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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有多彩而伟大的梦想，说明这个民
族和国家正处在一个欣欣向荣的时期，中国梦的
提出回应了大时代的中国人对幸福美好生活的
期待，反映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新中
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建
设日新月异，社会发展蒸蒸日上，令人惊叹的成
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
的国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
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时代呼唤中国梦，中国梦催人奋进，电视政
论片《百年潮·中国梦》的出现，是对这个沸腾时
代热烈气象的回响与烘托，是对百年沧桑的一次
深情回望，作品充分发挥文学、政论、影视的综合
效应，吹响大时代征途上的嘹亮号角，有力地唤
起人们美好的憧憬，激发起共同奋斗的豪迈之
情，形象地让世人看到，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
的梦，也是个人的梦，与我们每一个人密切相关，
中国梦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而是迎接无尽曙光
的现实，只要凝聚起全社会的共识，所焕发出的
无穷力量必将创造一切可能。

诗意中国声音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时代的

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电视政论片
《百年潮·中国梦》视野宏阔、气势磅礴、含义深
刻，是一次中国声音的独特传达，这一声音的主
旋律反映的是我们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
度自信，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中国梦的实质和
本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品是用一种普通
人听得明白、愿意听的语言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不仅是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以世界的眼光
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是用朴实又富于诗
意的语言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通了中国
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深刻联系。这种声
音传达的既是人们的理想、渴望，也是中国人的
人生追求和期盼所达到的高度。

精神立则人格立，精神强则国家强，中国声
音里最富感染力的是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昂扬
内涵。对于一个正在蓬勃向上的国家而言，核心
价值观无疑是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中国精
神体现着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价值坐标。比如
对爱国主义的弘扬，作品在回放一个个激荡人心
的画面的同时，以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告诉人们，

“归宗炎黄、溯源华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
救民、爱国爱乡，恋土归根、报效桑梓等，构成了
爱国主义的传统要义”。句句铿锵有力，声声激动
人心。这种中国声音的传达，有着中国力量的坚
实、中国精神的昂扬，作品以一个个事例与画面，
展现了中国梦之于国家的远大、厚重与宏阔，同
时反映了中国梦对每个人具体奋斗的密切关联，
从而昭告人们，要学习古代圣贤身体力行、勤于
劳作的高尚品德，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
勤勉奉公、刻苦耐劳精神，有北山愚公“每天挖山

不止”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中国梦一定会在我
们手中实现。

绚丽中国故事
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作为成功的艺

术实践，有着强大而清晰的叙事逻辑与脉络，作
品上探远古，下接当下，以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奋
争为线索，以中华民族的百折不挠为主旋律，完
成了一次中国故事的精彩讲述。在这种叙事中，
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中国人的血气、骨气与志气，
我们看到，从伏羲明道到精卫填海，从女娲补天
到大禹治水；从始皇一统到汉唐盛世，从富庶大
宋到繁华明朝；从冶铁铸剑到火药发明，从造纸
技术到活字印刷，从指南针的运用到郑和七下西
洋……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和世界上惟一历
史文化从未间断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中，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对人类文
明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勤劳智慧的
炎黄子孙向世界奉献着一个个文明成果，丝绸之
路、遣唐大使、四大发明、郑和西下只是其中的一
部分，是中国故事富有代表性的篇章。

中国故事的精彩是一种“宏大叙事”的国家
梦与“具体而微”百姓梦紧紧相连、相辅相成的生

动写照。《百年潮·中国梦》形象地诠释了“中国梦
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
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展
开。比如，农民育种专家沈昌健一家人，在劳动中
探索科技的奥秘，在困境中永不放弃追索，在实
干中不断超越自我，终于创造出一个个奇迹。开
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多次捐款救灾、资
助贫寒学生、帮扶困难家庭，主动放弃大城市优
越的生活条件，选择返乡与乡亲一起建设美好家
园。最近几年里，以“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
机”吴斌、“最美乡村教师”马复兴、“最美乡村医
生”周月华等为代表的“最美现象”，到处演绎着
中国故事的美丽，绽放出中国性格的姹紫嫣红，

《百年潮·中国梦》所给予的浓墨重彩的表现，给
人强烈的心灵震撼。

厚重中国气派
国运兴则文运昌，大时代必有大作品，《百年

潮·中国梦》孕育于大时代，是沸腾大时代热烈氛
围的产儿，是中国梦的一次热情演绎。作品立意
高远、纵论古今、大气磅礴，充分显示出厚重、端
庄、朗劲的中国气派，这种气派从远古走来，具有
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厚度，彰显着中国梦的历

