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记录新时代社会发展进步、反映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愿望与奋斗为主题的
电视剧《我们这十年》开播后，获得了观众赞誉和专家好评。

与同类现实题材作品相比，《我们这十年》的特点，是眼界更加宏阔，立意更加深
远，手法更加细腻和更具历史气韵与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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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不但为我们绘就了

一幅新时代气象万千的天章云锦，

同时也细腻地再现了织就这幅山河

锦绣的一针一线和一丝一缕，既有

工笔之秀美，又有大写意之气象，既

有新时代十年历史发展波澜，又有

洪流中激起的每一朵浪花的灿烂。

这部史笔为神、艺笔焕彩、以对历史

和艺术的双重聚焦叠印而成的作

品，能让每一位经历过这十年的人

们感发于怀，情动于衷，同时也为这

十年的辉煌，留下了一幅艺术书写

的画卷。

《我们这十年》的主题立意，是

要描写新时代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不懈奋斗中，国家所取

得的重大成就和人民群众从中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如此宏大

的创作主题和如此丰富的内容含

量，显然是需要一种能突破常规的

结构方式和选材角度。于是该剧采

取了“单元组合式”的结构方法，将

新时代国家在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

变化，概括提炼成了十一个故事，形

成了十一个单元剧的体例。

《我们这十年》中的每一个单元

故事，基本上都是编创者们从实地

采访和深入生活当中所获得的素材

改编而成的，有些故事，更是实有其

人和实有其事：例如《沙漠之光》就

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根据中方

企业正泰公司承建埃及阿斯旺省光

伏产业园的事迹为原型创作而成

的；《热爱》是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的一位年轻汉族体育老师的人生经

历为原型，讲述他在新疆边远地区

中学任教，通过组建一支足球队，帮

助少数民族少年改变人生命运的事

迹改编而成；《唐宫夜宴》则是以河

南卫视春晚舞蹈节目的创作过程为

原型，写出了新一代文艺工作者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创新……正是剧

中人物和生活的真实性基础，让作

品散发出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生活

质感。

同时，它也能调动起观众自身

的生活经历，从而对作品产生了真

切的共鸣与认同。创作者们对这些

真实故事和人物所赋予的艺术感染

力和表现力，以及用影像叙事艺术

重塑这些生活真实的时候，也丝毫

没有任何懈怠：对每一个篇章的精

巧构思，对每一个细节的精准捕捉，

把从生活中获得的真实素材与创作

灵感，再转换成从艺术角度对生活

的还原……所有这些努力，都构成

了这部作品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

的结合上所形成的鲜明特色。

《我们这十年》所采用的“系列

单元剧”的创作形式虽不多见，但

从这部剧的主题立意、选材角度、

艺术表达、类型样式、篇幅长短等

方面，都能对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

有所启发。

《我们这十年》所采取的“裁长

就短、精巧为章”的短剧模式，也让

我们看到了目前正日益兴起的短剧

类型在艺术上所具有的优势与特

色。可以看出创作者是在借鉴了一

些精品网剧的体例和类似电影化的

剧本构思，对所要讲述的故事做了

最大限度的艺术提炼与浓缩，挤掉

了所有水份，也摈除了非艺术性的

说教。这种剖石取玉的创作方法和

以短博长的创新追求，对克服电视

剧创作中内容注水的陋习和艺术上

粗疏草率的弊端，无疑也会起到一

种匡正作用。 据文汇报

于时代洪流中发现每一朵浪花的灿烂
□李京盛

近年来，不少主旋律电影以精

良的制作水平和鲜明的价值导向，

赢得了观众口碑和市场表现双丰

收，为主流文化传播和主流价值引

领起到了良好示范效应。今年国庆

期间上线播出的网络电影《特级英

雄黄继光》，以精致光影再现红色经

典，以真挚情感致敬英雄先烈，正是

对这一题材、类型的延续和接力。

毫无疑问，对于创作者来说，战

争片有着很高的行业门槛。一方

面，这一题材、类型的影片往往需要

兼顾多个叙事角度，如敌我双方、大

小人物等，在多数情况下叙事结构

庞大、线索纷繁。另一方面，相关战

争场面的拍摄在技术上有着相当难

度。因此，无论是叙事还是影像，战

争影片的创作，即便是对于电影产

业发达的国家而言，都具有很大的

挑战性。同时，作为讲述历史故事

的影片，与史学教科书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史诗兼具的艺术品格，需要

寓情于史，才能打动观众。

限于网络电影的投资体量，《特

级英雄黄继光》无法像院线大片那

样，通过多条故事线全面展现宏观

战争场面，但影片巧妙地聚焦在黄

继光参军前后的故事上，以他在上

甘岭战役中的具体任务为叙事中

心，用日常真实的对话场景和小体

量的战争场面，在由宏观到微观的

起承转合中，真切体现了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当影

片镜头来到1952年 10月19日晚，

黄继光所在的部队奉命向上甘岭右

翼597.9高地的敌军发起反击，虽

然多次与敌军对战，却依旧未能摧

毁敌军火力点，离天亮只有不到一

小时了，时间就是生命，站在参谋长

身旁的黄继光看着一个又一个战友

倒下，毅然提出：“把任务交给我吧，

只要我有一口气，保证完成任务。”

