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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台 艺 术

题 材 宏 大 的 作 品 ，在 表 达 上 往 往 容 易 流 于 抽

象和空洞。 但《钨 金》成 功 地 在 宏 观 叙 事 与 微 观

细 节 之 间 找 到 平 衡 ，将 一 段 革 命 历 史 具 体 地 再

现 于 舞 台 之 上 ，带 给 观 众 惊 喜 。 该 剧 在 艺 术 表

达 上 实 现 了 写 意 与 工 笔 的 结 合 ，既 展 现 出 了 浪

漫 的 诗 意 ，又 不 乏 扎 实 的 细 节 描 写 。 从 而 在 主

题 上 ，既 展 现 出 共 产 党 人 浪 漫 的 革 命情怀，又流露

出他们对生活的热情。

与 诗 歌 、小 说 、散 文 这 三 种 静 态 的文体不同，

戏 剧 包 括 静 态 的 剧 本 和 动 态 的 舞 台 表 现 ，缺 一 不

可。《钨金》的平衡表现在剧本方面，是人物形象的典

型性和独特性的生动结合；在舞台表现方面，是声、

光、舞美效果的具体性和象征性的诗意结合。

在 人 物 塑 造 上 ，《钨 金》成 功 地 塑 造 出 了 一 系

列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典 型 形 象 。 比 如 毛 泽 民 ，临 危 受

命 成 为 钨 矿 公 司 的 总 经 理 ，为 了 解 决 钨 矿 公 司 发

展 面 临 的 内 忧 外 患 ，他 翻 越 崇 山 峻 岭 ，请 工 人 中

的 探 矿 行 家 老 陈 皮 出 山 ；身 体 力 行 地 教 育 引 导 工

人 中 的“ 大 力 士 ”八 尺 走 上 正 途 ，并 提 出 股 份 制 的

改 革 方 案 ，展 现 出 共 产 党 人 坚 定 不 移 的 革 命 信

念 、无 私 奉 献 的 精 神 和 勇 于 创 新 的 品 质 。 而 老 陈

皮 和 八 尺 身 上 ，则 不 约 而 同 地 展 现 出 工 人 吃 苦 耐

劳、善良朴实的品质。

然 而 ，一 味 强 调 塑 造 人 物 的 典 型 性 容 易 使 人

物变得脸谱化，从而缺乏真实性。《钨金》通过同类

人 物 不 同 个 性 的 塑 造 ，避 免 了 这 种 脸 谱 化 。 比 如

同 为 共 产 党 员 的 华 汉 与 毛 泽 民 ，华 汉 反 对 毛 泽 民

提 出 的 股 份 制 改 革 方 案 ，也 不 同 意 他 吸 纳 八 尺 和

老陈皮入党的建议。他们之间的冲突既反映了钨

矿 管 理 层 的 内 部 矛 盾 ，也 在 更 大 层 面 上 展 现 了 革

命过程中不同理念的碰撞。但这种理念上的冲突

并 不 妨 碍 他 们 都 是 优 秀 的 共 产 党 员 。 如 华 汉 在

“ 抢 运 钨 砂 至 渡 口 ”的 一 幕 中 ，冲 在 与 阻 碍 运 砂 的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作 战 的 最 前 线 ，就 展 现 了 他 作 为 党

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演 员 精 彩 的 表 演 对 塑 造 生 动 的 人 物 形 象 功 不

