的面试合

格通知，黄文秀本可以远离家乡、远离贫穷，但当她看

到广西选调生的宣讲通知，想起求学期间国家给予的

帮助，她陷入了沉思。面对人生的分岔路口，男友劝她

“现实一点”，父亲也担心她会后悔，而她给出的回答

是：“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

人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于是，她决然返

回家乡，选择将自己所学带到需要的地方。

随着百坭村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黄文秀开始面对

一系列难题，如何选择方向，化解矛盾，克服困难，成了

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内容。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加

工，黄文秀结合贫困户的实际情况，为他们选择了适合

的产业。找专家、找贷款、修公路、做直播，这些脱贫方

案背后的眼界也超越了重峦叠嶂。一年后，在大家的努

力下，百坭村的88户贫困户顺利脱贫。

剧末，暴雨倾盆，黄文秀离开了刚刚出院的父亲，

从家中老房奔赴百坭村。那里，有她惦念的水渠拨款

和公路改造，而她年轻的生命也因山洪，永远定格在大

山之中。舍小家为大家，黄文秀将青春挥洒在扶贫道

路上。她的人生选择，带给人们温暖和感动。

在人物塑造上，《大山的女儿》主要展现了“七一勋

章”获得者、“时代楷模”黄文秀的典型形象，同时表现

了一系列在时代大潮中成长、变化的人物群像。

“30 岁，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新化

镇百坭村第一书记”，这是黄文秀身上最为人熟知的

“标签”。她身上，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冲劲，

明明是一个刚考完驾照、倒车都需要别人指导的新手，

为了走访村民，开车跑遍了崎岖的山路。最珍贵的是，

电视剧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呈现了主人公以心交心

的真诚。黄文秀小时候，母亲为了给她攒学费卖掉了

嫁妆镯子，工作之后，她打了只银手镯送给母亲，弥补

了心中的遗憾。这个感恩与回馈的亲情故事，让观众

感受到了这个年轻女孩的细腻和体贴。也正是“家事”

与“真情”的合理铺垫，让黄文秀这个形象变得真实可

感，鲜活立体。

与《觉醒年代》《山海情》等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一

样，《大山的女儿》以展现人物群像见长。剧中的其他

扶贫干部，并不是黄文秀成长过程中的点缀，他们皆有

星月般的光芒。比如，村支书农战山转业后来到百坭

村，之后一直坚守于此，银行经理钱正来评价他：“跟驴

一样倔，不接受任何新鲜事物。”随着剧情发展，观众逐

渐理解了农战山的固执——如果扶贫干部两年历练结

束离开村庄，政策不能延续。作为驻村干部，他要一直

对村民负责。与黄文秀接触后，农战山渐渐被她的热

情感染，戴上了党徽，干起了实事，利用当地经验，积极

支持黄文秀的工作。相较于黄文秀的敢闯敢干，农战

山的选择是另一种担当。

从创作本身来看，《大山的女儿》堪称一部影视化

的青春叙事诗，在表现形式上为更多主旋律电视剧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

30 集的《大山的女儿》，在紧凑的篇幅中展现出故

事情节、人物成长，着实不易。可贵的是，电视剧在细

节中用心，还原了许多黄文秀当年的工作场景：素雅而

不失妍丽的壮族服饰，感人而真诚的民族歌舞，漫山遍

野的砂糖橘树和蜂箱……这些情景交融的视觉呈现蕴

含着浓厚的诗意，使该剧在丰富的情节、立体的人物、

有力的叙事之外增添了广阔多元的社会空间，兼具抒

情特质，点染出层次鲜明的生活原色。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将时代的责任与坚守同青春

