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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电视剧《《最后一战最后一战》：》：

艺术地再现了历史的“真”

根据作家曾凡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最后

一战》以1945年春中日“湘西会战”为背景，全景式

展现了抗战时期湘西会战、决战芷江等真实历史事

件，不仅再现了“飞虎队”当年的英姿，也让观众近距

离见证了盟国飞行员在芷江之战中与中国军队的国

际友谊。该剧自播出以来，受到了业内外的广泛关

注。近日，光明日报社、中央电视台联合在京举办了

该剧研讨会，仲呈祥、李准、丁振海、张胜友、李春林、

刘玉琴、侯光明、马国仓、王鹏举、彭程、高小立、李春

利等业界专家参加了研讨。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电视

剧《最后一战》是难得一见的表现抗战题材的现实主

义好作品。

如何看待和表现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历史，

一直是我国影视作品徘徊犹豫而不得正确入门之法

的难点，近年来一些抗战神剧和抗战雷剧就是这种徘

徊和犹豫的表现，娱乐至死、戏谑历史，一度使抗日题

材影视作品创作走入歧途，对此，与会专家认为，由北

京强视传媒拍摄制作的电视剧《最后一战》，可以看作

是对这种现象的突围和突破，是一部真正可以当成正

史去看的影视作品。

有专家具体谈到，《最后一战》取材于抗日战争正

面战场中国军民与日本法西斯强盗所进行的22次大

规模战役中的最后一场大战役——湘西会战，它以唯

物史观为其创作根本遵循，克服了其他表现抗日题材

影视作品中常见的类型化和同质化的毛病，以独到的

视角和全新的表现手法，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70年

前我湘西军民同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那一场惊心动

魄的伟大斗争，在取材角度、事件提炼、人物塑造和思

想开掘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其重大突破主要

是指该剧以形象塑造手段艺术地再现了历史的

“真”。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

小姑娘，不容篡改。《最后一战》对湘西会战的起因到

湘西会战的结果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还原了其真实

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历史过程，无回避，无矫饰，既

表现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敌功勋，也表现了共

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生动细

腻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历来具有的不畏

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

概。《最后一战》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在中

国大陆上的最后一场真实的军事大对决，也让我们看

到了两种人类（爱好和平的人类与法西斯人类）和两

个民族在人文思想和精神气质上的真实历史大对决。

其次，《最后一战》没有单纯表

现湘西会战这一段历史史实，而是

以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力图在沉浮

的史海中归纳和提炼出一个事关人

类发展和进步的鲜明主题，就是反

对战争，呼唤和平。该剧艺术再现

了由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发动的侵华

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说明了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

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

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揭示

出玩火者必自焚的客观历史规律，

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现实警

示意义。

该剧在人物塑造上的突破也得

到了多数专家的肯定，专家认为该作品并不倾心营构

宏大、惨烈的战争场景，而是通过真实可信、血肉丰满

的人物塑造张扬出一种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的民族血

性，使全剧充盈着浓厚的英雄主义氛围。剧作不仅牢

牢把握了中日两国历史真实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

特征，更在其所塑造的大量的艺术形象身上进行了深

入开掘，可以说，每一个人物都血肉满满，特别是在其

主要人物塑造上，倾注了创作者的大量心血，给每一

位主人公都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性格气

质。剧中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

物，无论是中华民族人物还是外国人物，都不是悬在

半空中的人物，而是个个落地生根，每个人的思想和

行为都有其真实可信的生活基础和性格成长基因，丰

满扎实，鲜活灵动，感人至深。尤其是《最后一战》对

男女主角——国民革命军空军飞行员张怀滨和八路

军南下支队参谋谌剑玉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更见创作

者功力，他们形神兼备，气质独具，可以说是刷新了抗

日题材影视作品的人物画廊。

作为该剧的出品方，强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游

建鸣称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芷江人，从小听着这些

故事长大”。他认为，杜绝抗战神剧，首先就是要尽可

能“真实还原状态”。他介绍，为了呈现真实感，《最后

一战》在细节上很严格，如高云翔饰演的张怀滨的发

型，演员的服饰造型等，都是在当年中美空军混合团

的珍贵照片中找到的；就连影片中呈现出来的飞机，

也是特意制做了1：1的飞机7架，留了2架送给芷江

受降纪念馆，飞机上的仪表盘等都很清晰、也可移动。

“该剧的精心制作、匠心独运确实让人印象深

刻。”有专家就此谈到，看过《最后一战》得出这样的印

象：这部电视剧在制作上是下了大工夫的，很认真、很

严谨、很讲究，作品呈现出大气磅礴与委婉细腻相得

益彰的精品气息。

最后有专家建议，该剧如果能增加一些生活气

息，增加一些对普通百姓与破碎山河的描写笔触，也

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任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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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电影的历史与未来——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10周

