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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抗战时期中国军民和盟军将士在
驰名中外的“史迪威公路”贵州晴隆区段浴
血抗敌的电视剧《二十四道拐》将于9月9日
在央视电视剧频道首播，9月22日登陆贵州
卫视。该剧讲述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
方战场，中国东部已经落入日寇之手，国际
援华物资只能通过西南边陲的滇缅公路运
送到重庆等地抗日前线。这条史称“史迪威

公路”的滇缅公路就成了
战略物资运送的大动脉，
而其东段的贵州晴隆“二
十四道拐”盘山公路就成
为其“咽喉”要冲。这条运
输大动脉能否正常为前
线“输血”，成了敌我双方
决战的关键因素之一，一
场“断”（桥、路）与“保”
（桥、路）的生死决战就此
在贵州晴隆公路区段中
展开，外抗强敌、内斗汉
奸特务，中美盟军并肩战
斗的场面一一呈现。

该剧总制片人、总编剧欧阳黔森认为，
抗日题材近几年大热，质量良莠不齐。其实，
尊重历史才能创作出最好的剧本。该剧第一
次真正从国际视野展现二战期间的中国抗
战，以一段不可思议的“公路建设奇迹”和

“守桥传奇”书写了一段英勇不屈的抗战历
史、一段感人肺腑的国际友谊和一段几乎被
历史遗忘的国家记忆。 （央 讯）

由中俄两国联合制作，八一电影制片厂、华夏

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联合出品，尼基塔·米哈

尔科夫监制，董亚春导演的影片《战火中的芭蕾》，

将芭蕾和战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讲述了1945年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后发生在东北边陲小镇上的

东北抗联部队带领老百姓和苏联红军同仇敌忾共

同抗日的可歌可泣故事，展现了男女主人公在抗

日烽火中的芭蕾情缘和跨越国界的凄美恋情，揭

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与伪善，展示了中俄两

国军民患难与共、携手并肩、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

的战斗友谊。影片不仅有残酷的战争，更有浪漫的

爱情和唯美的舞蹈。

影片首先展现了战争状态下的残酷和日本侵

略者的残忍。影片中，日本侵略者为了“毒气计划”