这一场景，精准交代了黄继光完成

英雄壮举的大背景，构成了影片史

诗合一的叙事基础。

拍摄战争片的最大难度，是要

尽可能还原真实的战争场景，使观

众产生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这需要

高成本的投入和高概念的影视技

术助力。《特级英雄黄继光》把精力

用在了局部战场这个“刀刃”上，黄

继光牺牲前的一系列战争场景，采

用升格慢速镜头，以远景和特写镜

头两极之间的无缝衔接，以及后期

制作的整体统合，实现了对“舍身堵

枪眼”前激战场面的充分渲染，使得

叙事极为紧凑，形成了层层递进、密

不透风的戏剧效果，也使战争场面

的表现更加“硬核”，把观众的注意

力始终聚焦在核心事件、关键场景，

为重现红色经典作了充分的画面语

言铺垫。

故事的高潮部分，黄继光接受

任务后，立即提上手雷，与两名战友

冒着枪林弹雨向敌军的火力点冲

去。在距离目标只有三四十米时，

一名战友牺牲，另一名身负重伤，黄

继光的左臂也被打穿。面对敌人的

猛烈扫射，他忍着伤痛一步不停地

前进。在距敌军火力点八九米的时

候，他举起右手将手雷接连投向敌

军，但由于对方火力点太大，只炸毁

了半边。当部队趁势发起冲击时，

地堡内的机枪又突然疯狂扫射，志

愿军反击部队的冲锋又受到了阻

拦。这时，黄继光负重伤再次倒下，

眼看天就要亮了，身边已无多余弹

药，千钧一发之际，黄继光做出了

一个壮举：他顽强爬向火力点，冲

着敌军狂喷火舌的枪口，挺起胸

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刹那间，

敌军正在吼叫的机枪哑然失声，黄

继光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

胜利前进的道路。这永远刻印在

中华民族烈士丰碑上的经典一幕，

在影片画面语言的精心调度下鲜

活重现，升华为可知可感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

由于战争片场景、主题的特殊

性，在该类影片中塑造鲜活生动的

人物形象对任何创作者来说都是一

种挑战。《特级英雄黄继光》虽然以

黄继光作为主要线索人物，但是在

全片的人物塑造上却做到了对志愿

军队伍的“群像式”讴歌。六连的每

个英雄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形象，

并不是某些外国战争片中为了配合

“主角光环”如零部件一样的配角，

而是被还原成一个个鲜活生动具体

的“人”。在战斗不同阶段的叙事

展开过程中，影片以单元式的结

构，分别塑造了战士肖登良、李旭、

赵克春等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战

士形象。他们虽然经历各异、个性

鲜明，但都能在决断时刻毫不犹

豫、不怕牺牲，给观众留下了极其

深刻的印象。

据光明日报

《特级英雄黄继光》：精致光影再现红色经典
□盛咏

所有的电影都开始于一道光，空白的幕布

被照亮，就变成了流光溢彩的画卷。过去在观

影时，我们的目光总是被银幕里的内容所吸引，

沉浸在光影绘制的幻梦中。而《追光万里》是打

破这种经验的，它带观众望向那束照亮故事的

光——电影背后的工作者。

本片的主角，是年近百岁的著名演员卢

燕。她被白先勇称为“演员中的演员”，追随着

她的足迹，一部关于电影人的电影徐徐展开。

从立下演艺事业声望的好莱坞，回到崭露头角

的中国香港，再到年幼学戏的上海，最后来到祖

