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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

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

山高水又深……”演唱这首《游击队

歌》，我总会想起作曲家、音乐教育家、

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贺绿汀。

1937 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后，贺绿汀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一

队，来到山西抗日前线。在城郊的一

个八路军办事处，他与指战员有了更

直接的接触，也对抗战形势有了进一

步了解。他认识到，要彻底打败日本

侵略者，不仅要靠正规战，也要靠运

动战、游击战。在昏黄的油灯下，他

将那些零碎、片断的音乐形象缀成一

个整体，创作出歌曲《游击队歌》，并

在临汾首唱，到延安后，又将齐唱改

为四部合唱。

这首歌旋律流畅活泼，以富有弹

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具有

进行曲风格，描绘了机智勇敢的游击

队员艺术形象，表达了坚韧不屈的民

族精神。

它是革命岁月的真实写照，唱的

是革命战士的真情实感。英勇的八路

军战士开赴前线，在装备不占优势的

情势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一

切，贺绿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在

笔端。《游击队歌》以欢快的曲调、洋溢

着革命热情的歌词，再现了缺衣少粮、

武器匮乏但士气高昂，在党的正确领

导下，在边区人民的帮助下，八路军战

士奋勇杀敌，取得最后胜利的场景。

不只是《游击队歌》，《保家乡》《垦

春泥》《嘉陵江上》等抗战歌曲贯穿贺

绿汀的创作生涯。它们既是民族的，

又是来自生活的，既带着革命的豪情，

又有着昂扬的精神面貌。创作者如果

不是亲身经历，没有真切感受，很难写

出这样的作品。历史一次次证明，无

论哪个年代，艺术源于生活都是一条

铁律。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

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艺

术家只有将自己的全副身心与国家、

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作

品才可能焕发长久的生命力。

对我而言，在不同年代唱响《游

击队歌》，感受也不一样。年轻的时

候唱这首歌，我只觉得好听、带劲。

1988 年，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尤其

是一想到《游击队歌》是老院长的作

品 ，就 更 有 了 亲 近 感 ，也 有 了 责 任

感。如今 30 多年过去了，作为当年

的学子、今天的教师，我一直在思考：

我们今天唱响《游击队歌》，到底意味

着什么？我们该如何传承光大这优

良的传统？

在学校时，贺院长曾一对一指导

我唱《嘉陵江上》。我记得，不论走到

哪里，他都随身带着小本本，记录各

种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他曾说，自己

脑子里记得上千首歌，不论创作哪种

类型的作品，都能随时调用。理解了

他的创作，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游

击队歌》传唱至今、经久不衰？因为

它让我们心弦共振，激励一批又一批

年轻人走向革命的前列。

贺绿汀是我们敬爱的老院长。此

前，上海音乐学院排演了歌剧《贺绿

汀》，向今天的人们讲述人民音乐家贺

绿汀的故事。去年夏天，我们将歌剧

《贺绿汀》拍成实景电影，以此向前辈

深情致敬。贺绿汀由我饰演，角色全

部由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出演。从排演

到拍摄的整个过程，我们对这位为人

民音乐事业耕耘一生的艺术家、师长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对专业的敬畏、

对艺术的敬畏、对人民的崇敬、对时代

的崇敬，深深感染、教育了我们。特别

是年轻的学生们，因为这部戏，真正走

近贺绿汀当时生活的年代，全方位感

受到他的艺术追求和人格魅力。就像

当年的革命战士一样，整个剧组以最

昂扬的热情创作着，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努力把作品完成好。

生活是最好的课堂，祖国是最广

阔的舞台。每年暑假，我们都有 10
支校级队伍进行暑期社会实践。有

一位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学生，在赴

河南兰考参加慰问演出后，对我说，

这是他最难忘的一场演出。他站在

农村的大篷车上，台下全是父老乡

亲，那一刻，真正感受到文艺工作者

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那一刻，他

更理解了歌剧《贺绿汀》里的歌词：

“祖国大地就是我们的舞台，这里，就

是最好的音乐课堂。”