而将所有修建仓库的中国工人用毒气杀死。为了

追查日本调度官的死因，他们将所有中国车站工

人集中在一起，以一分钟杀死一名工人的手段，逼

出抗联的地下工作者。他们甚至疯狂到连几岁的

孩子都不放过——鹅儿的弟弟仅仅只是出于调皮

而用飞刀把吊着的被日本人绞死的尸体打下来，

就被认为是反抗的举动而被日本军官无情地打死

在他母亲的怀里。但在这种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

下，小镇上的人们并没有心甘情愿地默默忍受，他

们或主动或被动地以各种方式进行着反抗。火车

司机王长威作为抗联地下战士，为抗联和苏联红

军搜集日军情报；大憨为了鹅儿免受日本调度官

的凌辱勇敢将其杀死，并投身抗联；而鹅儿一家则

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并保护苏联红军侦察兵安德

烈……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被压迫人民的坚韧、顽

强与不屈。同时，影片还表现了小镇人民对取得抗

战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心和坚强信念。诚如影片中

柳芭大妈所言：“悲伤和困难，总会离开懂得努力

和等待的人。”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日本侵略者

的残忍、被压迫人民的不屈与坚韧、希望与抗争被

影像真实地映现在银幕之上，凸显出在这片土地

上繁衍生息的人民坚韧而善良、英勇而顽强的品

性。在此之上，犹显出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残忍与

无耻。

《战火中的芭蕾》在艺术表现上最突出的特色

是诗意的呈现。这种极具浪漫色彩的诗意呈现首

先是由细腻的细节描述表现出来的。安德烈为了

完成任务不辞而别。鹅儿拿着安德烈给她留下的

信和刻有安德烈母亲翩翩起舞照片的怀表来找柳

芭大妈为她读信。柳芭大妈从怀表上知道安德烈

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先是惊愕，随即是激

动，带着鹅儿沿着铁路快步地飞跑，似乎要将远去

的儿子追回来。最终她和鹅儿都无力地躺倒在白

雪皑皑的大地上。影片以这一组镜头，将母亲盼望

见到失散儿子、鹅儿盼望见到远去恋人的心情真

实地表现了出来。小镇解放后，鹅儿带着安德烈来

到柳芭大妈的面包房，进屋后安德烈望着墙上那

些熟悉的亲人的照片，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眼中既

有茫然又有惊喜。里屋正在和面的柳芭大妈和面

的双手由快而慢，最终停止，身体由于激动而颤

抖，但却不敢回转身来。直到安德烈快步走到她的

身后，用双手抱住她，嘴里喊着“妈妈，妈妈”，柳芭

大妈才猛然回过身，用沾满面粉的双手轻抚着安

德烈的面颊，泪水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而目睹这

一切的鹅儿则将脸转向了外面，眼中浸满了泪水。

影片中这类细节描写细腻、鲜活、真挚，体现出诗

意的美。

该片善于通过充满美感与深度的画面叙事传

情，并借此彰显出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影片

里，随处可见诗意而浪漫的画面：宛如油画的边陲

小镇，令人动容的教堂里孩子们唱圣诗的场面，金

黄色白桦林中一袭红裙的女主角翩翩起舞……这

些极具质感与诗意的美好画面与硝烟弥漫的血腥

战争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影片前半部分表现

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人们生活的画面多为阴暗低

沉，给人以压抑的感觉，而表现解放后小镇人们生

活和鹅儿与安德烈爱情的画面则明艳亮丽，给观

众以自由和美的感觉。尤其是影片快结束时，鹅儿

在白桦林中为安德烈起舞的桥段，美轮美奂，意味

深长：鹅儿身着火红色裙装，起舞于金黄色森林之

中，伴着优美的旋律，美到让人感动。而在安德烈

的眼中又不时幻化出一袭白衣白裙舞台上鹅儿起

舞的样子，虚实之间，将中国女孩的圣洁心灵，以

及在爱情中的热情似火，进行了完美的呈现，升华

了爱的主题，浪漫、温情而诗意盎然。

该片的配乐对情感的烘托同样起到了诗化的

作用。全片以芭蕾舞剧《天鹅湖》的主旋律作为主

要配乐，根据情节与画面的变化或高亢或低徊，极

好地诠释了内容。尤其是影片临近结束时，安德烈

带领苏联红军和抗联军民进山剿灭负隅顽抗的日

本侵略者，鹅儿和安德烈的母亲柳芭大妈在面包

房焦急不安地等待前线的消息。一袭红裙跳着芭

蕾的鹅儿的画面、柳芭大妈脸上关切不安的神色

的画面和安德烈与敌人激烈战斗的画面不间断地

交替变换，在《天鹅湖》主旋律的烘托下，将影片的

气氛和观众的情感推向高潮。鹅儿的芭蕾跳到最高

潮时，画面转到了战场上安德烈中弹牺牲，音乐在

这时也达到高潮，随即戛然而止。残酷的战争、最美

的舞蹈、伤心的母亲、热烈的恋人……在音乐的强

烈烘托下融为了一体，其中的诗意与壮烈也自然而

然地映现了出来。

该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刻着芭蕾舞照片的怀

表，它的每一次出现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影片开

始时，伴着老年鹅儿的画外音，打开的怀表放在墓

碑前，在缅怀亲人的同时引出“故事”；剧中，这块

怀表成为了男女主人公分别时的定情信物；再后

来，这块怀表又成了分别多年母子再度重逢的纽

带；影片快结束时，这块怀表见证了男主人公的壮

烈牺牲和依依不舍……一块普普通通的怀表，承

载了历史的变迁，见证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更

见证了优美的芭蕾在苦难中起舞、在炮火中绽放的

韵律和诗。

在苦难中起舞在苦难中起舞，，在炮火中绽放在炮火中绽放
——评影片《战火中的芭蕾》 □许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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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中共菏泽市委、菏泽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电影《根据