可没。比如，在塑造华汉时，演员强化了这个中央

特派 员 的 南 方 口 音 ，并 凸 显 了 他 有 些 教 条 的 知 识

分 子 形 象 。 其 次 ，舞 台 设 计 也 帮 助 人 物 形 象 更 立

体 。 化 妆 和 服 装 设 计 自 不 用 说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一

个 不 起 眼 的 细 节 —— 老 陈 皮 第 一 次 出 场 是 在 一

场 群 戏 中 ，他 被 安 排 在 舞 台 右 前 侧 较 暗 的 位

置 ，本 来 在 人 群 中 并 不 起 眼 ，但 观 众 却 难 以 忽

略 他 。 因 为 在 相 对 静 止 的 画 面 中 ，他 点 燃 的

烟 枪 中 冒 出 了 一 缕 动 态 的 白 烟 ，立 刻 吸 引 了 观

众 的 视 线 。

正 是 静 态 的 剧 本 和 动 态 的 舞 台 设 计 的 匠

心 运 用 ，使 得《 钨 金 》塑 造 出 了 具 有 典 型 性 及

独 特 性 的 人 物 形 象 。

在 舞 台 表 现 上 ，话 剧《钨 金》的 音 乐 、灯 光 、

美 术 等 既 给 予 观 众 直 观 的 、美 的 享 受 ，也 传 达

出 一 种 意 犹 未 尽 的 象 征 意 味 。《钨 金》的 舞 台 美 术

效果非常出色，不仅具有美感，还能恰当地表现情

节 。 例 如最后一幕，工人们加入长征队伍，但长征

的宏伟场景难以在有限的舞台上表现出来。《钨金》

的设计团队用一幅结合了古典油画典雅肃穆特色，

又具备公共雕塑文化意义的定格画面，巧妙地解决

了 这 个 技 术 上 的 难 题 ，赋 予 这 一 情 节 更 多 美 学 张

力 。 舞 台 上 ，在 一 片 红 色 的 、抽 象 的 群 山 背 景 前 ，

大 家 排 成 一 排 ，或 挑 着 担 子 ，或 扛 着 枪 ，或 振 臂 高

呼，或举旗朝前，动作各有不同但都脚步向前。在

人 物 关 系 上 ，他 们 几 人 为 一 组 ，相 互 照 应 ，又 在 整

体上构成了一支团结的队伍。这一幕用“静”的画

面 ，展 现“ 动 ”的 长 征 ；用“ 个 体 ”的 不 同 ，组 成“ 集

体”的相同。在这一场景中，工人和军人在正面打

光 逐渐暗下去后，化为一个个黑色的剪影，被背景

中壮阔的红色河山衬托着，凝成观众脑海中难以忘

怀的共和国英雄的群体形象。

在这部剧中，除了象征着革命的“红色”多次出

现之外，还有象征着自然的“绿色”，象征着钨矿的

“黑色”，共同构成了剧作颜色的象征意味。在毛泽

民请老陈皮出山这一幕中，舞台上方降下一根根青

翠的竹 子 ，继 而 组 成 了 一 片 立 体 的 竹 林 。 随 着 演

员 由 远 及 近 地 从 竹 林 深 处 走 来 ，观 众 仿 佛 也 一

下 子 从 剧 场 穿 越 到 了 赣 南 的 崇 山 峻 岭 之 中 ，感

受 到 祖 国 山 河 的 秀 美 。 而 象 征 着 钨 矿 的 舞 台 装

置 , 由 四 块 从 舞 台 地 面 延 伸 至 天 空 的 背 景 板 组

成 ，形 成 黑 色 钨 矿 的 壮 丽 景 象 ，营 造 出 厚 重 的

历 史 氛 围 。

光 影 效 果 的 巧 妙 运 用 也 是《 钨 金 》值 得

称 赞 的 地 方 。 例 如 ，在 老 陈 皮 的 提 议 下 ，钨

矿 场 将 小 钎 换 成 大 钎 ，小 锤 换 成 大 锤 的 一

幕 ，聚 光 灯 首 先 聚 焦 在 抡 动 大 锤 的 八 尺 和 手

握 大 钎 的 王 有 贵 身 上 。 接 着 ，舞 台 暗 处 的 灯

光 依 次 亮 起 ，照 射 在 一 组 组 劳 动 中 的 工 人 身

上 。 劳 动 号 子 伴 随 着 一 声 声 的 敲 击 声 和 激

动 人 心 的 背 景 音 乐 ，展 现 出 热 火 朝 天 的 集 体

劳 动 的 感 人 场 面 。 又 如 ，在 遭 到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围 剿 ”时 ，以 华 汉 为 代 表 的 共 产 党 员

