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0-21

2016年11月3日 星期四
编辑：华章 美编：晓莉 组版：徐凌文娱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作品大会师

多多元元挖挖掘掘““红红色色基基因因””的的时时代代价价值值

本报记者 刘雨涵

大篇章小片段
满足不同喜好

红军的长征之路在80年前
走完，但是关于长征的艺术创
作一直在进行中，从当年“红军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的壮阔诗句，到如今图书、电视
剧、电影、纪录片等多样的表达
途径，长征题材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在大银幕
上，200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70周年，《我的长征》应运而
生，它以红军小战士的视角对长
征进行了全景式展现。而在今
年，改编自同名话剧的电影《太
阳河》再次刷新了对长征的讲述
方式，全片抛开了长征途中那些
赫赫有名的历史事件和激烈战
役，从红军战士押解国民党军
官的简单故事切入，让观众体
悟到长征的艰辛不易。

小荧屏上，有关长征的电视
剧不胜枚举。2001年由唐国强、
刘劲、陈道明等主演的《长征》曾
掀起了一股全民热捧的红色风
暴，不仅刷新了收视纪录，还一
举包揽了当年飞天奖和金鹰奖

的最佳长篇电视剧等一系列重
要奖项，可见长征题材具有十足
的创作魅力。今年，《红星照耀中
国》《彝海结盟》《长征大会师》

《红旗漫卷西风》《骡子和金子》
等电视剧，也都从不同角度来解
读长征，兼具故事性和史实性。

《红星照耀中国》通过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经历，讲述了包
括长征在内的那段艰苦卓绝的
革命岁月。《彝海结盟》则另辟蹊
径，选择了刘伯承与彝族头人歃
血为盟保卫红军的历史作为故
事背景。由富大龙主演的《骡子
和金子》则讲述了一个草根农民
重走长征路的奇遇记。这些剧集
中，既有长征的大篇章，也有小
片段，满足了观众的多种需求。

此外，国家大剧院历时四
年打造的大型史诗歌剧《长征》
和原创昆曲《飞夺泸定桥》等，
一个将西方歌剧与民族唱法融
合，一个将现代音乐和传统昆
曲联姻，用不同的文艺呈现方
式展现了主创者眼中的长征，
在古今中外的融会贯通中展现
了艺术创作的广袤性。

用真实和细节
撼动人心

不同于电影、电视剧等追
求艺术感染力的创作方式，纪
录片是以真实性为根基，用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讲述方式来
打动人心。近日，八集大型纪录
片《长征》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后，观众反响热烈，其一是该片
难得地集结了49位老红军珍贵
的口述历史，其中有位102岁的
老红军留下了负责遵义会议保
卫工作，和毛泽东等老一代国家
领导人直接接触的口述史，也为
观众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影
像记忆。据该片总导演闫东表
示，“这是一个机遇，更是一种使
命，需要我们将一代人甚至是几
代人身上对长征的情结、理解与
思考，淋漓尽致地用影像表达出
来，作为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藏。”
在原始资料欠缺的情况下，大型
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开创
了一种“双讲述人”的全新叙事
方式。两位主持人交替出场，一
个是以全知视角剖析历史的“回
望者”，另一个则化身为老百姓、
通讯员、红军战士等历史的“亲
历者”，带领观众在两个时空中
穿梭，一个平均年龄不足３０岁的
年轻纪录片人团队，为这部纪录
片灌注了理想、朝气、无畏和质
朴的气质，既有理性基因又有感

性元素。
在出版界，一批内容形

式各异的长征题材图书也相
继面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史料丛书》吸收了近年来红
军长征研究的最新成果；《红军
长征纪实丛书》收录了红军长
征亲历者的回忆录、口述史料、
长征日记等还原一个个历史细
节；《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在
对历史娓娓道来的同时配有大
量点评引导读者思考；《长征长
征》则采用日记的写作手法，真
实再现了长征路上每一天发
生的故事。在这些文艺作品
的真实纪录和细节回放中，
长征像一幅波澜壮阔又纤毫
毕现的画卷生动地展现在我
们面前。

创作富矿
期待更多红色经典

从今年各个类型的长征题
材文艺作品来看，无论是追求
艺术性的电影、电视剧，还是讲
究纪实性的纪录片、图书等，其
视角各有不同，表达方式更加
多元，克服了千人一面的同质
化。这些作品都不再一味地追
求高大全，与之前以领袖人物

为主体的创作路线相比，多了
细节和人情味，接了地气。

相隔80年的时空变换，面
对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
让当代年轻人在长征故事中感
悟到民族精神的传承并继续发
扬下去，是创作者都在思考的
问题。近年来，不少有思想又有
市场的红色和主旋律题材作品
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从前年徐
克执导的《智取威虎山》到今年
票房大卖的《湄公河行动》，谁
说这样的题材就一定要摒弃明
星、远离市场？更强大的社会反
响才能对年轻人形成更有效的
信息传达。在看过《那年那兔那
些事儿》这样的爱国动画后，许
多“90后”、“00后”都骄傲地自
称为“小粉红”。

长征是文艺创作的巨大
宝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
雪山过草地……还有更多值
得挖掘的故事，也必将诞生更
多的红色经典。但是长征不是
命题作文，更不是应景式的缅
怀，越是距离历史久远，越需
要创作者沉下心来扎实地一
步步对长征精神寻根溯源，让
长征的时代价值和民族精神
继续发扬光大。

济济南南和和威威尼尼斯斯上上演演《《时时光光之之恋恋》》
方力申赞泉城是艺术之城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在你的印象中，济南和威尼斯
这两座城市会有着怎样的关
联？11月2日，在电影《时光之
恋》新闻发布会上，通过片方的
初剪片花，让大家在一个浪漫
美好的爱情故事中领略到了

“天下泉城”济南和“水上之都”
威尼斯两个因水而闻名的时尚
之都的魅力所在。

《时光之恋》讲述了发生
在济南与意大利威尼斯两个
与水结缘的城市之间的唯美
爱情故事，片中男女主角分
别是香港演员方力申和知名

影视花旦张扬果而。方力申
因主演电影《十分爱》《夏日
恋神马》走红，并获得2014年
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对影
片在济南拍摄，方力申直言，
济南堪称艺术之城，“这几天
我们在济南时光艺术之城拍
摄，这座艺术馆里欧美展品
之丰富让我惊讶。”

国际知名策展人、意大利
文化艺术中心主席、时光艺术
之城艺术总监温琴佐·桑弗也
在《时光之恋》中客串了角色，
他表示对济南的艺术发展有信
心，“我最早知道的中国电影演

员是巩俐，后来我知道她是从
济南走出的艺术家。”

《时光之恋》制片人马晓
灿是地道的济南姑娘，在出
演了李少红版《红楼梦》中的
史湘云后，逐渐转向了幕后。

“《时光之恋》是一部以年轻
人的爱情为主要线索的影片，
融汇了艺术、穿越、梦想等多
重元素，除了用镜头展现风
景如画的济南，更可以描绘
济南的现代化发展，甚至可
以展现想象中的济南，让时
尚济南走出国门，走进世界
各地。”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最近一批关于长征题材的文艺作品引起了观众和读者的强烈反响，大家在感受长征精神震撼人心的同
时，也对文艺作品如何传递“红色基因”有了很高的期待。文艺作品不是让人用脚步去丈量那漫长的征程，而是启迪人人们去感受和领悟长
征精神的时代价值，这才是创作者要思考的新命题。

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根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同名纪实作品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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