地》，是山东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

礼影片，也是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点推介的影片之一。影片通

过普通民众口述的形式，生动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冀鲁豫根据地残酷

而壮烈的抗日故事，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不畏强暴、英

勇抗争、艰苦奋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历史。该片取材视野宏大、主体意识

鲜明、叙事手法新颖、细节展示丰富、影像直观有力，以口述历史的方式，从浩

瀚的史海中，打捞出依然闪闪发光的根据地精神，凝练出依然熠熠生辉的抗

战精神，萃取出永远星光烁烁的民族精神。

从报告文学到纪录电影，《根据地》实现了创作理念的继承和创新。历史

文献纪录电影在我国纪录电影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通常是对重大历史

事件或一个阶段的历史进程展开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回顾与审视。在

很长的历史时期內，它担负着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中国主流声音、唤起民

众历史情绪的功能。而随着时代进步和电影表现手法的创新，纪录电影也

同样需要观念和表现形式的与时俱进。纪录电影《根据地》是李延国、李庆

华同名长篇报告文学的影像化展示，用镜头语言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能

忘却的记忆。该片从普通亲历者、见证者的视角讲述中国人民抗战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和牺牲；以根据地精神和民族精神为主

线，讲述冀鲁豫这块抗战时期最大的敌后根据地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

身份的军民抵御外敌、抗日救国的动人故事；怀着根据地人民爱好和平、反

对战争的共同理想，怀念那些对这块热土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支持、帮助、奉

献、牺牲的将士和普通民众。在创作理念和表现手法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和

超越。

口述历史的讲述方式助推了《根据地》创作实践的探索和延伸。影片拍

摄过程中，摄制组探访了很多当今还生活在根据地的普通百姓，有名有姓的

就有80多位，正是一位位朴实的人民的一段段口述成就了一部真实而厚重

的珍贵史料。总导演陈真说，“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人民的伟大，无数普普通通

的百姓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太多不为人知的奉献，在我眼中，人民群众就是

真正的根据地。”这种口述的原生态、真实性、甚至是方言带来的吐字模糊性，

都远远胜于以往有些利用旧有拍摄的资料，辅以新拍摄的素材编辑而成的

“汇编影片”式的纪录电影。这类纪录片具有历史文献的记录价值，具有认知

价值，同时它还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根据地的史料浩如烟海，影片从那些

极为广大的文字载体中，勾画一条清晰简明的历史脉络，使之既能处理好根

据地的建立、建设、抗争，又要兼顾到根据地的民主、民生建设，精神与物质并

举的历史创举，同时又具有情感的调动、悲壮与奋起并存的意境。片中被采

访的80多位亲历根据地建设的普通群众，大多已过耄耋之年，是农民也是战

士，口述历史的方式，是采用这些亲历者、幸存者、见证者的讲述串起全片，通

过他们的表情、泪花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使得每一位观众从中深切感受到对

