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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部主办 主编 万芸芸 美编 杨 数10 文艺评论

在接受导演电影《井冈星火》任务之初，

我曾经走访过一些资深的电影发行人，得到

的答案是：电影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若是没有

足够的亮点，即使是主旋律电影，也可能成为

“影院一日游”。我将这种观点转告给了制片

人，他的回答是，这部电影不是要拍成纯粹的

商品，而是要传承一种精神——井冈山精神。

制片人的话，深深触动了我。接下来的

时间，我反复思考，这部涉及重大革命历史的

主旋律电影到底要给观众传达什么？

我脑子里不停地调动着关于电影的记

忆。生活中，我也看了不少电影，但走出电影

院后，我有时会陷入连片中演员的名字都想

不起来的窘境。而好的电影，总会不惧岁月，

给你留下记忆。“I love my motherland（我爱

我 的 祖 国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我爱祖国的清晨）。”这是我小时

候看电影时记住的，也是这句台词，激励我学

习英文。而这句台词，出自 40 多年前的电影

《庐山恋》。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电影《英雄儿

女》中，那位双手紧握爆破筒、英勇牺牲的英

雄王成形象，深深嵌在多少人的脑海。拍！

《井冈星火》不仅要让观众看到那段峥嵘岁

月，更要让观众看到革命者的初心使命、感受

思想的洗礼。

展现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
电影《井冈星火》以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为

故事依托，讲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

引兵井冈山，依靠工农群众，创建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故事。然而，相较于再现历史，我们

更希望以光影艺术，挖掘出革命星火如何能

形成燎原之势的内在根源。

于是，影片的开篇并没有聚焦井冈山，而

是将镜头拉远，呈现了百年前积贫积弱的中

国。

军阀混战，山河破碎。刚成立不久的中

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求同存

异、全力以赴，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无私地将大批青年才俊送往黄埔

军校，他们历经磨砺，成长为北伐战争的急先

锋。

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先是惨痛血腥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疯狂的反革命“围剿”，

之后，日寇铁蹄野蛮入侵、恣意践踏中华大

地。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共产党人毅

然放下恩怨，将筚路蓝缕发展壮大起来的红

军队伍，编入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序列，成为

八路军、新四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

德一戎衣”，全国人民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

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辱的伟大篇章。

正是因为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才有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由弱到强，走向

全面胜利。

讲述井冈山上绽放的青春
“少年强则国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罗霄山脉中段漫山遍野年年盛开

的映山红，也叫喋血杜鹃，永远镌刻着那些青

春的绽放。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

义后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地区，开展游

击战、进行土地革命。井冈山斗争，开启了中

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那时的毛泽东

34岁，风华正茂，“恰同学少年”。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井冈山写下了太多太多的青春荣光。“一支从