领 导 钨 矿 工 人 突 围 ，将 钨 砂 运 往 渡 口 的 一

幕 ，白 色 的 舞 台 灯 光 高 速 频 闪 ，节 奏 应 和 着

观 众 起 伏 的 情 绪 ，使 观 众 与 舞 台 上 的 紧 张 场

面 同 频 共 振 。

《 钨 金 》成 功 地 展 现 了 革 命 历 史 的 宏 伟

画 卷 ，同 时 也 注 重 了 细 节 的 呈 现 ，使 得 观 众

能 够 感 受 到 历 史 的 厚 重 。 然 而 ，随 着 时 代 的

变 迁 和 观 众 审 美 的 不 断 提 升 ，戏 剧 作 品 需 要

不 断 创 新 和 发 展 。 我 们 可 以 通 过 更 多 现 代

化 的 手 段 和 新 颖 的 叙 事 方 式 来 吸 引 年 轻 观

众 。 例 如 ，结 合 虚 拟 现 实 技 术 ，创 造 更 加 沉 浸

式 的 舞 台 体 验 ；利 用 互 动 元 素 ，让 观 众 参 与 到

剧 情 中 来 ，增 强 他 们 的 参 与 感 和 互 动 性 ；同

时 ，在 剧 本 创 作 和 人 物 塑 造 上 持 续 创 新 ，打 破

传 统 的 表 达 方 式 ，使 得 戏 剧 作 品 更 加 贴 近 当 代

观 众 的 审 美 需 求 和 生 活 体 验 。 相 信 随 着 不 断 探

索 和 实 践 ，更 多 的 主 旋 律 作 品 将 会 在 未 来 的 舞

台 上 焕 发 出 新 的 生 机 和 活 力 ，继 续 为 观 众 带 来 艺

术 享 受 和 思 想 启 迪。

近年来，赣南涌现了一批女性散文作
者：简心、朝颜、赖韵如、春序、皖心、张晓
帆……她们紧跟时代，倾情抒写，其作品呈
现出“在地性”写作的共性，从河流叙事、
乡土风物、客家非遗等方面，对传统乡村社
会进行着时空回溯，也对新时代背景下乡村
振兴给予积极观照——

河流叙事：生命之终始
“河流”是乡土文学叙事中一个古老的命

题，既作为地标，也映射出村民间的关系与
价值倾向。河流的宝贵在于孕育万物时所
体现的生长性与包容性，亦如简心的《被绑
架的河流》中所述：“有时，一群简单的水草，
就是一片难以穿越的森林。”在河水与卵石
碰撞下，村庄被挤压出褶皱似的支流，人们
在支流里放排，行商；坐船外出求学，上任。

人们的生活与河流息息相关，简心的《午
月首事》中就有“发水财”这一说法。在朝颜心
中，那供一家人挑水取用的小河在涓涓不息
地供养着这一条深深扎进土壤里的血脉。
赖韵如在《水之秘径》中写道：“生养我的地
方，是赣水之上一处小小的源流。我的村庄
叫马溪，它周边的村坊，几乎都以溪流命名：
桃源、圆溪、沙溪、玉带溪、月亮溪、金钩挽
水、三条圳……”春序的《一条河流的记忆》
中提及“这条河自南向北一路走来，哺喂着
太平堡的子子孙孙”。在《放排江河》中，春
序回忆了父亲“吃水上饭”的往事。“一排排
木排顺河而下，江河迢迢，水流湍急，河床弯
曲，暗礁密布。”“有河流的地方就有村庄，有
村庄的地方就有桥梁，有桥梁的地方就有河
道，这些河道曾经是乡民通向外面世界的财
富之路。”皖心在其创作谈中提到：“千百年
来，这条护佑着苍生承载过无数命运的河流，