于民族、国家、家乡的深沉挚爱，引起内心的共鸣与心灵的涤荡，从而达到正

视历史、客观准确、真实感人的传播效果。

影像的对比力量赋予《根据地》新的冲击力。《根据地》中两种色调的影像

语汇带来视觉的冲击力。一方面是略带暗色底色的讲述段落，一方面是日新

月异的当代场景；一面是天安门的升旗，一面是河北涉县的左权墓，现代和历

史交织，镜头里捕捉着当年根据地的历史身影，更折射着现实冀鲁豫的大变

革。讲述着菏泽梁梁仞仟的自民团、1941至1942年相持阶段聊城莘县五大

村抗日、河北衡水纪庄烈士陵园、马本斋的回民支队、窝窝队的故事，也记录

了一个个不能忘记的的名字：范筑先、马本斋、梁光……菏泽刘金瑞院里磨盘

砸坦克、郓城淘地洞的刘明月、挺进报地洞、河北邯郸山底村地道战、聊城红

庙村，是战斗、抗争、生产；菏泽蒋海村、日本抢粮、五大村、苏村阻击战、河北

衡水纪庄烈士陵园马本斋回民支队、守墓的王梦北、王春明一家、河南邓小平

住所、乡村直选豆选、八公桥战役，是历史、记忆、足迹，通过一位位亲历者的

回忆，揭示战争的根源和历史真相，揭秘根据地的壮大和传承。纪录美学的

风格和阐释视角的超越，做到了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平衡，既有客观陈述，又有

抒情表现，使历史事件变得可视、可感，为历史文献电影增添了感性的成分。

2015年的中国电影是井喷的一年，到近日，票房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总

票房，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纪录电影的市场探索也值得研究，如何对处于高

速成长中的中国电影票房作出自己的贡献，如何在整个纪录片行业中提高自

己的占有率，《根据地》同样面临走进院线、走向银幕的挑战。期待纪录电影

与中国电影一起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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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恋恋风尘》中，初入社会经历了人生悲喜的阿远再次返家，

在空荡荡的房间却没找到阿公，来到房后看到阿公，在一个大全景

中，阿远面对阿公，面对眼前的青山绿野，两人相对无言。这时，阿

公的一句“阿公同你讲啊”让两人拉起了家常，却惟独不谈个人悲

喜，“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阅

尽世事后的豁达与苍凉想来就是这般。这也是笔者所熟知的早年

侯孝贤。

《南国再见，南国》的结尾，高哥和扁头的车钥匙被扔进茫茫绿

野，两个人不得不吞下这苦水，摸索寻找车钥匙，无言的绿野见证

了两人面对权钱政治的无奈和表亲之间同根相煎的冷酷。这是转

型中的侯孝贤。

自《海上花》之后，侯孝贤剑走轻灵，把镜头更多对准爱情，对

历史民族的表达则居次位。于是，侯孝贤一部接一部地拍摄了借

爱情而言他的小品——《千禧曼波》《咖啡时光》《最好的时光》。直

到《刺客聂隐娘》。作为侯孝贤在大陆公映的第一部影片，《刺客聂

隐娘》也成为侯孝贤转身后的集大成之作。

《刺客聂隐娘》的主题集中于两点，一是对藩镇割据的历史表

述，二是由此带来的家庭纠葛，这两点都像其《南国再见，南国》《悲

情城市》一样，通过某个家庭的内部纠纷来折射时代和历史。《刺客

聂隐娘》中，表妹想杀表哥、侄子想杀叔叔、大姨想杀外甥、丈夫想杀妻子、师

傅想杀徒弟、正房想杀偏室、妻子想杀丈夫的臣属……而解决上述政治纠纷

和家庭纠葛的着眼点在于“爱情”二字，乍看有些儿戏，无独有偶，文学巨匠、

《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却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百年

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孤独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爱情。