血泊里爬出来的部队，怕的不是重兵围困，怕

的是一盘散沙”，卢德铭牺牲时，只有 22 岁。

此外，家境富裕的王尔琢牺牲时 25 岁，就读

于上海大学的何挺颖牺牲时 22 岁，北大毕业

的周鲁牺牲时 28 岁，离开新婚妻子投身革命

的陈毅安牺牲时 25 岁……这些革命青年，为

了共同的信念聚集井冈山，为建立中国红色

政权洒尽青春热血，这是何等的崇高。

探索精准独特的电影语言
全片中，卢德铭仅有 3 场戏。出场即是

在文家市转兵，他一言不发，在关键时刻，他

果断支持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引兵井冈；胆

小的马奕夫不敢打出旗帜，他告诉马奕夫“这

面旗帜是我们打出的第一面自己的旗子，红

色象征革命，白色的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

导，镶嵌的黑色镰刀和锤头，象征着工农大众

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旗帜就是方向，什么时

候都不能忘掉手中的旗；最后一次出场，卢德

铭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保护了这位小战士。受

榜样影响，小战士也成为一位革命英雄，他用

血肉之躯堵住了敌军枪眼。

电影第二场，我表现了“牺牲带”并重复

阐述其深刻寓意。

何为“牺牲带”？革命斗争时期，条件艰

苦，军服都难以统一，指战员便在脖子上系一

根红布带，带子上写有各自的姓名和地址。

就像我们今天佩戴的党员徽章一样，“牺牲

带”是革命者的一种标识，也寓意着革命者的

初心使命。

在剧中，我刻意选择了三类人：逃兵和放

弃者，他们会将“牺牲带”抛向空中；革命的坚

守者，他们信念不灭，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再次

染红它，如卢德铭、马奕夫等先烈；还有系着

“牺牲带”，却滥用手中权力、行个人私欲的陈

浩等。尽管彼时的陈浩，是当时最具军事才

能的高级指挥官，是毛泽东不可或缺的左膀

右臂，但当他违背初心使命，毛泽东毅然扯下

了他胸前的“牺牲带”……

革命事业并非一帆风顺。陈毅从一个个

牺牲的战士遗体上解下“牺牲带”，厚厚的一

把，朱德拿在手上，泪流满面，以最高的军礼

致敬。卢德铭牺牲后，毛泽东将他的“牺牲

带”紧紧握于手心，久久凝视，悲痛不已。

把支部建在剧组
对于电影海报，我们进行了精心设计：两

支从血泊中爬出来的部队，经过三湾改编、赣

南三整，历经枪林弹雨，终于会师井冈，他们

手中握着的，是代表初心使命的红飘带。朱

毛会师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并扩大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百年峥嵘，井冈山旧貌换新颜，昔日的土

坯房已难觅踪迹，要找到合适的、与当时历史

贴合的场景，十分困难。于是，剧组的美术组

跑遍了整个吉安地区，终于在东固，也称东井

冈 的 地 方 ，找 到 了 点 点 滴 滴 尚 能 拍 摄 的 场

景。“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剧组克服各

种困难，在大务山上完成了“朱毛会师”等重

要场景的拍摄。

一部电影，人物“活”了，戏就生动了。让

剧中每个角色立起来，是一部影片成功的关

键。在演员的选择上，我们优先考虑共产党

员和军人。《井冈星火》剧组中，共产党员占大

多数，戏中饰演毛泽东、朱德、袁文才、王佐、

何挺颖、余洒度、苏先俊、张子清等角色的演

员，都曾是从军营走出的战士。

《井冈星火》从 2020 年开始拍摄，创作

历时三年，正是艰难的疫情时期，面临着多种

不确定性因素。我们在剧组建立了党支部，

共产党员带头往前冲，大家团结一致克服了

许多困难。

让井冈山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井冈星火》不只是一部史诗性电影，更

是一篇生动的党建教材。然而，我一直担心：

将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史浓缩在

九十分钟的电影中，加上影片强情节、快节奏

的叙事风格，会不会使那些不太熟悉这段历

史的观众看不明白？

电影上映后，许多观众走进了影院，一些

学校、企业、机关单位也自发地组织大家观

影。从他们的反馈中，我愈发感受到，主创人

员的诚意、情怀，会成为一部好作品的通行

证，而共同的理想信念，会成为电影感动观众

的巨大精神动力。

许多大学生也观看了这部电影，他们的

留言很是感动：“一个国度、一个民族、一个团

队、一个小我，假设没有抱负信念，没有精神

支柱，必将走向沉沦”“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

能存在？是什么让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

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体综合国力都较强的国

家？中国共产党从实际情况出发，把人民群

众放在首位，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了中

国史册上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愿每个青年都

能独立思考，做正确的事，为国家和人民做贡

献，哪怕力量很小，贡献很小，但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

峥嵘的井冈山岁月是全国人民的集体记

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

山奠基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

平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建党、建军思

想。借古鉴今，让井冈山精神绽放新的时代

光芒！《井冈星火》是一段不能、也不该忘却的

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光影呈现，也是一座

神圣之山跨越时空的精神传递。

1938 年 1 月 6 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南方八省十

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汇聚成了英勇的新四军，成为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主力军。在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 85 周年之

际，江西省赣剧院推出了赣剧《铁军出征》，紧扣“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主题，讲述南方红军三年游击

战争和新四军组建的故事，高扬优秀的艺术传统和崇高的艺

术使命。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和新四军的组建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光辉历程的重要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苏

