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在中华儿女普天同庆的日子，全国
原创与复演了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舞台
作品。笔者慕名去北京民族剧院观看了
音乐剧《大钊先生》，被北大在读与毕业
师生为主的演员所呈现的《大钊先生》的
人物形象和艺术表达深深打动。
细细想来，《大钊先生》能够呈现出

这样的效果有几个原因：第一，这出戏的
产生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它是北大艺术
学院音乐剧中心的师生们有感于北京大
学 !"#年的历史，为当年李大钊先生在
北京、在北京大学所点燃的圣火创作的。
与其说李大钊是普罗米修斯般的盗火
者，更不如说他是一个负薪者。即，背负
着薪火的人，聚合着薪火的人。李大钊先
生作为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将革命的
薪火聚集传承，才有了“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
音乐剧《大钊先生》是当代艺术家与

学子发自肺腑的吟唱、讴歌和共鸣。它不
同于革命先辈事迹的单纯展现，也不同
于人物故事的陈述罗列。作为一个艺术
作品本身需要的是艺术的构思、艺术的
技巧，也需要艺术的感悟。在音乐剧《大
钊先生》中，从上绞刑架开始，到李大钊
的就义，聚焦短短 "$小时，映射了李大

钊的人生故事。这个视角非常巧妙。其
次，体现辐射性。一开始李大钊先生感动
的是周边的人，周边的北大学生。同时他
也在感动北京市民，甚至行刑者，进而辐
射到整个中国社会。事业未竟，但是他青
春的热火一直传承下来，为我们所继承
与怀念。
《大钊先生》获得成功，与制作团队

的用心与认真分不开。编导周映辰找到
了《建国大业》的作曲、知名作曲家舒楠
先生为《大钊先生》创作了大部分音乐，
具有现代感、抒情性，同时也有激荡人生
情怀的内涵。周映辰带领师生排演之余，
还带大家寻访大钊先生在北大、在北京
的足迹，并且多次拜访与聆听李大钊孙
女李乐群的回忆与对谈。置身其中，更是
置心其中。北大师生感念于北大情怀，感
念于大众情怀，感念于共产党人的初心、
执着与牺牲，当他们站上舞台时，才能够
将其中的精神表现出来。
音乐剧《大钊先生》已经在全国进行

巡演，不久将来到建党的圣地———上海。
希望更多创作者与艺术工作者，能放下
名利之心，像北京大学音乐剧中心的师
生一样，用心来传承与表达先驱们的炽
烈之心。

! ! ! !十月是收获的季节。国庆期间，
新组建的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
心，集中推出了一批重磅纪录片新
作，向观众、业界展示了上海本土纪
录片创作的实力。《长江之恋》《彩色
新中国》《代号 ""!》这几部纪录片，题
材上都跳出了上海，显示了可贵的开
拓意识，有大关照、大情怀，制作上既
坚守了上海纪录片的传统，又有所超
越、创新，可谓打造上海文化品牌的
大手笔之作。
六集纪录片《长江之恋》是一部令

人兴奋的佳片，生态文明意识的普及、
长江一度“病得不轻”，是促成这部作
品诞生的先决条件，但敢于亮剑，勇于
探索，虽千难万难，最终把事情做成，
则代表了上海纪录片人敏锐的眼光、
可贵的魄力与重大责任担当。
中国人对长江总有着说不尽的深

切感怀，长江也是大大小小纪录片的
母题。从成片看，《长江之恋》不仅是延
续了关于长江文明、长江文化与中国
人的关系书写，而且，全片以生态文明
的一根红线贯穿始终，让观众从全新
的视角审视母亲河的历史、现实与未
来，实现了更深远的主题开掘，体现了
创作者的远大抱负。人们通过纪录片
不仅看到了长江的变化，也看到了时
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
故事和细节是纪录片的生命，《长

