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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点

贺绿汀的音乐灵魂
——电影《穿过硝烟的歌声》观后 □何祖健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指出，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

魂，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原创作品作为文艺创作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的价值追求、方向格调对于创作者一直是一个重要

命题，而《意见》的内容无疑对于创作者们再一次提出了新要求。

原创是相对于改编而言的，是平地抠饼，创作者要从无到有生

发出构思，再用技术将其实施，并且要追求“这一个”与“很多个同

类作品”之间的区别，成为惟一。它的魅力与难度皆源于此。而创作

者是作品中最重要的生产力，作品的价值追求就体现在创作者自

身对创作的追求上。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作者能否保有创造力和创造精神，能否克

服习惯势力的束缚。这其中包括惯性思维，以及主流审美、观众喜

好。从大的方向上，我们要为人民而创作；从具体而微的方面，我们

要为观众而创作。这样问题就来了，当一个作者坐在电脑前，他要

考虑到大多数人喜好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迷失了。作为一个创作

者，个性最为重要。众口难调，事实上当下观众群体的分众化表现

得越来越明显。是否有勇气去探寻生活潜流之下的涌动，揭示生活

表层之下的真相，去探寻新的戏剧样式，探索舞台的边界，探索更

多的可能性，是创作者在当前急需要考虑的问题。毋庸置疑，具备

一定创作经验和技巧的作者在自己的创作中，随着经验值的增加，

大家也会不断发现，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可以风险最小化，找

到位置之后，往往安于现状，由此可能带来的隐患是进行自我钝化

或者自我阉割。可以非常聪明地去判断出写什么能够讨好自己的

委约方，讨好观众，进而形成惯性，这对创作者来说是很可怕的倾

向，“文件”一旦加了保护，新的东西就很难再进入了。

其次需要考虑的是，创作者应如何克服困难，坚持对戏剧本体

的追求。戏剧艺术究竟应该去反映什么、表现什么？演出后创作者

普遍都会注重评论反馈，反观自身，校正未来创作方向。一方面是

来自专家的评论，比如研讨会等，它们属于主流价值观的评论，具

备专业度，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是来自网络的自由评论。而对于戏

剧作品，很多观众表现出一种倾向，想要在戏剧舞台上看到一个新

颖复杂的故事，超越了他对于舞台剧其他方面的期待。这个故事

是不是很有新意？我怎么看了开头就猜到了结尾？观众看惯了电

视剧，对于戏剧也有着故事曲折性的过分追求。观众们也喜欢“接

地气”，要看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最好对号入座。面对这些期待，创

作者应谨防自己的作品过度表层上的贴近。因为现实生活一旦被

照搬照抄，舞台上就会产生“一片生活”，不加选择一样会产生对生

活表面化的引用。而生活呈现出来的其实并不一定是它的真相，

呈现在舞台上，需要创作者用他独特的视角去观察、提炼。一些实

验戏剧并没有原汁原味地去反映生活，但它们体现了独特的况味，

否则观众还不如去看网络视频和街头巷尾那些最为真实的生活片

段。好的创作都是源于生活的，各个艺术门类都是如此，在特定领

域中无法模糊的是艺术本体的特质，有追求的作者对自己的作品

一定会有坚持与判断。而对于每一个作品，观众的反馈是千奇百怪

的，有多么深情的赞美，就有多么响亮的叫骂，有坚定判断的创作者不会被这些东西

所左右，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进而也会清楚自己作品的受众是哪些人。当

创作走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每个人心里应该更加坚定，更加有判断。

第三需要考虑的是，在书写当下、反映时代精神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角度

去切入。同一个题材可以有许多种写法，许多种切入点，关键在于创作者的视角朝向

哪里。目前戏剧作品同质化的倾向较为严重，讲一样的话，选择一样的角度。创作者在

传达正能量的时候，更要注意方式方法。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人类共同的问题，比如孤

独感、比如无法走出的困境。而在表达这些东西的时候，如何避免居高临下的说教姿

态，避免自说自话的梦幻状态，这是创作者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当代原创戏剧的价值追求一定是戏剧人的价值追求，在当下文艺大发展大繁荣

的态势之下，戏剧人应该自省，追求更广阔、更多样、更独特的舞台。

钱理群曾说：“与鲁迅有生命相遇是要有缘分

的”，画家裘沙一辈子阅读鲁迅、研究鲁迅，以绘画的

方式让更多人感悟到鲁迅思想的真谛，他的作品给

人一方沉思的空间，他便是这“有缘人”。

裘沙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夫人王伟君毕业于

鲁迅美术学院，两人皆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

画家，二人又都出生于浙江，是鲁迅的同乡。鲁迅小

说里的生活百态，与他们有天生的亲近感。从裘沙携

夫人王伟君合作到一家三代共同参与，至今已完成

了《鲁迅之世界画集》等近2000幅作品，并在国内外

举办纪念鲁迅专题个人画展28次，出版有《鲁迅》照

片集、《新诠详注文化偏至论》等书籍、画集30余种，

影响波及日本、意大利、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86岁高龄的裘沙耐住生活的清贫，将毕生的心血