区精神的生动诠释，其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人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不

竭动力。面对这样一个宏大题材，《铁军出征》没有全景式再

现南方游击战和新四军组建历程，以及激烈的战斗场景和敌

我斗争，而是聚焦三年游击战的浴血坚持、国共合作后的接

受整编、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后的出征抗日这三个重大时

间节点背景，分别选取了三个小切口，通过小视角的开掘，从

一位普通新四军战士的成长反映革命烽火大主题。第一幕

《向死而生》讲述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最艰难时期，九陇村草木

皆兵，人心惶惶，游击队员李青山回到家中，并要将儿子李七

斤（后改名李旌旗）带去参军。李母万般不允，最终被李青山

说服，同意七斤参军。第二幕《共同抗日》叙述第二次国共合

作，南方红军接受改编，李旌旗随首长来到湘赣边，邀请游击

队下山改编，偶遇童年伙伴富贵，富贵误认为李旌旗已叛变，

将其捆绑，意欲枪毙。李旌旗慷慨陈词，说服富贵放下成见，

统一抗日。第三幕《东进东进》讲述了青年们从各地结伴赶

来新四军军部参军，消除误会，统一纪律，投身抗日救亡运

动。这种串珠式的组合铺排和生动的情感宣泄，体现了艺术

上的曲折起笔，婉转回向，沉着收束，诠释了这支革命队伍的

情感底色、精神本色和信仰正色。

小戏是充分发挥戏曲本体特征的戏剧样式，擅长在单纯

的人际关系中开掘人性情感，一直是戏曲创作的重要体裁。

此次江西省赣剧院以小戏创作来进行艺术突破，最可贵的是

始终把握戏曲的人民性特质，将普通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

刻细腻的张扬。三部小戏中的人物，都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

战士，都是从乡土走到了革命队伍中。李青山的母亲和乡亲

们，投奔新四军的青年学子，也同样来自最普通的社会阶层。

正是这些人构成了革命最终要依靠的社会基石，也构成了革

命最终要服务的社会群体。因此，这个戏创作的立场就是从

基层人民的视角来呈现他们眼中的军队、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例如，《向死而生》中，1936 年末白色恐怖最严重时，李青