一直在用蜿蜒的方式，述说着自己的过往。”不断奔波涌动的河流携
带着生命一起往前流动，水的前进与干涸，岸的热闹与沉寂，日升月
落与家人的归处都与河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四通八达的河流岔道被人们不断追溯和重构，最终人们发现了
一个适合它的位置，那是一个回望家乡的位置，因为在那里存放着村
庄共同的记忆。河流怀揣着人的过往和希望向前方奔去，沿途灌溉
村庄，串联起一户户人家，其中不乏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但这些
在后来生活中或多或少得到了消解。那些曾经或正在经历磨砺的生
命持续不断地发出声响，努力让声音穿透泥土，到达地面。

“食光”记忆：舌尖上的念想
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指出：“面临当下的全球化潮流，文化

并非单一地趋向于同质化，相反在各种流动与断层中往往会生出
一些崭新的在地文化因素。”那慰藉乡民味蕾的地方美食，便是这
种“崭新的在地文化因素”吧！

在山川育养的赣南，作者们将庄稼里的农作物和树木果实自
然地放入了文学的取景框中。如《客路赣南》迸发出蓬勃的自然生
命力量，《天空下的麦菜岭》浸透了对生命的反思，对食物抚慰心灵
的感恩，《茶青和桃红》洋溢着茶叶的清香，《夹湖谣》则呈现出了
对食物诚挚的珍惜……寒露籽、山稔子、吊茄、米筛籽、茶苞、水菌
子、麦子、番薯、芋头、花生、毛栗子、枇杷、野杨梅等，这些大自然
中的生灵欢呼雀跃地四散于乡间，作者们把它们当作了童年最好
的玩伴，在灾荒年代，它们甚至成了救命的口粮。食物的形态从
生长到成熟，历经数月的磨炼，不仅在人类的手中褪下了坚硬粗
粝的外壳，显露出里面娇嫩可口的果实，我们在自然中攫取、收获，
亦在田野中享受童心复归的乐趣。

依靠食物建立联系的还有村民，如《客路赣南》中的西风太婆、
蓝嬤太婆，《水之秘径》中的阿爸，《父亲的大海和太阳》中的“我的父
亲”、大伯与祖母，《夹湖谣》中的阿花姐、苗婆娭毑、秋嫲婶，等等。这
群赣南作者敏锐地将儿时的人物经由食物和节日的连接内化为乡土
记忆，将赣南地域文化包藏于食物当中，循环往复，最终落笔为一代
代人的浓浓乡愁。

“在地性”写作：作者的身份认同
近年来，地方性写作被反复提及和阐释。有观点认为“地方”

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作家的出生地，而应看作文学的“在地性”。安
徽籍作家皖心和辽宁籍作家张晓帆在赣南工作生活多年，分别创
作了《远行的人（二题）》《炕琴之韵》等作品，她们与赣南本土作家
一起，构成了新时代赣南文学的“地方景观”。无论是皖心的“生命”
主题写作，还是张晓帆“重返故乡”的写作，都呈现了平凡又坚韧的生
命存在，内敛着作者丰沛的情感力量。

福柯曾言：“当今时代也许是一个空间的时代。我们都处在一个
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列的时代，一个远近的时代，一个共存的时
代，一个散播的时代。”走进赣南这群女性散文作者的文学空间，她
们行走在田野，寻找着自我成长的姿态，在赣南这片红色原野中发
现自然之美，风物之美，人情之美。其散文创作中的人事、物事在
山川中汇聚成一条纵横赣南的历史文脉，也从侧面呈现出江西文
学的温情与气韵。