史逻辑、现实诉求和未来展望的内在联系。作品
的厚重端庄还建立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风云激
荡的实践，其立意与叙事逻辑的朗劲源自无数人
奋斗、梦想成真的精彩，作品中一个个中国故事，
散发出历史真实和中国梦想本身的温度与力量。
同样，这种厚重得自电视政论艺术创作与时代同
行，与生活进步共脉搏的追求，是一个艺术门类
不断臻于成熟的表征。

《百年潮·中国梦》的中国气派的厚重感表达
了中国人震撼世界壮举的自豪，是中国人探索、
奋进、创新路途上的自信，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实
现复兴征程上的悲壮、苍凉与向上的豪迈，正如
主题曲《这条路》对中国道路所表达的，“这条路
热烈的鲜血浇灌了复兴的萌芽/这条路 滚烫的
汗水浸透了希望的原野/我们从容 我们自信/一
条心齐努力 我们走在大路上”。自豪与自信是
作品艺术风格的底色。这种艺术气派从创作实
践上来讲，是充分发挥了电视政论片的综合优
势，来自电视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完美融合，总
撰稿张胜友是位饱含深情、艺术感觉充沛的报
告文学大家，作品成功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
文学语言的力量来自对作品主题、主调与主色
彩的把握，而文学语言的正确、自然和张力，
是构成与电视语言相互提携、彼此补充，进而
形成良性的呼应与互动的基础，作品文学语言
的铿锵有力、内涵丰富，与富有现代风韵和强烈
形式感的电视语言相得益彰，是作品成功的重要
因素。整部作品视野开阔、气势磅礴，总体呈现出
端庄、大气、阳刚、向上的风韵，富于大时代的万
千气象，具有当代艺术追求的丰富蕴藉，视觉冲
击力与思想震撼力完美统一，是电视政论片创作
的一个良好范例。

大时代的嘹亮诗意大时代的嘹亮诗意
——观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 □梁鸿鹰

由泰安市广播电视台与森田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的影片《世界屋脊的歌声》（下称《世》）
是又一部取材民族、教育、励志的主旋律作品。
它的一些特别之处需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才能
看出。笔者尝试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该片做一
点解读和阐释。

根据剧情设置，影片以镜头语言对西藏、山
东、北京三地做了呈现，从而形成视觉的差异和
时空的大结构。此外，三地的景观与情节相结
合，实际上分别表征着不同的意义：西藏人通过
艰苦而坚韧的教育活动来实现文明程度的大幅
迈进，山东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寻找
和思考精神家园的问题，剧情中甚至暗示了鲁
地儒家伦理与藏地佛教思想某种形式的融合。
还应多说一句，现代人精神家园的问题也正是
各个地方都在面对的难题。相比起前两个地
方，北京在影片中是高度抽象化和理想化的，是
更大的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影片通过
一个山东青年帮西藏孩子们圆梦、西藏长者又
帮他重拾信念的双赢故事，相当流畅地在自然
景观、生活模式、人物形象之间建立起童话般的
逻辑联系，同时还设置了较为精致的小悬念和
小转折，显示出主创团队对这一题材、对主旋律
主题和精神很高明的把控能力，影片立项时的

多个意图都基本上成功
实现，是一部代表了同类
题 材 主 题 水 准 的 作 品 。
山东影视人对主旋律一
直有高度的认同和深厚
的情结，这一次更在电影
的技巧方面取得了很大
的进步。

该片的面貌也再次
支持了笔者近年来的一
个印象：主旋律电影的普
遍艺术技术水准实际上
很多时候在大量商业娱
乐片之上。所以接下来的
问题是：如何提升主旋律
的大众认可度与市场竞
争力。换言之，如何将主

旋律的内核更好地用大众文化艺术产品的模式
加以再包装。就该片而言，可能以下几处还可发
挥：首先，西藏还可以再新奇、同时也更亲切些
吗？在银幕荧屏上，西藏奇观已经被展示多年，
但如何能够让大众不再觉得遥远、不再与己无
关，还需要琢磨。其次，主角还可以再偶像些吗？
孩子们还可以再萌一些吗？音乐还能再加入原
生态的因素一些吗？诸如此类，都是来自电视的
元素，但都可以拓宽视野、丰富形态。其实，这样
一部讲述教育的影片，要了解它是否能为孩子
们接受，只需要悄悄和孩子们一起看一遍。