全部投入到诠释鲁迅的事业中。老艺术家黄宗江曾

这样评价裘沙夫妇：“你们依附于鲁迅身上，看来，鲁

迅也依附于你们身上”。

裘沙与鲁迅真正结缘应追溯到1972年，这一年

裘沙日日奔波于为孩子看病，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好，

他只身带孩子来北京就医，就在那段艰苦岁月里，与

裘沙朝夕相伴的便是鲁迅的各类文集，而鲁迅在文

章中所抨击的种种现象，仍旧在现实中存在。同年，

裘沙与夫人共同创作了《呐喊》插图。从此便一发不

可收拾。正是这种强烈的情感共鸣，让裘沙走上了决

心用画笔表现鲁迅的道路。

裘沙所创作的插图与一般性插图

大有不同。一般性插图的基本作用是为

文学作品本身服务的，其功能性意义在

于美化报刊或书籍的版面，但裘沙所创

作的插图，不仅具有一般性插图具体反

映文学作品全部或部分精神、内容的基

本属性，同时还有画家本人对作品的分

析以及解释，其作用与效果与评论和翻

译相似。在美国知名翻译家葛文浩看

来，裘沙为鲁迅所作的插图亦如布朗为

狄更斯的小说所作的插图般，图文并

茂，缺一不可。

裘沙的作品不局限于简单的线条、

色彩，而更注重思想性的传递。文艺理

论家王朝闻曾对裘沙的帮助很大，多次

给他写信提到：“你要画什么就要搞清

楚应该画什么，应该画什么解决了怎样

画才好解决。”裘沙收到信后，索性暂时

放下画笔，决心先搞清楚应该画什么的

问题。裘沙研究鲁迅的作品，在研究的

过程中发现了许多问题。如有关《祝福》

结局的评论及其插图以往是极为含糊

的。祥林嫂作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在

影视作品中的塑造常常被解读为她是

在除夕晚上饥寒交迫冻死的，但是至于

灵魂、地狱、死后团圆等问题却不了了之。裘沙关注

到《祝福》中祥林嫂看到年轻人提出的三个问题：一

是“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二是“那么，

也就有地狱了？”三是“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

面了？”年轻人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有喽.……”，“论

理，就该也有”，“见不见面呢……我也不清楚……”