年”为主题的中国电影博物馆2015年学术活动日前在京举

行。活动特别设置了“向电影艺术家致敬”环节。此外，还举

行了开幕仪式、主题演讲、电影工作者座谈会和高峰论坛等

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向电影艺术家致敬

2015年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之际，“新中国22大电

影明星”、“50位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50位优秀

电影艺术家”中的在京电影艺术工作者受邀来到活动现场，

少先队员向王晓棠、田华、丁荫楠、韦廉、陶玉玲、陆柱国、谢

飞、翟俊杰、冯小宁、何群、黄健中、滕文骥、王希钟、傅正义、

傅庚辰、穆德远等电影艺术家献辞、献花，与此同时，电影艺

术家还在现场印制了手模，手模由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收

藏。王晓棠和丁荫楠代表电影艺术家讲话，王晓棠回忆了在

中国电影诞辰百年时，为中国电影博物馆筹建、奔忙的过

程，同时她谈到：“抗日战争时期，不怕牺牲的中国军民在抗

日战场为中华民族出了一口气，希望我们电影人在盛世中

国的新时代也为文艺争一口气。”丁荫楠呼吁，我们不仅要

向为中国电影奠基的老前辈致敬，同时也要向正奋斗在第

一线的、对传播中华文化作出贡献的年轻电影人们致敬。

在随后召开的电影艺术家座谈会上，艺术家们对中国

电影博物馆未来5到10年的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如建立

中国电影人资料库、加强中国电影史的社会普及、抢救和加

大老电影人珍贵资料的征集和收藏、建立电影艺术家塑像

群等。201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电

影博物馆落成10周年，10年来多位电影艺术家无偿捐献

出自己珍藏多年的手稿、照片、道具、服装等，充实了中国电

影博物馆的馆藏，这些宝贵资料生动翔实地向观众讲述了

中国电影的发展，为普及电影文化，扩大电影影响作出了突

出贡献。

回顾电影历史

第一场高峰论坛的主题为“历史的积累”，由北京大学

教授王一川主持。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秘书长王凤麟从新时期的制片产业角

度，认为虽然国内电影市场繁荣，但我们走向国际的任务非常重。CCTV6《中

国电影报道》原制片人张卫首先对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进行了回顾与梳

理，指出中国电影历史积累中存在现实主义作品多、非现实题材的作品不足的

不平衡现象，今后中国电影的发展应该改变这种不平衡现象，增加科幻片的立

项和创作，并将其与中国主流电影观众吻合起来，使中国电影的历史积累达到

一个平衡。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认为，武侠片代表了中国人对于超现实的

独特想象和思考，从武侠的角度回应了我们现实生活中非现实作品的缺失。他

认为真正成功的商业电影，都是用一种非现实的方式满足着人们心里的某种

情感期待和现实欲望。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强调了历史记忆的断裂问题，中国

电影刚巧和中国崛起同步，中国电影是一个空间、是一个市场，它能提供一种

新的电影可能性、一种新的电影评价标准，能够通过电影去创造一种不同的价

值表述。与会者认为，历史的积累不仅仅关乎过去，更关乎一个富有想象力、创

造力的未来，而这又与历史的理性反思密不可分。

眺望电影未来

第二场高峰研讨主题为“创新与未来”，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主

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认为，电影从业人员应当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

通过编剧和导演的合力把控，以及演员表演水平的提升提高电影艺术质量，

“高峰之作依赖于好的故事、好的人物形象”。北京新影联院线总经理周铁东

认为，目前是中国电影进入原始积累期的必经阶段，中国电影有格局才能有

格调，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双赢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安排。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发展研究中心电影研究所所长刘汉文预测了未来中国电影可能呈现的三大