《客路赣南》中的木梓林、石子坪、鹤山咀，《父亲的大海和太
阳》中的老屋，《水之秘径》中的吊脚楼与大屋场，《夹湖谣》中的
村坊瓦房、围屋、圩场、下山角、屋场、枇杷林……这些场景都是
基于真实的历史而写就，作者们在回味童年之时也提取了当下
的生活经验，童年视角与成人后的回味形成了交叉的记忆路径，
让笔下的家园更加立体鲜活。

在赣南，稻浪翻滚的时节，“妇娘子结伴下田，撅起肥臀，
禾镰一挥稻秆一把把归顺”；立夏时要吃“春”（鸡蛋），端午节
顺口溜“杨梅叭叭跌”流行开来，苗婆娭毑的叮嘱“转了风头，
冻桂花了”；那些被陈酿的光阴年年岁岁，“春种之后还有夏
忙，夏忙之后还有秋收，秋收一过，一切就好办了”……对过

往岁月的思考和对当下生活的观照，是作家回应
身份认同的方式。她们对赣南乡土的倾情抒写，

包罗万象，携带着传统文化基因的同时，也
呈现出开放性的生长姿态。在新与旧的更

迭中，在记忆与现实的交织里，
她们尝试着创新叙事手法，如水
似的柔情与对自然的敬畏共同
生成一种坚韧顽强的审美空间，
勾勒出赣南文化的历史时空与
当下面貌。

“只有让苏维埃的‘钱袋子’鼓起来，才能支撑起革命的‘枪杆子’”。近日，我省原创话剧《钨金》再次在
南昌红谷滩大剧场上演。《钨金》以中华钨矿公司为背景，艺术再现了那段革命历史，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共
和国第一国企”的红色传奇和一幅幅鲜活生动的劳动者群像。 ——编 者