《世》带给笔者的另一个触动是影片对地方
形象的塑造。影片没有采用识别度最高的地方
景观泰山，相反地，对城市新建景观倒是颇多
展示，如主题公园、车站、游乐园、高校等。
这种一反思维常规的做法有一定风险，因为一
不小心就会沦为庸俗化的地方宣传片。《世》
的好处是把这些景观与剧情结合得很自然，分
别承担了调节节奏、烘托情绪、隐喻心理等作
用，不显突兀。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在各地方都表现出对
出品电影浓厚兴趣的今天，地方形象如何给予
展示，才是成功和有效的？从文化研究的立场
看，中文的“地方”是个迷人的概念。它是地域、

历史和文化的综合产物，是一种散发于文艺作
品中的气质，它的多重意味需要结合社会心理
来解读。反向来看，丹纳《艺术哲学》中的观点也
需要更加现代的阐释和发展，才能回应与产业、
传媒、国家意识形态、国族身份等密切相连的问
题。山东文化的厚重、厚实、厚道，山东人民的热
情、热切、单纯、质朴，乃至山东现代化建设的成
果，都在该片中得到相当充分的展示。当主人公
坦承，在西藏人面前，东部发达地方的人不再是
慷慨的施与者，相反，成为需要被救赎的对象，
这种认识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地方主义，而看到
了更广阔的世界，进而把这种世界观传递给观
众。《世》的进步，不仅在于对本地形象的自豪自
信，更在于这种难能可贵的自省。

当然，任何一个地方，它的身份需要此地方
之外的“他地方”来辨识，它的文明程度也需要由

“他地方”来验证。只有在进入更大的文化公共空
间、经历与“他地方”文化话语的对话甚至辩论之
后，才能保证其更好地传播和推广。具体到文化
产业的层面，地方出品的电影以及其他文化产
品，其良性发展的走向必然是走出当地，进入全
国甚至世界的市场和文化传播交流平台，去迎受
质疑挑战，争取认可，拓宽市场。作为代价，地方
性也会减少其原初状态那浓重的味道，但如果因
为害怕丧失地方色彩而固步自封，最终反倒会在
占据文化强势的“他地方”影响下最终无法守住。
这里边起作用的，仍然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
理。如果说《世》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限于种种
条件，影片对西藏表现还不够贴近和真切，这在
未来的传播时会削弱其正面效果。

当然，一部投资小、没有明星的影片能取得
如此多成绩，已经是很好的开始。特别是出品方
勇于请学界专家对影片进行探讨，这样开放、谦
逊的心态才是真正的自信，可以保证山东的电
影行业走向更加高远的境地。笔者以为，对《世》
的研讨，不应脱离对其创作生产过程和模式的
考察以及经验的总结，这些会启发我们对中国
当前地方大量制作影片的现象进行更深度、更
学术化的研究。所以，作为此类影片一个很好的
样本，《世》的市场成绩、传播效果和社会回响
等，都值得持续关注。

“地方电影”如何展示文化形象
——由电影《世界屋脊的歌声》谈及 □左 衡

夜和世界杯，有着某种不可捕捉
的神秘渊源。对一类俗称“球迷”的活
物来说，关于世界杯的体验、记忆和
想象，首先是在夜色的掩护下徐徐展
开的。

暗夜里的酒吧和大学食堂，是观
看世界杯的绝佳场地。天黑黑，夜沉
沉，善变妖冶的霓虹灯抚慰着困倦与
慵懒。夜的蛊惑，像极了惊艳不可方
物的世界杯。欲眠，却不成眠，你在期
待亢奋和宣泄。每每有恰如其分的蛊
惑，撩拨着你被黑夜折磨得笨重而昏
沉的神经。正是因了这夜、酒吧和足
球的暧昧因缘，每逢世界杯欧洲杯，
北京的三里屯后海和长沙解放西路
才会迅速演变为足球粉丝的集中营。

对我来说，大学食堂显然更为亲
切，它来自记忆中温暖而百感交集的
片段。我愿这样理解，大学食堂，是精力过剩或
压力过甚的大学生集体狂欢的殿堂。尤其当开
明的大学领导者狠心斥巨资购买过时的国产
彩电，高高悬吊在食堂上空时，一个纵容口舌、
胃、味觉神经恣意狂欢的场所，在有世界杯的
黑夜，于是成了用熬红的眼、不乏粗口的吼叫
来释放青春力比多的舞台。食堂里的吃客成为
看客的时候，大学生的头必须仰成准45°，才
能瞄准高不可攀的屏幕。时间久了脖颈难免发
酸，脑袋便要上下左右晃一晃，远远看去，就像
中学课间做第N套广播体操的头部运动。