好在由妻夫木聪饰演的磨镜少年带给了聂隐娘爱情的希望。他救了

聂隐娘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救了聂隐娘，一旦聂隐娘走上为父报

仇、道心已坚的路，就真的变成了青鸾舞镜，独孤终老；他为聂

隐娘疗伤；所有人都称呼她为“窈七”、“窈娘”，惟独磨镜少年

一人专属似的称她“隐娘”；他牙牙学语似的发音呼唤着“隐

娘”，清新单纯仿佛儿子对母亲的依恋；他牵起了驴子，为一直

骑驴的隐娘换上高头大马。片中惟一的一次微笑，聂隐娘留

给了磨镜少年，并护送他回新罗国。这让人想起了“一场一

镜”的《海上花》中，惟一的一次剪辑则是王莲生俯身顾盼沈小

红，随后暴怒那场戏。在侯孝贤这里，所有形式上的克制和

“冰山一角”都只为了那呼之欲出的显形。

《刺客聂隐娘》与侯孝贤之前作品最大的不同是：该片叙

事乃是通过少女聂隐娘的视点来建构。一切景语皆情语。不

同于侯孝贤早年拍摄的苍山绿水、世俗日常给人的苍凉感,在

《刺客聂隐娘》中，美得像明信片一样的风景给人以轻灵感。

一弦一柱思华年，回首少年时听嘉诚公主抚琴讲述青鸾舞镜，

成年后的聂隐娘已晓其含义，以青鸾自比，物哀其类。然记忆

中不只有哀，还有跳脱的童趣，嘉诚公主身边有一盆葡萄，对

当时尚且年幼的聂隐娘来说，这馋人欲滴的葡萄恐怕跟青鸾

舞镜的动人故事同样走心。然而，世事无常，物是人非，难道

成年后，聂隐娘真要青鸾独舞，悲鸣而绝？一盆葡萄，一个哀

伤的故事把聂隐娘逝去的童真、此刻的寂寥都精准地呈现了

出来。田氏与元氏的政治联姻，重创少女怀春时的聂隐娘，人

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微风轻拂纱帘，影片以此模

拟聂隐娘的主观视角，注视着田季安与爱妾胡姬对话，胡姬一

句：我为窈七不平。弦遇知音。

美如画的风景除了在聂隐娘的主观视角下具有的表意功

能尚可为观众感知，但在全知视角下的神农架的山洞、内蒙古

的白桦林、武当山等不同地理特征的美景都被置于唐代魏博，

就成了《刺客聂隐娘》饱受诟病的地方。或许，我们可以通过

希区柯克找到《刺客聂隐娘》的通衢，希区柯克曾这样描述如

何在荷兰拍郁金香，在郁金香花田上演一场谋杀，摄影机推近

一朵郁金香，直到进入花朵，观众盯着一瓣花朵，直到它充满

整个银幕，然后一滴鲜血落在花瓣上。这个描述和聂隐娘大

战精精儿的镜头何其相似，一滴血渗出精精儿的面具，大战之

后，留在白桦林深处的则是精精儿破碎的面具特写。《刺客聂

隐娘》中，美景，就是杀意泛起的地方，在壁立千仞的道观，雾气从幽谷升

腾，那是嘉信公主心中升起的杀意，其与聂隐娘对话虽波澜不惊，薄雾却

早已将二人环绕。

当美景还原为美景，不再杀气弥漫时，当聂隐娘了却与田季安的这段

情缘，卸下刺客的使命时，当她与磨镜少年逶迤远去时，笔者想起了《霍乱

时期的爱情》中的那句话：我去旅行，并不是因为对风景的兴趣，而是因为

我决定了要去。

■新作点评

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出品的历史文献纪录电影《燃烧的影像》日前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了首场点映。该片利用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的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

地再现了1931至1945年间中国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

从去年开始，出品方对馆藏的500余部抗日战争时期纪录电影进行了数字化扫描和整

理考据，最终从284部影片中精选了13万余帧画面，编导制作完成了时长95分钟的纪录电

影《燃烧的影像》。影片所有画面均来自历史现场，没有任何现在时态的搬演和采访，其中很

多影像均为独家曝光。由于这些老纪录片胶片已经历经70余载，画面损伤严重，为了保证

观众看到较为清晰的画面，出品方还对其中18万帧素材进行了修复。这是中国电影资料馆

首次将馆藏资料制作成纪录片面向社会公映。

解锁未曾谋面的珍贵胶片，再现烽火硝烟的真实过往，尘封已久的画面将观众带回70多

年前那空前壮烈的反法西斯战场。在影片中观众将看到，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洗刷

民族耻辱，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父老乡亲深明大义，

前线将士视死如归……片中既有惊心动魄的大型会战，也有鲜为人知的白刃厮杀；既有令人不

忍目睹的屠城血证，也有令人振奋的胜利时刻。影片记载了在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

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历史进程，充分展现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据悉，该片将于9月18日在全国陆续上映。 （影 文）

纪录电影《燃烧的影像》即将全国公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