的担当和奉献结合起来，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新时代“青

春之歌”。我们可以期待，将有更多的黄文秀们回到家

乡、走进大山，在青春的赛道上绽放光芒。

在青春的赛道在青春的赛道上绽放光芒上绽放光芒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观后

□□ 谢雨欣谢雨欣

未被写出来的部分才是诗。所以，我喜欢

端看纸张右边的空白，像一幅画的留白，像星空

中浩渺的未知。诗歌从不丈量一张纸的宽度，

有时甚至只是一个字，但后面空白部分却包罗

万象，可以是宇宙、饥饿、狮群、暴风雨、沉睡的

吉普赛人，更可以是诗歌本身。而我真正认识

诗歌，是写作多年以后。就像我童年躺在草坪

上看星空，它所带给我的启示，与多年后我写下

星空所表达的诗意，我觉得前者更为神性，而写

诗，往往就是在追求这样的神性，它代表着作品

中的美学、哲学、情感自由以及灵性和独特性，

也是个人提纯自然、生命、生活经验的能力。一

个成熟的诗人应该具备这样的独特性和能力。

一首诗的诞生，其间的经历有时是电光火

石，瞬间形成；有时却是长久的孕育，犹如分娩，

这期间会有阵痛，矛盾，夭折，再诞生，但诗人总

是那个相信柏油路面能开出玫瑰的人。好的诗

歌应该像一条河流，是多声部的，有时间长久沉

淀的声音，有世人捣衣做饭的声音，有水草飘

摇、激动人心的波浪起伏，也有我们静默停驻的

一生。时间在一首诗里很小，而一切又在时间

之中，犹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每首诗都有

自己的历史语境，充满了哲学魅力和形而上。

当我明白写诗是直抵事物本质的时候，我突破

了创作瓶颈，我们给一件事物重新命名，赋予它

新的内涵，同时也揭示它的本质。诗歌除了是

语言、经验，是个人与万物取得联系、获得通往

诗歌圣殿的阶梯外，更重要的是能重塑语言系

统，反哺生命。于我个人而言，每一首诗的创作

都是一次野心的实现，每个诗人都应该有写好

一首诗的野心，有为自己设置难度写作的练习，

更应该有突破语言禁忌的胆量，甚至暗喜于这

种“违禁”的快乐。这样独特的生命体验无时无

刻地唤醒生命觉知，让精神明亮。

最近一直在读沈德潜的《古诗源》，想了解

诗的来路以及我写诗的去路。但越读越发现古

人对纸张的留白更为朴素精深。有意思的是他

们留白在左，古今两种对纸张不同的认知，书写

习惯会带来诗歌的什么区别？从第一首《击壤

歌》开始，诗歌就以叙事为主，直抵事件的核心，

毫无枝蔓，寥寥数字，于千年前传来依然形神兼

具，铿锵有力。沈德潜在序言里说，诗至唐为极

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唐以前之诗，昆仑以降

之水也。所以在《古诗源》里我倾听到昆仑源头

之水的歌声。古人开口即是诗，也是叙事的一

种需求，我们可以向古典学习审美，去吸收远去

诗人的精神向度，语言境界，我们应该在写诗的

同时对古典报以深深的敬意。《落叶哀蝉曲》讲

的是汉武帝刘彻思念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的李夫人，其中哀婉凄凉之美，借助周围落叶断

壁等景物来表达，是很早的借物抒情。美国诗

人庞德将其改为现代诗《刘彻》，尤其是最后落

叶一句被称为意向叠加法的典范，成为美国诗

史上一个有名的典故。两个不同语言、不同国

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诗人，因为一首

诗发生了深刻的碰撞，消弭了国界，诗意已远远

超越了写诗人的本意，一首诗留给大家误读的

空间也是一首好诗的特质。

《驼庵诗话》里有许多精彩的诗论，比如诗

歌所表现的是整个人格的活动；诗之好，在于有

力。我特别喜欢。按我个人理解，“整个人格的

活动”乃是一个人的精神气象，写诗与个人境界

密不可分，每个诗人写出的诗都应该带着他自

身的脾气，信仰。脾气越明显，辨识度越高，诗

歌越成熟；我把一首诗的“有力”理解为张力。

语言的张力，意境的张力，自我扩大乃至无我的

张力，既有收纳也有放射，是寂寞心也是创世。

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一直在坚持写诗？有时候

也总是叩问自己。心灵的回应是行走在尘世最

美的应和。我一直认为是诗歌在教我生活，而

不是我在写诗。要写得像李杜，像艾略特、济

慈、叶芝，更多的是忘记自己是诗人，以诗人以

外的身份去感恩，是诗歌带着自己冲破个人屏

障，打开这有限的世界，让我们对一首诗的期待

永不磨灭。

人与诗最后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状态？英国

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曾写过不朽的一行诗：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我喜欢这样极致震撼中

不可言说的平衡。强大与弱小，狂野与安宁，动

荡与静谧都有了最好的状态，我们与诗歌若保

持了这样猛虎细嗅蔷薇的平衡，所有的诗都应

具备浑然天成了吧。最近我总在脑海里回忆这

样的场景：星空下，望不到边际的稻浪翻滚，它

们朝我涌来，栖息在稻穗上的星星，银色的光与

稻子金色的光交汇成一种动态的意识流，奇诡

而浩瀚，我站在那里，忽生悲喜，我的爱也由此

变得隐秘而伟大，这个状态近乎完美，即也抵达

了诗歌的完美。即使它一直是未被我写出的，

一直在纸张右边的空白里。

前些日子，4K 全景声戏曲电影《白蛇传·情》重映。

西湖相遇、水漫金山……那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以戏曲

电影的形式重焕“青春”，吸引了近 60 万观众走进影院，

而该片也创下了中国戏曲片最高票房纪录。

戏曲电影堪称中国电影之父。国内最早期的许多

电影都以经典戏曲剧目为内容，如《青石山》《艳阳楼》

《林冲夜奔》《三娘教子》等。1905 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

拍摄的电影《定军山》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戏曲电

影，也是中国第一部电影。

在百年发展中，戏曲电影的称谓经历了“舞台记录

电影”“舞台艺术纪录片”“戏曲故事片”“戏曲艺术片”