我经历的几届刻骨铭心的世界杯，仿佛都
与对黑夜的特殊记忆有关。20年前，还是懵懂
少年。在关于“大学”的各种缤纷想象中，尤其
令我血脉偾张的是——离家远游，父母鞭长莫
及，终于也可以在夜间直起腰板、痛痛快快看
球了。1998年读大三，世界杯恶作剧似的在考
季来临。为了达到复习看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的目的，同校报编辑部的几个学生编辑一拍脑
袋想出一怪招。先到物理系电器维修部低价租
来一部废弃的彩电，便开始了异常勤奋的奔
忙：每天晚8点，在黑夜的掩护下，把电视偷偷
运进校办公楼的编辑部；每天早 6 点 30 分左
右，赶在老师上班前把电视扛回宿舍，还要清
扫编辑部、伪造不在场的迹象。就这样，我摇身
变成了一个不辞劳苦义无反顾的搬运工；和另

外几个兄弟一道，每天搬着笨重的电
视机大汗淋漓地走在岳麓山的暮色和
晨光中。长达一个月，我们度过了一个
又一个无眠的黑夜。上半夜道貌岸然
地复习功课，昏昏欲睡之际，黄健翔韩
乔生们情绪高涨的声音如约而至。宝
贵的中场休息时间，几个人在狭窄的
沙发上挤成一团，眼皮还没合拢，裁判
的哨声又吹响了。比赛结束通常是早6
点多，一个多小时之后，考场的铃声和
监考人员的冷酷还不怀好意地等待着
我们。那些日子，常常像三流诗人一样
发出貌似深刻的喟叹——为什么？黑
夜的长度总是惊人的短暂，而身心的
疲倦却又如此的漫长？

2002年，离开长沙前的那个夏天，
受邀为《长沙晚报》写“梁心发现”专
栏。这个奇怪的专栏名称、一张愣生生

的半寸照，和一打暗夜中草就的文字，陪伴我
度过了一届居然有中国人参加的滑稽而悲壮
的世界杯。一个月神思恍惚的日子，每天挤在
诗人欧飞廉的破屋子里麻木不仁地看球，一边
在手机中听从责编毫不姑息的催促，再胡乱找
家网吧敲敲打打，赶在凌晨截稿前发完电子邮
件。是啊，那是怎样苦不堪言的记忆？带着反
思的艰巨任务摁下遥控器，蹩脚的解说员清
清嗓子开始唠叨的时候，黑夜裹挟着倦意呼
啸而来，你便开始了 90 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
煎熬。

然而，一切疲倦与煎熬，终究敌不过那份
说不清道不明的切骨诱惑。这牵人心神的无边
诱惑，蔓延在2006年的德意志、2010年的南非，
当然，还有今夏的足球帝国巴西。多少年过去，
多少年走来。与足球相伴的夜晚，无眠的我
们，经历的却是斑斓且奢侈的梦境。梦境
里，有暗夜中的灯火、沉静中的喧嚣，有抑
郁中的激情、沉昏中的欲望，更有平淡生活
中激起的滚滚波澜。套用一句时下的流行
语：每个懂得享受足球的人，心中都有一座
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在这里，我愿意为这句话
添加一个注脚——每个人关于世界杯的回忆
或期待，都涂抹着一层夜的底色。夜幕垂下，绿
茵场的沉浮悲喜正在上演。今年夏天，请与世
界杯同眠。

夜
与
世
界
杯

□

梁
振
华

■艺 谭

电影《孔二皮进城记》是一部讲述乡村代课老师在
教育正规化的时代进程中被清退的故事。从2010年开
始，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并校政策和教育正规化，所谓并
校政策，就是相邻几个山村的学校并到一个希望小学
里，原来在各个村庄里的“土老师”，需要重新进修，考
一个上岗证，获得教师资格，否则面对他们的就是被清
退的命运。这个社会事件的讨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
止，这些“老师”没有正规学历，有的是跟着父母读的
书，有的仅上过小学，或者初一初二，因为年龄大，因为
要照顾家庭，因为残疾丧失劳动能力，他们没有去南方
打工，留在村子里给这些孩子上课，学费是一只鸡或者
半袋米。

我大学毕业在教育部实习的时候，协助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完成了一部纪录片，叫《西南五省的非正规教
育》，纪录片摄制组去了青海、贵州、甘肃、陕西，最后到
云南，大概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纪录片主要是针对非
正规教育现状拍摄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教育正规化运
动。我比较完整地看到了在最偏僻的牧区、最荒凉的山
区里千千万万的孔二皮们，以及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比如，在贵州，离黄果树瀑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十八
九户的小村庄，老师带着学生，上午出来做导游，下午
打猪草，在打猪草的野地里休息的时候上课；在青海的
一个牧区小学，有一个孩子病了，老师骑着马跑了几十
里到他家给他补课，生怕他落下学业……这些老师的
共同理想就是希望他们教出来的孩子能够走出这里，
考中学、考大学，展翅翱翔。