江之恋》从人物、细节入手，淋漓尽致
地展现了人们与长江相亲相依的故事
和情缘。从洞庭湖畔保护濒危野生动
物江豚的渔民，到长江滩头拉纤的船
夫，再到为上海市民谋福祉的水利工
程师，刻画了一幅普通平凡的中国人
的群像，而群像的背景，就是这些人数
十年如一日悉心守护着的长江。纪录
片对这一切的讲述，不浮夸、不矫情，
秉持了真实、平实的创作理念，感人至
深，令人难忘。在语态上，不是提高嗓
门高八度，也不是某些走基层专题片
的低八度，而是恰到好处，收放自如，
是主旋律纪录片新表达的有益探索。

技术上的高配置，支持了内容的新锐，为当
代中国积累、保存了真实、珍贵的影像素材。《长
江之恋》全部采用 $%拍摄，并采用了阿莱顶级
摄影器材，&''( )*+*作为空镜组主摄影机，史
无前例地加入了纪录片拍摄，在视觉上呈现了最
美的“长江之恋”，记录下母亲河的壮阔之美。

上世纪八十年代，系列电视纪录片《话说长
江》在中央电视台开播，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凝
聚了社会共识，极大地唤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和民族自豪感。而这一次，上海纪录片工作者溯
源大江的历程，更像一次回溯岁月的哲学思考：
人类和自然将以何种姿态携手走向共同的未来？

如果说，《长江之恋》更多地将镜头对焦当
下，大型纪录片《彩色新中国》则是回望历史、记
录感动，并从中汲取开辟新时代的力量，而这一
切，是通过对一批珍贵彩色影像的披露、解读、考
索、回访来实现的。
《彩色新中国》被广电总局确定为 "#!,年重

大理论文献片重点项目，制作之初，便引起各方
关注。播出一个月前，由其片花剪辑而成的短视
频在快手、抖音、微视、好看、梨视频等 -家平台
甫一推出，迅疾引爆网络，一小时内播放量突破

千万，引发网友强烈共鸣。
从 !,$,年到 !,-#年，两支前苏

联摄影队在新中国 !-座城市，拍摄了
"##本胶片，留下了 .#多个小时的彩
色影像，这批珍贵的素材，长期沉睡于
今天的俄罗斯照片与影像档案馆，在
新中国成立 /#周年之际被唤醒，作为
珍贵的国家记忆被打捞出水，《彩色新
中国》是独家授权首次正式公开这批
影像的电视纪录片作品。

这些素材记录了北京、上海、南
昌、广州、杭州和长江沿岸城市重庆、
汉口、南京在解放后的新面貌，包括文
化古迹和生活劳作、风土人情、社会变
化等。令人欣慰的是，虽然半个多世纪
过去，画面仍然清晰，色彩鲜艳。对于
《彩色新中国》的创作者而言，简单地
梳理、呈现历史影像，还不能满足他们
的宏愿，他们要做的是，以这些彩色影
像为经，以重访拍摄场景、寻找历史见
证者行动为纬，详细解读这些历史影
像，展现新中国气象万千的崭新风貌
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独特的视角、
温情的故事、丰富的细节来印证历史
素材的力量，成功地将影像文本的记
忆升华为文化记忆，体现了创作者娴
熟的叙事能力。
“国庆档”上海纪录片中，还有一

部颇有解密色彩的《代号“""!”》，全片
分为三集，以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
基地（""!厂）为对象，记录中国原子
弹、氢弹的研发历史，展现中国核武器
科研工作者的精神风貌，是一部挖掘
中国人奋斗精神源泉的作品。
《代号“""!”》把目光投向 ""!基

地数以万计、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
呈现大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命故
事，从不同剖面解读不一样的“两弹”
研制历史，用动人的细节还原那段激
荡人心的风云岁月。由于特殊的背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原子城“金银滩”
这个地名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了，取
而代之的只有代号“""!”。-#多年过
去了，纪录片让尘封的历史、青春往