籍所在地广东，这是卢燕一生与电影结缘的四

个地标，而她所到的每一处，都有电影前辈的身

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他们

以崇高的艺德、团结互助的品格、深沉的家国情

怀，在电影史上留下无数精彩的故事。

要如何讲述一位年近百岁的著名演员，一

生辗转多地投身电影艺术的经历？该怎样展现

那些在银幕背后默默耕耘与付出的电影人？毕

竟，他们留下的经典作品不计其数，所带来的影

响亦无法估量。

导演功力深厚，落笔轻盈，非常巧妙地从卢

燕的人生历程切入，以四个主要城市作为叙述

时空，点出那些直接或间接对她产生影响的前

辈，由此，将散落在影史上的珍珠拾起，串联成一

幅交相辉映的图谱。结合历史影像、采访、电影

片段、人物传记、报刊等形式丰富的素材，沿着视

听结构与意义层次两重线索表达影片主题。

在洛杉矶的中国大戏院门口，立有“好莱坞

银铸四淑女眺望台”雕塑人像，其中之一就是首

位闯荡好莱坞的华人影星黄柳霜。走过中国香

港银幕街，这地名是为了纪念中国香港第一家

电影公司，创办者是有中国“纪录片之父”美称

的导演黎民伟。来到上海电影博物馆，这里曾

是联华影业的地址，该公司同样由黎民伟创办，

还制作发行了导演蔡楚生的多部电影。回到广

东品赏粤剧，曾经活跃在粤剧舞台上的著名丑

生李海泉，培育了著名影星李小龙，让中国功夫

走向世界。

随着卢燕这一趟重返故土的旅程，电影前

辈的身影一个一个浮现，他们是追光路上的一

个个脚印。追随前人足迹，他们的故事，形成了

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意义深度。

从黄柳霜到李小龙，他们完成了世界电影

史上华人形象的一次转身。二十世纪初，在黄

柳霜闯荡好莱坞时期，美国观众无法接受由中

国人在电影中扮演主要角色，不论演技如何出

色，甚至讲述中国故事，华裔演员都只能在电影

中扮演狡猾多端、丑态百出的配角。为了与种

族歧视做斗争，黄柳霜拒演了那些尽管会带来

名利却充满了歧视色彩的角色，并带着摄影师

重访中国，用影像展示这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

度。20世纪中后期，李小龙成为好莱坞功夫片的

开创者，用中国武术的魅力影响了全世界，留下了

一个个自信自强、坚毅勇敢、正气凛然的强者形

象，不仅电影受到全球观众的追捧，武术动作也被

不同国家的影迷争相模仿。从黄柳霜对种族歧视

的抗争，到李小龙带动的功夫潮流，两位电影人实

现了电影史上华人形象的根本性改变，他们内心

怀着对中华民族热忱的爱，让全世界观众认识了

中华文明。1994年，卢燕成为奥斯卡金像奖终身

评委的首位华人，这一成就离不开黄柳霜、李小龙

等前辈们踏出的路、照亮的光。

作为纪录片，《追光万里》超越形式的局限，

呈现了银幕的魅力。在电影中，梅兰芳、梅葆

玖、黄柳霜、黎民伟、郑正秋、蔡楚生、阮玲玉、胡

蝶等历史人物的故事，自然牵带出《董夫人》《山

路》《大地》《八百壮士》《渔光曲》《新女性》《一江

春水向东流》《南海潮》《勋业千秋》《猛龙过江》

《精武门》等经典电影及其修复片段，让人大饱

眼福。其中还隐藏了许多彩蛋：林青霞、胡歌、

赖声川、白先勇、李安、何冀平、曾小敏……这些

仍然活跃的艺术工作者在故事中倏忽闪过，他

们也是追光之旅的同路人，不断创造着优秀的

艺术作品，绽放着各自的光芒。 据羊城晚报

让电影之光
照亮人生长路

□佩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