时代呼唤着我们，时代也考验着

我们。今天再来唱《游击队歌》，意义

更加不一样。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用

优秀的文艺作品记录新时代、书写新

时代、讴歌新时代，为新的百年征程

注入精神力量，我们责任在肩、使命

在肩。

（本报记者曹玲娟采访整理）

图片自上而下为连环画《铁道游

击队》封面、《游击队歌》曲谱手稿。

《
游
击
队
歌
》
为
何
让
我
们
心
弦
共
振

廖
昌
永
（
上
海
音
乐
学
院
院
长
）



4 月 30 日，电影《悬崖之上》全国公

映，揭开“五一档”的序幕。张艺谋首次

触碰谍战题材，张译、于和伟、秦海璐、

朱亚文、倪大红、李乃文等演员实力演

绎 ，这 个 发 生 在 上 世 纪 30 年 代 隐 蔽 战

线的故事，一次次让观众眼眶湿润、心

生敬意。

如何跳出类型片叙事的套路？怎样

讲述无名英雄的信仰与牺牲？文学叙事

与电影美学如何合二为一？日前，张艺

谋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拍《悬崖之上》对我是很
好的锻炼和提高”

记者：电影《悬崖之上》的开机仪式

上，您曾说：“我们有很好的演员、很好的

故事，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的电

影也会很精彩。”如今电影公映了，它达

到您心目中的精彩了吗？

张艺谋：我觉得达到了。所有的工

作人员，尤其是演员，付出了艰辛的努

力，呈现了人物应有的光彩。但说句心

里话，我对自己非常苛刻，我几乎从没有

一部电影，自己认为是十全十美的，所

以，我下一次还要再努力。

记者：这部电影里有比较令您满意

的地方吗？

张艺谋：首先是故事比较好。它的

起承转合、反转悬疑设计得好，故事情节

会一直“牵”着你走。即便你已经熟知了

一些情节和大概走向，还是会被吸引着

看下去。第二是表演好。全片 11 名主

要演员，不分角色大小，完成度都很好，

这在我的导演生涯中是第一次碰到。通

常一部电影只要“保”几个人物就好了，

但《悬崖之上》是一部群像戏，每个人的

银幕时间都不长，只有演得恰到好处，演

出隐忍之下的情感涌动，才可能牢牢抓

住观众。

记者：《悬崖之上》的编剧全勇先，也

是热播电视剧《悬崖》的编剧。他笔下这

个关于隐蔽战线的故事为什么打动您？

张艺谋：我选择剧本是随机的，有人

推荐了全勇先的这个剧本，我觉得基础

不错。最初这个故事比较残酷，重点写

几个深入险境的地下工作者如何求生与

挣扎，“乌特拉行动”几乎弱化成背景。

后来我和他一起改剧本，在现场，演员也

帮着改了一些小细节，着重突出了谍战

片的特色和“乌特拉行动”这条主线。

在 俄 语 中 ，乌 特 拉 的 意 思 是 黎

明。我们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

重 前 行 。 这 个 故 事 最 打 动 我 的 ，就 是

无名英雄的牺牲。因为这些革命先烈

的牺牲，我们才能迎来黎明，过上今天

的 美 好 生 活 。 影 片 做 观 众 测 试 的 时

候 ，大 家 都 会 不 约 而 同 地 触 及 牺 牲 这

个 话 题 。 有 了 这 样 的 共 鸣 ，这 部 电 影

的意义也就放大了。

谍战片的任务非常清晰，在为完成

任务的前赴后继和英勇牺牲中，革命信

仰被托举了出来。影片中的信仰不是空

洞的，它是在讲故事当中，循序渐进地让

观众信服：信仰就是为了黎明，信仰就是

为了胜利，信仰就是为了明天更美好！