在宏大叙事中看见细节的生动
□ 肖星晨

倾
情
抒
写
赣
南

□
熊
宏
悦

微评论

“我信你、你信我”
话剧《钨 金》中 八 尺 的 人 物 形 象 丰 满 ，他 从 土

匪 黄 斑 虎 的 马 仔 转 变 成 坚 定 的 革 命 战 士 ，离 不

开 钨 矿 总 经 理 毛 泽 民 的 思 想 教 导 ，更 离 不 开 指 导

员 舍 命 相 救 带 来 的 心 灵 震 撼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指

导 员 王 有 贵 扶 住 大 钎 ，鼓 励 八 尺 抡 大 锤 凿 矿 石 ，

两 人 配 合 时 一 句“ 我 信 你 、你 信 我 ”，道 出 了 共 产

党 员 与 群 众 之 间 的 鱼 水 关 系 —— 彼 此 信 任 就 能

攻 坚 克 难 、改 天 换 地。

在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的 那 段 岁 月 里 ，钨 金 是

一 种 意 象 。 话 剧《钨 金》对“ 共 产 党 为 什 么 能 ？ 为

什么行？”问题交出了完整的答案。（方 亮）

制作精良、故事感人
该 剧 制 作 精 良 、故 事 感 人 ，服 装 道 具 布 景 在

尽 量 还 原 赣 南 风 貌 让 观 众 入 戏 的 基 础 上 ，做 到 了

写 实 与 写 意 的 结 合 。 演 员 台 词 、形 体 基 本 功

扎 实 ，表 演 细 腻 生 动 ，做 到 了 生 活 真 实 与 戏

剧 真 实 的 统 一 。

同 时 ，剧 本 在 写 故 事 、写 冲 突 的 同 时 塑 造 人

物 ，明 暗线 交 织 ，做 到 了 生 动 与 深 刻 兼 得 。 剧 中 ，

明 线 讲 述 的 是 毛 泽 民 依 靠 共 产 党 员 ，团 结 带 领 钨

矿工人，克服重重困难，创造出巨 大 价 值 的 故 事 。

暗 线 则 是 反 复 出 现 的 时 代 背 景 ，苏 维 埃 政 府 成

立 后 在 江 西 怎 么 组 织 群 众 生 产 、怎 么密切团结群

众，影响了 八 尺 、谢 母 、娇 莲 等 一 批 群 众 参 加 革 命

生 产 的 故 事 ，塑 造 了 这 些 人 物 的 成 长 及 个 人 意

识 的 觉 醒 。（伍文珺）

跳脱出宏大的革命叙事
整 部 剧 跳 脱 出 宏 大 的 革 命 叙 事 ，直 面 中 国

在 革 命 道 路 上 遇 到 的 历 史 困 境 和 现 实 考 验 。

当“ 理 念 ”与“ 现 实 ”发 生 冲 突 ，是 听 从 理 念 ，还

是 坚 持 从 客 观 实 际 出 发 ？ 该 剧 通 过 人 物 的 塑 造

作 出 了 回 答 。

全剧围绕着“钨”和“大锤”主题意象展开叙事，

在具有象征意味的形式中实现舞台诗意化的表现和

意义的开掘。这些具体意象不只是生产的工具，更

是个人和国家紧密连接的重要媒介。尤其是当大

锤和长钎配合起来，舞台色调由暗变黄，场景由“两

个人”逐渐变成“一群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此

刻具象化地呈 现 出 来 。 空 间 的 转 化 既 弥 补 了 舞

台 的 有 限 性 ，也 让 观 众 在 真 实 与 虚 构 中 深 化 对

革 命 精 神 的 理 解 。（朱 瑞）

2023 年 8 月 15 日 ，陈 凯 歌 执 导 的

《志 愿 军》三 部 曲 杀 青 ，次 月 底 ，第 一

部《志 愿 军 ：雄 兵 出 击》上 映 ，斩 获 了

8.6 亿 元 票 房 佳绩。今年国庆档，第二

部《志愿军：存亡之战》如约而至。

延续第一部讲述的入朝背景及入

朝后的第一、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存

亡之战》的时间线拉到了第三至第五次

战役，并高度聚焦在第五次战役中的铁

原阻击战。此时的战争已进入白热化

阶段：1951 年 5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3 军奏命驻守铁原，经过 13 天的防御