鲁迅在文本中含蓄的表达为祥林嫂究竟如何死去埋

下了一个未解之谜。裘沙并不甘心，凭借这三个问题

他仔细思考，最终得出祥林嫂是自杀身亡的结论。祥

林嫂对死后一家团圆的希望要远远胜过她对地狱的

恐惧之心，她要以死来实现与丈夫和儿子再见一面

的愿望。裘沙为这一观点的提出著文并在《读点鲁

迅》的刊物上发表，后又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两

谈祥林嫂之死》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热议。解决了

应该画什么这一问题。三年后裘沙动笔创作了《祝

福》组画，裘沙在创作时用减法，舍掉无用的繁枝细

节，留下的精简信息则被强化，他在塑造祥林嫂时，

画作中祥林嫂的头上总绑着一根红头绳，而正是这

抹红色，暗喻着她希望的花火。

“文革”期间的遭遇让裘沙更读懂了鲁迅，读懂

了《阿Q正传》。裘沙不大的房间里挂满了一家三代

创作的鲁迅画像，没有奢华的家具与装修，书稿、画

稿占据了大半个屋子。“阿Q鲁迅成知友，笔富安贫

不卖钱。”从1972年到1980年，裘沙夫妇磨砺出他

们的第一部作品《阿Q正传200图》。他将自己在“文

革”期间的感受也画了进去，有对无辜者的同情，有

对麻木者的愤慨。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为了寻找阿Q的人物模

特，他专门来到绍兴，每天留心观察一个在街头巷尾

专事寻人挑衅、逗乐、吵嘴、打架的游手好闲的人，这

个名叫长生的农民与鲁迅笔下的阿Q颇有几分神

似。有一天，裘沙正偷偷地躲在一旁画他的速写，长

生发现后立即高声嚷道：“去！你画我有什么用，你有

本事就去画钞票，画一张五块的，画一张十块的。”裘

沙继续跟着他画，他回过头来说道：“你再画我就把

你的画都撕掉。”就这样，裘沙在水乡来回奔波，从模

特身上提炼、萃取、加工，历经8年之久终于完成了活

灵活现的阿Q人物形象。他从绍兴带回来的速写并

没有太多，且多数是寥寥数笔，原来裘沙所追求的是

贯穿于整体的一气呵成的神韵，而并非细节的描摹。

《阿Q正传200图》的成就并不在于图画的幅数多，

而在于裘沙对原著的准确理解。他笔下的阿Q很难

让人将其与“可悲”、“可耻”的字眼联系起来，画家用

造型语言表达了对贫苦农民的同情。

明年正值鲁迅先生逝世 80周年，裘沙创作的

《世界之鲁迅画传》也将在明年出版与广大读者见

面。该画传以传记的形式编纂而成，更将鲁迅置于世

界之中，以更为全球化的视野来解读鲁迅。

画像实难，常有笔不尽意、难取其神之感，其根

本原因便是型止于形，如工具止于工具，和成品无

关，造型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裘沙用大半辈子和鲁

迅“对话”，他让我们看到，时至今日鲁迅一直都在那

里，一个民族自我反省的高度在那里，一个民族使用

母语的程度在那里，一个最慈悲的灵魂在那里。

以知名音乐家贺绿汀为人物原型而创作的

《穿越硝烟的歌声》是潇湘电影集团继《国歌》后聚

焦音乐题材的又一力作。影片在题材上独辟蹊径，

通过对人才辈出、经典辉煌的抗战文艺演绎，让人

们在激昂的抗战歌声中回味与思考。

“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

乐……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

全身一样”（丰子恺语）。抗战歌曲是用旋律和歌词

镌刻的历史，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最光辉的乐章。

《穿越硝烟的歌声》正是以这一中华民族用血与火

淬炼的抗战歌曲为题材而展开叙事的。序幕中，艺

术大师娓娓道来：“我叫贺绿汀，我是一个农民的

儿子，我的家乡在湖南……”伴随着这个第一人称

视角而来的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有闪光的一瞬

间，只要你有个好的故事，就永远不会被人忘

记……”这个永不被人忘却的故事内核就是贺绿

汀与萧友梅、黄自、聂耳、欧阳山尊等一批文艺工

作者在抗战那个峥嵘岁月的战斗人生。淞沪战役

打响，上海陷入一片战火，贺绿汀毅然放弃来之不

易的安逸的小家庭生活，送别爱妻幼女，加入上海

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演剧队，与黄自、欧阳山尊等人

一起登上了“文艺救国”的征途。在这一艰险的旅

途上，贺绿汀与张一凡等在战火中的友情，游击队

员阿强一路用生命保护艺术家等故事扑面而至。

影片虽以贺绿汀深入抗战前线，写下了不朽名曲

《游击队歌》为主线，但并未停留在贺绿汀个人的

创作，而是以《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

行曲》《旗正飘飘》《抗敌歌》等一系列经典抗战歌

曲的创作与演出为题材元素穿插其中，跌宕起伏

的故事情节与如泣如诉、壮怀激烈，充满动力感的

抗战歌声珠联璧合。歌声让我们重温同仇敌忾的

时代，故事向我们叙述艰苦卓绝的历史，作品通过

音乐与故事相得益彰的艺术张力，在表达创作者

以歌声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的同时，也赋予

了该片独特的艺术情趣和英雄史诗的风格。

70年过去了，抗战的歌声为何如此嘹亮？影片

在贺绿汀与进步的抗战文艺工作者舍生救国的明

线之下，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等关系的时代

命题，蕴藉在历史的回声中，从而使作品彰显出与

一般纪念题材影视剧所不同的现实意义。影片主

要以贺绿汀《牧童短笛》《天涯歌女》和《游击队歌》

三首音乐作品的创作为线索而展开故事。和平时

光，宁静的岁月，贺绿汀钟情农村美丽的风光，关

注下层人民的苦难。碧绿的田野牧童骑着牛儿来

往，这是令人悠闲、惬意的《牧童短笛》；十里洋场，

歌女虽楚楚可怜，却有着小妹卖唱郎伴奏的爱情，

那是苍凉而纯情的《天涯歌女》。影片告诉我们，这

一首首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的旋律，竟是在贺

绿汀之妻用黑白布缝制的琴键上，在阿强裁缝铺

的阁楼顶上诞生的。当《牧童短笛》的作者以乡巴

佬的身份在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举办的比赛中荣获

一等奖而遭遇同行的不理解时，黄自掷地有声：

“音乐是能闻出味道来的，音乐来自民间。”正是在

这底层生活与泥土的芳香中，贺绿汀的艺术经典

应运而生。“斗琴取胜”一情节，则是通过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对艺术家的国格与人格的写真。影片