趋势：第一，电影的创作会更加多样化；第二，电影院逐渐成为社会的社交

中心；第三，电影互动效果的增强。爱奇艺影业项目投资部总经理窦黎黎希

望通过互联网的力量使网络大电影从质量、数量上能够成为中国电影人才储

备的一种可能，网络大电影被置于付费平台供用户选择观看，如果故事不好、

不吸引人的话，用户是不会为它付费的，而这也是衡量这些网络作品故事质量

的硬性指标。

（许 莹）

客观地说，《山河故人》并没有太多新奇惊艳的电影表述，

其最核心的表达仍可看作是面对逝去的青春岁月和回不去的

故乡时的一种纠结无助的怅惘，而这一颇堪玩味的痛点却被

如今的电影市场包装成为成熟的商业类型，比如《致青春》《港

囧》和《夏洛特烦恼》。商业电影里传递出来的缅怀情绪到达

率很高，简单直接，更易唤起共鸣。而贾樟柯之所以仍然就这

一主题反复吟唱，一方面是经年累月的新认识积累需要释放，

另一方面也可看作是固执的山西人的情感坚守和他对于肤浅

的商业表达的一种略带鄙夷的挑战。

从叙事上讲，《山河故人》像是一个发完火重新坐下来稳

稳当当地讲故事的人。舞蹈演员涛儿、矿工梁子和煤老板晋

生是三个儿时好友，作为生长在汾阳的小镇青年，他们的命运

被相互勾连着扔进时代里重新锻造，最终却走向互无交集的

终点。一直以来，贾樟柯仿佛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的剧烈变化持有相当程度的敌视态度，而中国