等诸多变化。这些变化，恰好说明了戏曲电影中“戏

曲”和“电影”两大元素相互融合的演变，经历了从舞台

记录到故事讲述，再到艺术表现的发展过程，与中国电

影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自稚拙到纯熟的发展过程基本

契合。

戏曲电影是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电影技术结合、

碰撞后的产物，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建构，在

电影艺术的发展与探索中不断融合、改进，致力于“戏

曲味＋电影感”的精彩呈现。中国电影金鸡奖和华表

奖自成立起便分别设置了最佳戏曲片和优秀戏曲片的

单项奖项，这也证明了戏曲电影是电影艺术中一个不

可分割、不容忽视的分项，也是现代人精神文化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小健在《中国戏曲电影史》中，如此

定义戏曲电影：“戏曲电影是用电影艺术形式对中国戏

曲艺术进行创造性银幕再现，既对戏曲艺术特有的表

演形态进行记录，又使电影与戏曲两种美学形态达到

某种有意义的融合的中国独特的电影片种。”如其所

言，戏曲是戏曲电影表现的中心对象，电影更多的是物

质载体，为戏曲艺术服务，再现戏曲表演艺术美感、展

示古老戏曲独特魅力。

戏曲电影以京剧剧目为前驱，涉及了京剧、评剧、

昆曲、越剧、粤剧、豫剧、赣剧、蒲剧、淮剧、黄梅戏、龙江

剧、皮影戏、梨园戏、河北梆子等国内绝大多数戏曲剧

种，且主要剧种的各种流派及其代表艺术家、代表曲

目，大都囊括在内，题材丰富全面：古典传统题材、现实

生活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和新编历史题材等都有精彩

作品。

戏曲电影早期尚处于探索阶段，经验、技术都相对

缺乏和薄弱，叙事容量有限，故事题材一般就近取材自

传统经典戏曲剧目，偏向于原汁原味地记录和展现戏

曲舞台的演出样貌。但区别于舞台上戏曲艺术的简约

浓缩、注重抒情，戏曲电影在选景、表演和叙事上开始

重视真实可感、细腻可表、尚神重韵的表演技巧和美学

追求。据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记载，由其导演的昆

曲电影《春香闹学》中，春香在花园嬉戏一幕就由以往

舞台上的虚拟性变为真实性，将舞台演出的暗场变为

电影中的明场，使得电影的画面丰富立体许多；其主演

的京剧电影《黛玉葬花》，也是在真实花园里取景，表演

“葬花”时，不再像以前程式化地担着花锄和花囊走圆

场，而是改成缓缓向前走，偶尔停顿一下，演唱时则“加

强面部寂寞伤感的表情”，注重演员表情、表演和人物

情感体验的真实性。又如 1940 年上映的京剧《三娘教

子》采用了写实与写意相间的内景，道具上使用了真实

的织布机，机位和角度也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调度。

这些拍摄实践为戏曲电影表现技巧和叙事能力的提高

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早期戏曲电影的成果。加之这些

戏曲电影的主演自带知名度，如京剧《借东风》由叶盛

兰、马连良、裘盛戎主演；秦腔《火焰驹》由陈妙华、李应

贞主演；豫剧《穆桂英挂帅》由马金凤、丁桂云主演；评

剧《三勘蝴蝶梦》由王鸿瑞、鲜灵霞主演；而江西的几部

赣剧电影《珍珠记》《还魂记》《梁祝姻缘》等也都是由知

名赣剧表演艺术家潘凤霞、童庆礽联袂主演……演员

本身的声誉度使得影片的传播相对便捷容易，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戏曲电影这个新生事物慢慢站稳了脚跟，