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表现贺绿汀面对日本人的

挑衅，不卑不亢，用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智慧和造诣

捍卫民族的尊严。当贺绿汀用领带蒙住眼睛弹奏

而终于战胜时，观众分明领悟了艺术无国界、艺术

家有国籍的意蕴。敌寇入侵，艺术家不可能再沉浸

在象牙塔里，抗日救亡演剧队冒着炮火，穿越硝

烟，一边创作，一边演出。作品细腻地叙述贺绿汀

在临汾，走进游击队的训练场，坐在老百姓的庭

院，目睹与聆听游击战术的神奇。没有钢琴，虚拟

弹唱，没有伴奏，战友们吹着口哨，终于，轻松流

畅、生动活泼的音乐经典《游击队歌》一气呵成。艺

术是有灵魂的。对于抗战时期艺术家，是他们对祖

国与人民深深的爱，铸就了抗战歌曲之灵魂。哼着

《义勇军进行曲》，贺绿汀发自肺腑赞叹道，“这是

中国人灵魂的呐喊”。影片精心设计的贺绿汀多

次与聂耳等艺术家关于艺术真谛讨论的场景，不

仅蕴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抗战音

乐之魂，而且是永远的文艺之魂的理趣。

抗战歌曲在血火中诞生，艺术经典在传唱中

永恒。聂耳在准备去俄罗斯前将《义勇军进行曲》

交给贺绿汀时感慨道：“只有灵魂深处的音乐才会

长出翅膀。”影片结尾，战士们唱着《游击队歌》奔

赴抗日战场，雄壮的抗战歌声与咆哮的黄河巨浪

汇聚一体，势如破竹，穿越硝烟。当年以贺绿汀为

代表的文化精英是用歌曲执笔从戎，今天《穿越硝

烟的歌声》是以其嘹亮回声缅怀历史，激励未来。

2015第四届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日

前在京举行。活动由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

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银川市人民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央新

影集团、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文化信息协

会、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主办。“从克莱蒙

费朗到北京”中法获奖影片展同时举行。

今年的微电影盛典以“新世代、新媒

体、新生活”为主题，当晚，一、二、三等奖，

优秀奖，各单项大奖，组委会大奖等各奖项

陆续颁出。本届盛典在活动规模、作品质量

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有了极大提升。盛典分

赛区进一步增加，组委会共收到了来自10

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部独具特色的微电

影精品。评选坚持弘扬正能量，传承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精髓，坚持开放和包容的原则，

让多种形式的微电影作品都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舞台。

据悉，自首届微电影盛典以来，已有

4000余部微电影作品、30多个国家的青

年导演们通过这一平台交流创作心得，拓

展国际视野。活动已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

热爱影视的大学生和青年导演关注和喜爱

的创作交流平台。来自国内外百余所高校

的微电影作品异彩纷呈，紧扣时代主题，反

映社会现状和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中面临的

问题。环保、生态等主题成为近年来青年导

演关注的焦点。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微

电影作品和青年导演。

（李晓晨）

与鲁迅“对话”
——记画家裘沙、王伟君 □许 莹

第四届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在京举行

“向人民汇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组歌交响音乐会近日在清华大学新清华

学堂举行。音乐会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总

政歌舞团合唱团担任合唱与伴唱，共计有

40余位词曲作家、歌唱家参与创作和演出。

几年来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共深圳市

委宣传部共同组织全国优秀词曲作家进行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主题实践活动，围

绕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进行创作，

最终完成了13首颇具代表性的歌曲，并在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一周年

之际与观众见面。音乐会受到了观众的广泛

好评，作品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向观众呈现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

标、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以及在公民个人

层面的价值准则，并以此彰显中国精神，共

筑中国梦。

于此同时，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主

办的“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文艺创作成果展演曲艺专场演出也于

近日在北京民族剧院举行。

整台演出突出“人民”、“汇报”、“曲艺”

等元素。独具地方特色的天津快板《夸夸我

们的志愿者》是曲艺在群众文化事业发展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缩影和代表；粤曲《星海

黄河》以抗战期间《黄河大合唱》创作背景

为题材，高扬了抗战期间中国文艺的不屈

和毅力；姜昆、戴志诚、冯巩、孙涛等先后表

演了相声《新虎口遐想》、小品《东边日出西

边雨》等新创优秀节目；而由当事者讲述的

《欢笑背后的故事》，让每一位观众感受到

曲艺人的执著和奉献精神。

一年来，曲艺家积极投入“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先后在天津开

展以礼赞社区志愿者为主题的曲艺采风创

作活动，在陕西、甘肃、新疆开展曲艺采

风创作丝路行活动，一百多位曲艺作者通

过实地走访、深入生活，创作了一批主题

鲜明、质量上乘的优秀曲艺作品。

（许莹 夏宁竹）

音乐家、曲艺家“向人民汇报”
文艺创作成果展演在京举行

裘沙与夫人王伟君裘沙与夫人王伟君

阿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