社会却对扑面而来的新事物迫不及待地摆出一个拥抱姿势，

导演对这样突兀的观念转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解与不满。

与油嘴滑舌的晋生相比，梁子显然更为质朴善良，他表达爱情

时的羞怯就像他送给涛儿的红发卡那样简单廉价却情意深

长。晋生由于手握金元，采取的求爱方式要直接得多，买汽

车、送光盘，这样的秀肌肉行为无疑会将对手梁子击打得一败

涂地，而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新世纪到来前的1999年是顺理成

章又无可奈何的。但是，对晋生们态度的转变是贾樟柯在《山

河故人》里呈现出来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导演并未将前面说

到的不满外化为对晋生这一角色的符号化、妖魔化上，相反当

我们看到晋生发现涛儿和梁子举止亲密醋意大发的桥段时，

反而觉得他挺可爱。

从《小武》《站台》到《世界》和《三峡好人》，贾樟柯始终将

焦点对准了关于“走出去”的挣扎：前一阶段是“走之前”的情

感挣扎，后一阶段则是更为复杂的“走之后”的观念碰撞。在

这一系列连贯的情感描绘里，贾樟柯的镜头持续关注的是被

动承受这种挣扎的人群，以及在他们眼中新世界的光怪陆离

和旧世界的吉光片羽。从某种程度上，很难说他们走出来了，

比如《世界》里的赵小桃和成太生，他们提及的世界不过是个

微缩景观，不过是他们内心营造的另一处逼仄的空间。《山河

故人》第一段落中反复出现的黄河奔涌和孤独的烟花即是这

一意象的延续。三个好友在黄河边各怀心事、望江兴叹，不自

觉地站成三个点，彼此独立，保持距离。这样的画面是充满了

诗意的，是贾樟柯最擅长的意境描述。这个过程里，他不可避

免地结合了自己的经历，因而其阐述是兼具批判性的，甚至略

带伤感和绝望的。

然而，此时的贾樟柯祭出了第二个变化。如果按照以往

的思路，梁子该是叙述的重心，他离开汾阳以后的故事该是展

开的对象。而这一次导演忽然把镜头移开，对准了涛儿和晋

生们。这些新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也有青葱岁月，也有资格缅

怀过往，那么他们走出来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如果说梁子们

的“走出去”注定失败，那么他们的“走出去”是否成功了呢？

从汾阳小镇到澳洲海边，这一次贾樟柯的镜头里终于出

现了豪宅、高楼等现代元素，而这些差不多曾经是他刻意回避

的。晋生离开小镇汾阳，来到上海，搞风投坐游艇。涛儿虽然

离了婚，却也在家乡做起了加油站老板。经过时间的涤洗，他

们已经把梁子远远抛在身后，但与此同时，在他们身上却也生

发了另一层情绪困扰——“回不去”。有些遗憾的是，在探索

新的叙事出发点时，影片稍显急躁。用父亲的死亡隐喻往日

时光逝去或旧时代的终结在以往的电影语言里屡见不鲜，此

时涛儿的极度悲伤也由于缺乏情感铺垫不免有些生硬。在表

达“回不去”这一观点时导演选用了语言的障碍作为载体，到

乐的上海话与母亲涛儿的山西方言格格不入。来到澳洲的到

乐索性只说英文，与父亲晋生更是鸡同鸭讲。虽然在与中文

老师的情感互动中部分打开自我，却又在回乡探望母亲时临

阵退缩。至此，导演终于完成了关于“回不去”的一系列论证，

然而这样的表达由于急躁而流于生硬和直白，失去了贾樟柯

以往擅长营造的让角色自由生长带来的如潺潺流水一般的流

畅认知以及这一处理为观众营造出的思考空间。

区别于商业电影里刻意求同的怀旧，贾樟柯的怀旧里夹

带了太多的私货，他总是企图用一种涵盖更多内容的哲学思

考冲淡单向度的集体抒情。然而，在观点尚未立稳时，急于

抛出一种较为沉重却并不成熟的关于社会形态的思考，让影

片显得说教意味十足，观众自然也就很难真正融入导演企图

经营的思辨环境中。在剧情推进的过程中，时常会看到一些

与主线貌似不相干却前后互文的段落。比如涛儿见到播撒农

药的飞机失控坠地，十几年后一对母子在同一地点烧纸，这

样的艺术化表达其实指向并不明确，却分散了叙事的重心，

结果没能起到任何作用，充其量可以看作是一个不甚有趣的

彩蛋。

尽管从整体上看，《山河故人》的呈现并不完美，甚至有

些为了深刻而深刻的做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贾樟柯关

于人生命题的思考轨迹。电影是时代的记录者，只要还有人

愿意秉笔直书，仍然是这个时代的幸运。该片将展望定格在

不远不近的 2025年，很难说这是预言还是求索，不管怎

样，作为观众，能够参与分享导演对于电影的真诚还是值得

庆幸的。

在历史上，有这么一条路，它沟通东西方灿烂文

明，传播中华文化，见证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

的友好往来，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它就是——“丝绸之路”。日前，由中国传统文化

促进委员会、北京中协亿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山东

省辉煌世纪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大型文化

纪录片《一带一路·连接历史的辉煌》在京启动。

据总编导张辉力介绍，该片创作策划于今年年

初，共60集，每集30分钟，将从文化角度，阐述“一

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一带一路”拍摄和播出中传

播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光大。

同时，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以“一带一路”纪

录片为载体，打破地域和民族的概念，探寻新时代下

的中国精神，以复兴、发展、融合、共赢为宗旨向世界

展示当代中国形象。制片人英子表示，该片将着重展

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它将把

中国最优秀的文化展现的世界面前。据悉，该片将于

近期开机，有望明年与广大观众见面。

（张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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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电影《《山河故人山河故人》：》：

走出去的挣扎和回不去的困惑走出去的挣扎和回不去的困惑
□王人凡

由山西演艺集团组织策划，山西演艺集团歌舞剧院演出的音乐剧《火花》日前在北京大学百周

年纪念讲堂首演。该剧是一部关于青春和理想的作品。剧中人物原型高君宇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

1919年组织并参加了“五四”运动，之后和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北京

共产主义小组早期成员，北方党、团领导人之一，参与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同孙中

山北上组织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期间病逝，年仅29岁。剧作通过对高君宇短暂一生的追述，再现了高

君宇如“火花”、如“宝剑”般的十年战斗历程，辅以高君宇和石评梅圣洁而哀婉的爱情，再现了20世

纪初那一代人追求理想的心路历程。该剧由钟浩执导、杨硕编剧、戴劲松作曲。

在日前该剧举行的专家研讨会上，与会者对该剧的创作追求、艺术特色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

该剧用音乐剧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并以高君宇的灵魂回忆把观众带入到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

大地，通过时空的穿梭和非线性的结构走进高君宇的内心世界；主体音乐创作不仅旋律优美、磅礴

大气、节奏青春明快，而且充分吸收山西民间音乐元素，使现代与传统有机融合，自然流畅地展示剧

中人物的美好理想和青春岁月；舞台上通过“火花”和“利剑”凸显革命者的锋利和无畏，简洁、流畅、

唯美，以写意与写实的对比强化舞台空间和舞台节奏的转化。与会者认为，该剧对滋养当代青年的

灵魂，培养高尚的追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教育和现实意义。（晋 文）

音乐剧《火花》：
再现革命先驱追求理想的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