因为这段经历，使我拿起笔来，希望能为他们说些

什么，我知道教育的正规化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我也知
道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中，一定会给他们造成伤痛，那个
伤痛非常具体，是对他们个人价值和生命意义从根本
上的否定。就好像我剧中的主人公孔二皮，他愤怒的
是，有人说他没资格当老师，那份悲凉和愤懑，比杀了
他还难受。我愿意把心贴在地面上，和他们在一个频率
上呼吸，感受他们的苦难，为他们抒发心声。这就是《孔
二皮进城记》这部作品的由来。

我一直认为，文艺作品并不能解决任何具体的问
题，它不能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不能在社会经济生活
中创造具体的价值，它甚至很容易被人忘记，但是它可
以抚慰伤痛、记录时代，可以替弱者说话，可以让我们
在生活中停下来打量一下自己，让我们记住孔二皮这
样的人，他虽然自小残疾，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
这么多年让一个村子的孩子都认字读书，没有变成文
盲，这是他伟大的地方，不论怎么感谢都不为过。孩子
是未来，没有孔二皮这样的人，中国的未来会减少很多
色彩和质量。

我刚写完剧本时，有一些人问我，直到今天还有人
在问，你为什么选一个有争议的题材？我想说的是，因
为那是我们这些创作者和电影人应该做的事情，感谢
所有为这个民族的未来作出贡献的人，记录好这个时
代，发出我们的声音，这是我内心对孔二皮这部作品的
判定。它是一个我热爱的中国故事。

《孔二皮进城记》在叙事上采取了一个比较中国化
的叙事方式，不以事件为主，完全聚焦在人物身上，以
他的喜怒哀乐为轴心，画一个圆，记录他的行走和情感

半径。这部电影有105场戏，孔二皮大概是102场，几乎
是毫无间歇地连续塑造人物，这种写法接近于中国戏
曲的折子戏，一个主角唱满台，像《杨三姐告状》《华容
道》《武家坡》，把人物心思的起伏全部表现出来；在表
达方式上，去掉一切修饰，只用口语，接近于明清时候
的绣像白描，这也是我的一个尝试。对于以塑造人物为
主的小成本影片，似乎还是有一点点收获。

中国古代文学有很多优秀的遗产，像叙事模式、特
殊的戏剧表达技巧，中国电影在这方面的开掘是不够
的，我们总在说全球化，但是民族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传
统，绝对是以差异化为前提的。我们可以很快认出来日
本电影、法国电影、英式电影、好莱坞电影，他们独有的
叙事模式，是从他们自己的文学传统里继承下来的，是
很多戏剧人和电影人开拓和实验出来的。像中国电影

《城南旧事》《天云山传奇》《小城之春》《秋菊打官司》
《霸王别姬》，这些都是特别优秀的中国式叙事的典范，
他们是从唐诗宋词里出来的，从文学传统化到影像上
的，中国电影能够崛起于世界，它一定不会单纯地依靠
3D技术、电脑特效，只有用最具中国魅力的独有叙事
方式讲述好中国故事，中国电影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作为一个电影人，我觉得这是所有创作者的责任
和义务，对好莱坞的学习和对民族叙事形式的探讨，
对商业化的开掘和对艺术的探索，应该并行不悖。只
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让中国电影走到世界上去，如
同我们通过《小鞋子》认识了伊朗，通过黑泽明、岩
井俊二认识了日本一样，让全世界都能熟悉和了解中
国人的面孔和精神，我非常期盼那一天的到来。

我就是要坚守中国化的叙事方式
——电影《孔二皮进城记》创作谈 □张 挺

由中央电视台、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广电传媒集团、云南金彩视界影业
有限公司和润禾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30集电视剧《边城》目前正
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播出。在众多抗日题材影视剧中，《边城》可谓独辟蹊径，
将关注点投入到战场之外的经济资源的掠夺，讲述了抗战时期中日双方围绕重要
的武器原料——钨砂展开的争夺战。该剧的创作以历史真实事件为基础，加以合
理想象和艺术虚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个性鲜明，尤其是男主角梁文权顶着汉奸
的帽子周旋于敌人、朋友、爱人、仇人之间，堪称孤胆英雄。该剧总制作人张丽影表
示，希望通过这部剧的播出，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国土资源的重要性。该片由崔卫东
导演，邱对编剧，谭凯、蒋欣领衔主演。 （央 讯）

《边城》央八开播

关注战场背后的经济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