传播了中国戏曲文化。

随着电影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戏曲电影的主创团

队有意识地在原有的戏曲表演基础上，更多地融入电

影技法，在镜头分切、取景、造景、灯光处理、场面调度

等方面对戏曲舞台演出进行再加工和处理，以此符合

银幕化展现，再现戏曲艺术美感。在此过程中，戏曲电

影的“电影”元素和特点逐渐丰富，多角度、全方位地表

现戏曲的“唱念做打”和演员的“手眼身法步”。从最早

的记录性戏曲电影，到以原创的《木兰传奇》《生死擂》

等为代表的电影化戏曲，再到以电影技巧和现代技术

充分展现戏曲元素的《霸王别姬》《贞观盛事》《南越宫

词》等现代戏曲艺术片，戏曲电影不仅在内容上追求故

事情节和思想境界的不断升华和创新，如《廉吏于成

龙》赞颂廉政精神，《挑山女人》展示女性的伟大，《响九

霄》反映戏曲改革的艰辛和魄力，《兰梅记》讲述生活的

磨合与智慧，还在艺术手法、呈现方式上考虑了视听效

果的大幅综合提升。主创们往往以传统戏曲美学理念

托底，既遵循戏曲“诗化”“美化”“情化”的创作准则，又

适应电影的特点，娴熟运用现代电影新技术、新技法对

戏曲演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弥补镜

框式舞台观赏的视觉盲点，让观众发现演员更多的表

演细节，打造一种以实补虚、以虚觑实、虚实相生的艺

术妙境。

在黄梅戏《天仙配》中，导演石挥巧妙利用前景与

后景的衬托手法，让仙女飘浮在山峦之间，营造了一种

“仙女下凡”、翩然若仙的动感和奇观化的影像效果。

豫剧《清风亭》中老母贺氏在痛斥张继保后撞死在清风

亭前，此时导演运用影视特效加成，雷电将清风亭劈

倒，黄沙弥漫，极力渲染了贺氏对张继保由期盼到失望

到悲愤的情绪转折，使得影片能达到舞台上所无法完

成的效果，让观众深深共情。更多电影技法开始融入

影片中，镜头的长短、远近、前后、上下、正反、虚实等

变换会根据剧情的发展灵活运用，尤其近景、特写镜

头的大量使用，突出了主要人物角色的表演、性格特

征，有效烘托了环境和情绪氛围。以 2009 年同时荣获

第 13 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戏曲片和第 27 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的京剧《廉吏于成龙》为例，它的

舞台布景介于写实写意之间，表演上尊重戏曲的夸张

性和虚拟性，但又适当减少程式性。影片中还灵活运

用长镜头、特写、仰拍、俯拍、虚焦等技法，多角度、多

景别丰富画面，如于成龙与康亲王斗酒一节，空中翻

飞的酒杯特写体现二人争斗场景之激烈急迫，又通过

镜头的扭转、倾斜，生动表现人物醉酒之态。整部电

影在画面构图、场面调度、人物特写、光影投射、场景

隐喻等艺术手法上都有一定的创新，而且开篇和结尾

独 具 匠 心 ，采 用 间 离 手 法 把 灯 具 和 琴 师 巧 妙 嵌 入 其

间 ，将 戏 曲 的 故 事 背 景 和 人 物 再 现 的 现 代 物 事 相 结

合，跳出情境外又不脱情境中，突出影片虚实结合的

写意氛围。

闪回、倒叙、幻觉、蒙太奇等电影技法也是戏曲电

影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如秦腔《锁麟囊》中薛湘灵守

着卢家公子玩耍，想念自家麟儿，画面便闪回她与儿子

曾经类似的对话场景；越剧《红楼梦》中黛玉将死，思及

宝玉，宝玉便以幻觉镜头出现在银幕前；越剧《五女拜

寿》中用交叉蒙太奇表现了父母寒酸对待小女儿女婿

与大宴其他四对女儿女婿的鲜明对比。此外，现代的

VR、3D、全息投影、4K 和 8K 超清等技术被越来越多地

运用到戏曲电影中来。京剧《霸王别姬》首次使用 3D
技术，凸显了传统戏曲服装的唯美精致，在视觉上增加

了场景变化和空间纵深感，兼顾戏曲虚拟性与电影艺

术逼真性，改变了传统戏曲的常规体验感，吸引了众多

年轻观众和外国观众；京剧《贞观盛事》使用 3D 全景声

进行拍摄，引入全套声音制作系统，360 度的电影镜头

使得舞台精美绚丽，观众视野全面新颖，同时对演员的

表演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粤剧《白蛇传·情》则充分

发挥了 VR 技术的优势，以虚拟合成的水墨风格贯通电

影，又保留传统美学的简约、留白等神韵，将现实画面

与水墨画图完美结合在一起，将许仙与白娘子在碧波

荡漾的西湖相遇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粤剧《南越宫

词》也是采用了虚拟技术，讲述了一段大气恢宏的民族

融合的传奇故事。

中国戏曲电影在经历了跨媒介转换后，通过剧本

改编、虚实结合、实景布置、拍摄手法、后期剪辑等诸多

探索后逐渐成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特殊的电影

类型。以电影载体表现戏曲之美，虽然戏曲电影所呈

现出来的表演方式在目前的学术界仍然颇有争议，但

毫无疑问它丰富了中国的电影类型，是中国特色的民

族美学精神的探索成果，更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和

艺术史上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

从舞台到银幕
——浅谈戏曲电影融合和发展之道

□ 童孟遥

纸张右边的纸张右边的
空白空白
□ 吴素贞

戏曲电影《白蛇传·情》海报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