山突破国民党封锁线来到九陇村家门口，舞台上的“门”，多

次小心地开又无情地闭，那一扇门隔开的青山和母亲，情感

相连而心意不通，只得在内心呼唤彼此、怜惜彼此、嘱咐彼

此，这是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母子情，没有杂质。满台游走

的“门”，真实展现了红军与生活在危机苦难中的百姓之间的

关系。直到七斤跃出门框与父亲青山相拥时，也就无畏地冲

破了个人情感的局限。之前无形阻隔的那扇门，变成了此刻

敞开的心门，全村热血青年冲破牢笼向往美好生活的斗志随

之如决堤之水磅礴而出，即如唱词“听爹说红军为民拼死战，

要让我们吃饱饭穿暖衣乐享天伦。今日跟爹从军去，上阵打

仗杀敌兵，何惧刀光与剑影。”而他们从李青山那里真切感受

到的“红军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吃饱饭的人”，是来自于质朴的

价值判断，更来自于走出懵懂后的觉悟。

第二幕《共同抗日》取材于 1937 年 10 月下旬，陈毅几经

周折来到湘赣边，邀请磨盘山游击队下山改编，不料被误认

为叛变险些被枪杀。剧中将这一情节化用到李旌旗与童年

伙伴富贵身上，两个发小由于革命形势的信息不对称，由误

会而冲突，在误会逐步得到消解的过程中，异样的东西在他

们内心升腾，两方视角悄然转化为主体视角，最后富贵毅然

跟上旌旗的脚步。这场戏，旌旗与富贵的分歧其实是革命内

部矛盾，表现形式是在山林中的攀爬追斗，其中的翻越、追

逐、争斗，从情节到调度几乎具有无限假定性，所有可能的真

细节非必要都不往真里做，甚至在两人扭打最“嗨”时，背景

音乐采用了轻松的钢琴曲，主创以此重建崇高，在对朴素的

调侃中回归本真，有意化解了这些所谓矛盾的残酷性。这一

场极具象征意义的“缠斗”，每个回合都以旌旗的胜出告终，

其中缠绕了两股本质上彼此关爱理解的力量，一股是升华了

内心的小战士，他的背后是被热血点燃的万千游击队员，另

一股是照亮小战士的光，新四军之光，革命者之光！

即便到了第三幕，在表现李旌旗与懵懂青年过招的戏剧

行动时，导演依然显示出恣肆、浑通，甚至在程式化的打斗中

出人意料地安排了慢动作。所有的表达都指向这是“戏”，但

却准确传达出旌旗点到为止“教训”新兵遵守军纪的良苦用

心。夸张的舞台造型，在假定性的基础上，假戏假做，只求真

趣，解决了内容逻辑的合理性问题。因此，这种作品带来的

感受很奇特，它会让人感动，但这种感动并不只是来自于故

事，而是舞台灯光带来的审美愉悦。

这种守格与破格的辩证法始终是戏曲发展的内在规定

性，演员的表演创造性地运用戏曲程式并将其不露痕迹地、

艺术地体现生活，这是戏曲现代戏表演应追求的，彰显了中

华古典美学精神。诚如主演朱英杰，饰演老年李旌旗时充分

发挥自己文武老生的特长，搀扶战友时的疼惜、回忆父子情

深时的温馨，仿佛已将自己和老号手融为一体；饰演中年李

旌旗时对革命胜利的渴望和必胜的决心，巧妙地展现在探

海、抢背等传统程式中，唱念做表张弛有度，剧中几段唱腔极

尽韵味，开合自如，体现出很好的艺术表现力。

陈云峰倾情诠释着李青山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于他

而言，演绎英雄人物，既是“圆梦”又是挑战。由于疫情，参与

《铁军出征》排演近一年，这期间他在反复揣摩探索中，逐渐

找到借用一些赣剧正生筋骨遒劲、骨气劲峭的表演和唱法，

演绎出红军战士那种坚定和激昂。

第二幕中，饰演少年李旌旗的新秀司礼祥用丰富的表情

变化、爬树攀山娴熟的舞台动作充分体现出坚定的革命信

仰、智慧的运筹帷幄，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

三场小戏的时间、空间、情节各有不同，但通过新四军军

部旧址陈列馆讲解员与新四军老号手的真情对话，以及老号

手的青春忆念，贯穿全剧，用喇叭和军号这两个物件来象征

这支军队从弱到强、从零散到正规的过程，最终能三戏合一，

拢聚在整体格局调性之中，集中张扬了党的军队与人民群众

缔结的承诺初心。三场戏，合则通篇成章，分则独立成折，在

以后的一些演出中能够有短小精悍的样式，进行爱国主义和

红色故事的普及和传播，也是一次文艺创作与红色宣讲相结

合的全新尝试。

《铁军出征》的创排大胆启用青年翘楚，编导演舞美灯

光，满台青春。这是一支温馨且充满力量的队伍，满载着创

新的勇气、新鲜的尝试，有时难免有失整饬。或许整体的气

息可以再控制些，比如现代音乐元素是不是可以建立起与戏

曲音乐之间的更为有效的对话；比如舞台调度，是不是可以

在不影响灵动感的前提下，把一些过于细碎的形体动作再收

拾收拾；比如剧中人物的认知转向，是不是可以在戏剧情境

方面铺垫得更厚实一点，使之更为合理顺畅。

“军号声声震天响，劈开阴霾现阳光。铁军威武且雄壮，

迈向自由再启航！”大幕在主题歌中落下，伟大的新四军精神

感染和指引着新时代的赣剧人，他们在红色基因的浸润下，

与前辈们心灵守望，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用

雄厚的艺术传统、不拘的现代创造和雄浑的浪漫格调，彰显

赣剧艺术创造力的勃勃生机。

提起非遗，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
的，或许是一个个陈旧古典的文物，一
场场庄严肃穆的表演。也或许会有少
数人，因缺乏认知和理解而刻板地认
为，非遗的传统性，即意味着落后时
代。近日，继《故事里的中国》《典籍里
的中国》后，央视推出了全新文化节目
《非遗里的中国》。如“旧时王谢堂前
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该节目以丰富
的镜头语言，呈现了非遗的俏丽多姿，
感染了万千观众。在呈现非遗汲取优
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节目还从非
遗的新内容、新形式等，讲述了非遗的