事、家国情怀回到公众的视野，以艺术的手法，令
人知晓共和国如何走过艰难的岁月，并在“两弹
一星”精神的激励下继续努力践行中国梦。
缺乏现实意义的历史，只能承载学术意义，

很难在受众的心中激起涟漪。历经 /#年，《彩色
新中国》的热播，是珍贵历史影像彰显社会价值
的最新案例；《代号“""!”》以“实物实景”讲述
“那时那景”，通过鲜活的纪实手段，紧扣历史遗
存的展现，并结合三维动画、历史再现和原始影
像，使纪录片作品超越了生活化的怀旧层面，用
影像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回声。

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是当下纪录片创
作的主潮，可喜的是，上海纪录片开始进入“家事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新
的发展时期，这是一种成熟的
创作心态。上海作为中国纪录
片的重镇，理应站位引领，为
时代画像，而不是在一些不痛
不痒的小情调上绕来绕去，制
造所谓的商业 (0。这应该也
是广大观众对上海纪录片的
殷切期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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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以当英雄———

! 石俊

! ! ! ! !,-1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
为国庆拍摄献礼电影，自此，国庆献礼片
已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类别。例如第一
个十周年有《战上海》《林则徐》《青春之
歌》等优秀力作，被影史学者誉为“在党
的阳光下成长的难忘一年”。再如 $#周
年有《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大决战》系
列等史诗巨制，在创作理念和艺术表达
上有着显著进步。而今年 /#周年的献礼
片则彰显着富有时代性的“中国精神”和
“中国力量”。

今年国庆档特别推荐的 /部重点片
是《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决胜时刻》《古田军号》《红星照耀中国》
和《烈火英雄》，总括起来有这样几个特
点：一是讴歌时代英雄，《攀》成功塑造了
九位不畏艰险的登山队员，体现出中国
人民的爱国情怀和“冲顶”精神，正如吴
京所叹的“他们用血肉之躯在世界最高
峰证明了中国的高度”，徐克所赞的“影
片体现了中国精神文化传承”。《中》则塑
造了川航机组英雄群像，正如导演刘伟
强所誉的“让所有人都了解到中国有多
么了不起一一每个人都能当英雄”。《烈》
逼真还原了消防队员们为保护国家和人
民生命财产奔赴死场的可歌可泣事迹。
二是唤起共同记忆，片长 !-1 分钟的
《我》由 /个独立的短片组成，通过 /组
普通人的故事见证了全民记忆中共和国
的 /个历史瞬间———新中国成立、首颗
原子弹爆炸、香港回归等，用陈凯歌的话

说“这一次拍摄是中国电影人给国家的
一次集体献礼”。三是追循红色足迹，
《决》通过一个个小故事串联，艺术地呈
视 !,$,年党中央在香山筹划建国大事，
《古》从一个红军小号手后代切入，“与历
史深情对话”（导演陈力语），追忆 !,",

年古田会议如何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红》则从外国人视角揭秘“红色中
国”。四是着力艺术创新，《攀》突破了国
外登山的写实主义，探索了写意的东方
叙事，全片既有恢宏的史诗感，又有强烈
的动作感，开创了熔励志、惊险与浪漫于
一炉，体现中国叙事美学的复合类型。
《我》采以分段式的复调叙事，大大增加
了影片的叙述容量和广度。
今年的国庆献礼片，题材内容广泛，

人文内涵丰厚，类型风格多样，标志着中
国电影在新时代的一次腾飞。
《攀》《我》和《中》的出品方多达

!##家，几乎是业界半壁江山出动，既
有上影、博纳等，也有“字节跳动”这样
的互联网公司加盟，实现大规模“众筹”
的同时，又集结了国内最优秀的创作力
量。重大题材、精心制作、明星阵容加
上强力营销的大片必将成为中国电影
的国际品牌，而且有可能成为全球的主
流电影。
《攀》向全球发行，北美、欧日韩澳等

$#多个国家都同步上映、反响热烈，这
也表明优质的大片亦是中国电影“走出
去”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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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的故事为国庆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