作战，63 军运用“钉子战术”，以 2.5 万

人对抗 5 万敌军，最终歼敌 1.5 万，取得

了铁原阻击战的胜利。

如果说，第一部是擘画全体志愿军

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图景，那么第二部就

是记录英雄群像为生民立命的微观镜

头。第二部的镜头更具人文视角，对大时

代激荡下的小人物投 去 更 多 的 关 注 。

影 片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就 是 李 默 尹 、李

想、李晓一家人。

影 片 开 头 就 给 李 家 安 排 了 一 场

“家的团聚”：李默尹假装怄气，令儿子

面壁站军姿；李想故意隐藏惊喜，在父

亲 面 前 演 绎 家 国 情 怀 ；李 晓 第 一 次 见

哥 哥 ，在 意 的 是 他 喜 不 喜 欢 她 。 这 些

寻 常 百 姓 家 的 日 常 ，让 笔 者 想 到 同

为 抗 美 援 朝 题 材 的 老 电 影《英 雄 儿

女》，同 样 流 淌 着 感 人 的 父 女 、父 子 、

兄妹之情。

但 李 家 的 下 一 次 团 聚 ，就 成 了 为

国 赴 战 。 他 们 的 身 份 、立 场 、所 处 环

境 都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 这 里

炮 火 连 天 ，兵 燹 不 断 ，随 时 都 有 牺 牲

的 可 能 。 李 默 尹 是 一 位 足 智 多 谋 、礼

贤 下 士 、认 为“ 每 个 活 着 的 人 都 应 该

回 家 ”的 战 场 指 挥 官 ；李 想 是 一 名 抛

头颅、洒热血、牺牲前仍鼓励袍泽“继

续前进”的战士；李晓代表着战场上不

容忽视的女性力量，用“杀不死”的歌

声提振士气。

在革命现实的影响下，李家人血脉

相连，每个家庭成员又各司其职。他们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他们捐躯千

万里，视死忽如归。两辈人舍小家为大

家的义举，及对“家”的不舍，生动诠释

“你我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

要付出的代价。你不付，我儿子付，孙

子付，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

我们付吧”。

除了李家，影片中其他人物也具有

鲜明的 性 格 。 吴 本 正 一 身 书 卷 气 ，骨

子里却透着一股劲儿。他给战士们分

山果子，实则是在传递希望。孙醒失忆

仍保有战斗本能，战损记录员杨三弟认

为拍摄是为了“过了几十年以后大家还能

记住他们”，张孝恒牺牲的那个下午夕阳

如血。杨传玉代表着救赎，“这回我没有

害怕”是他永不磨灭的番号。还有那些无

名英雄，仰天亢歌，至死不休……

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都有一个共

同点——信念坚如磐石。这是我们的

制 胜 法 宝 ，也 是 敌 军 不 具 备 的 优 良 品

质。战士们吃着粗制的面食和土豆，少

了重武器的倚仗，抵挡住敌人疯狂的攻

势。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信念就是最

强的武器。诚如电影所说，“在生死面

前，他们都是勇士”。

在《志 愿 军 ：存 亡 之 战》里 ，一 块

糖、一把钥匙、一朵小红花、首尾呼应

出现的瓢虫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特 别 是 那 只 瓢 虫 ，重 要 性 好 比

“ 陀 螺 ”之 于《盗 梦 空 间》、“ 雨 ”之 于

《肖申克的救赎》、“白马”之于主旋律

电影《八佰》，背后都隐藏着许多复杂

而 微 妙 的 哲 学 意 味 。 这 些 符 号 绝 不

是 为 私 人 定 制 的 ，而 是 为 群 像 所

有 。 那 些 身 处 异 国 他 乡 的 英 雄 ，谁

没 有 收 到 子 女 寄 来 的 糖 果 ，谁 没 有

收 到 恋人寄来的红花 ，谁没有见到那

只象征美好的“七星瓢虫”？

作 为 一 部 主 旋 律 电 影 ，必 然 要 强

化 技 术 突 破 和 视 觉 创 新 。 在 摄 制 期

间 ，剧 组 用 了 两 万 五 千 套 服 装 ，拍 摄

场 地 超 过 二 十 万 平 方 米 。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丰 富 的 战 争 场 景 —— 冰 原 、森

林 、水 道 、高 山 。 还 可 以 看 到 突 袭 刺

杀 、抵 近 开 火 、步 坦 炮 协 同 、坦 克 大

战、地道战、火攻水淹等战争手段。焦

点转移和快速摇摄成为镜头调度的主

要方式，经典的“子弹时间”让观众不禁

捏了一把汗。

笔者从小听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长大，跨越时空 的 井 冈 山 精 神 早 已 融

入 基 因 ，极 其 宝 贵 的 抗 美 援 朝 精 神

同 样 深 入 人 心 。 最 近 几 年 ，在 韩 志

愿 军 烈 士 遗 骸 陆 续 回 国 ，国 产 纪 录

片《里 斯 本 丸 沉 没》报 名 竞 逐 奥 斯 卡

最 佳 国 际 影 片 ，全 国 各 地 国 庆 升 旗

仪 式 和 烈 士 纪 念 日 敬 献 花 篮 仪 式 现

场 人 山 人 海 …… 历 史川流不息，精神

代代相传。

“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

擦完了 汗 ，我 想 念 你 们 ，招 呼 你 们 ，并

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志愿军：存

亡 之 战》就 是 这 样 一 部 怀 着 骄 傲 ，想

念、招呼、注视英雄的浪 漫 佳 作 。

《志愿军：存亡之战》：革命现实 浪漫铸魂
□ 火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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