“新生”。
非遗是中华璀璨文化的美丽注

脚，也是萦绕国人心中的一抹乡愁。
节目第三期开头，对江苏盐城建湖县
九龙口淮剧小镇内的众多非遗进行了
特写：上鹞灯、龙舞、跳马伕……许多
观众或许对这些非遗项目不明其源，
但现场热闹的气氛，络绎不绝的游人，
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等，无不让人联
想到与之内涵相似、种类同样繁多的
本土非遗，一脉相承的浓郁中华文化
气息扑面而来。

非遗在庙堂之高，也在江湖之
远。雪龙二号破冰船，冰上的无畏先
锋，缘何会出现在一档非遗节目中？
片刻之后谜底揭晓，原来，这件为我国
科考事业保驾护航的大国重器，运用
了已传承 22代的水密隔舱福船制造
技艺。又如径山茶宴，一抹芬芳飘香
至今。径山茶宴以茶入菜，随季节变
化，根据人体的养生需求，将不同食材
和不同白茶融合，色香味俱全。“河清
海晏”“云雾茗香”，每道菜名颇为雅
致，还与节气遥遥相应，满满的“中国
味”。杭州楼外楼的美食也在慰藉当
下饕客的味蕾：西湖醋鱼鲜美异常、胡
麻饼在师傅的手里仿佛有了灵性，芝
麻点点均匀撒在面饼上……非遗，并
不是昨日的梦，博物馆、文化馆的橱窗
里展示的是他们的昨日，而今日，正如
孕育他们的伟大文明一般，风霜之后
老枝萌新芽，依然氤氲着烟火气，成为
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非遗要传承，也要创新。非物质
文化遗产，不仅是先人的余泽，也包含
了后人的智慧和创新发展。《非遗里的
中国》展示了众多非遗项目，且每个非
遗项目都在经历“新生”。技艺师傅不
断创新龙泉青瓷，突破极限，世界首创
青瓷屏扇。其由251樘青色屏扇组合
而成，每一樘屏扇高 10.34米，宽 2.68
米，共使用了 7万片纯手工烧制的青
瓷片，在烧制面积巨大、瓷板平整度、
边框精准度等方面获得了巨大提升。
苏绣的记忆金属，让平面静态的绣品
化蛹成蝶，其作为绣品蝴蝶和花瓣的
骨架，能随嘉宾的触摸而缓缓舒张，让
人仿佛置身绣图所绘的花蝶绘卷中，
感受花香幽幽，蝶舞漫天。宜兴紫砂
陶项目，父子合作新制了阴阳太极壶，
壶身被分为两个阴阳勾玉的造型，可
拆分使用，亦可合而为一……时代向
前，非遗也在向前，技术上的突破，材
料上的提升，形制上的创新，共同谱写
了非遗在新时代的包容、多元、新潮。

人文一词，源于《易经》：“刚柔交
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
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作为东方人文的集中体现，非遗历一代
代传承弘扬至今。《非遗里的中国》让观
众领略到祖国各地的文化之美，见证了
中国智慧的传承与革新。同时，令人欣
喜的是，节目本身也在“赶潮”，在抖音
等新兴传播平台，用年轻观众喜欢的短
视频形式传播。其中，不少非遗内容还
获得了很高的播放量，引导着更多的国
人了解非遗，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和老祖宗的智慧；爱上非遗，感受
新时代蓬勃向上的朝气影响着每一个
领域。

再看井冈红再看井冈红
——谈电影《井冈星火》的创作

□□ 周耀杰周耀杰

鼓角远去，英雄的面容依然鲜活
——评赣剧《铁军出征》

□□ 刘刘 飞飞 非遗里的
时代新风

□□ 石炎鑫石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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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剧《铁军出征》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