不能说教，故事来带动，人物来带动，观

众的体会才真实。

记者：以往的谍战片往往靠悬念推

动故事，《悬崖之上》却是“反套路”的，甚

至十分大胆。故事上半场就已经揭开谜

底，如何让观众保持看下去的愿望？

张艺谋：这的确很难。创作前期我

们讨论认为，网络时代里，没有不被“剧

透”的剧。现在单纯靠一个悬念、靠捂一

个包袱来吸引观众，不大可能了。所以，

当观众清楚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知道

了所有反转的可能，甚至真相大白之后，

还有看下去的必要吗？如何用情感、用

情节、用过程，用细节的铺排来吸引观

众，并且让人看得惊心动魄，这是对编剧

和导演最大的难题。拍《悬崖之上》对我

是很好的锻炼和提高。谍战片，尤其考

验导演用现实主义手法讲故事的能力和

掌控力，以及对演员的引导。我们称之

为“攻坚战”，就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

原则，一步一步扎实地往下走。

色彩选择首先要准确，绝
不是单纯地“玩色彩”

记者：影片还在人物关系上用了大

量 笔 墨 ，呈 现 了 谍 战 片 少 有 的 情 感 浓

度。比如，张宪臣（张译饰）与周乙（于

和伟饰）生死相托，王郁（秦海璐饰）得

知丈夫被捕遭受酷刑，一个人躲在洗手

间里无声哭泣等，成了观众反复咀嚼品

味的情节。

张艺谋：这部戏表现了夫妻、父子、

母子、情侣各种人物关系，每一场戏的

比重都不同，像战友情就是以死相托、

舍我保你。谍战片要保持高概念的架

构，所以不能大篇幅表达情感。这部片

子里，所有的表演都是隐忍的，甚至是

反 向 的 、含 而 不 露 的 ，是 跟 着 情 节 走

的。把情感与情节交织在一起，坦率地

讲，挺复杂。

很庆幸，我遇见的都是非常好的演

员 。 大 家 反 复 讨 论 剧 本 ，把 人 物 吃 透

了，到现场就常常有惊喜。像王郁隐忍

哭泣的那场戏，她的哭不仅在于丈夫被

严刑拷打、极有可能牺牲，还在于被骂

做叛徒，可能是冤假错案，这个情感很

复杂。我跟秦海璐交流，人生悲痛莫过

于此。怎么演？两分钟，她拍了一条，

我就感觉成了。很多优秀演员的表演，

会让你心头一紧，甚至眼泪流下来。这

就是演员在表演中迸发的真情实感，通

过人物穿透了你。好的表演一定是准

确的。

演员的成功，很像导演的成功，就是

一部好电影、一个好角色，留存在人们心

中。心里的丰碑是永远的丰碑，不是数

字，不是票房，不是奖项，是在心里。就

像很多年以后，你都老去了，碰到一个人

对你说：“我很喜欢你的电影，它几乎改

变了我。”这才是最大的满足。哪怕只有

一个人这样表达，你也会知道，这就是作

品的力量。

记者：色彩的运用，是您作品中鲜明

的风格。《红高粱》《英雄》是浓烈奔放的

色彩，《影》是水墨画一样的色彩，《悬崖

之上》也是以黑白两色为主。

张艺谋：色彩的选择，首先要根据故

事和人物，要准确，而不是去“玩”色彩。

《悬崖之上》为什么用黑白两色？因为我

觉得，对于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生活本

身就是非黑即白，没有缝隙，没有妥协。

再加上故事发生在冬季的东北，我要求

雪一直下，所以影片中大部分用真雪来

呈现白雪皑皑的主色调。

“未来的大师，一定会在
年轻人中产生”

记者：过去，您基本每一年或每两年

出一部新作，近来创作的速度明显加快

了。为什么这两年创作激情涌动，而且

影片类型差别很大？

张艺谋：最近两年半完成了 4 部电

影，按照我的精力和能力来说，这是正常

速度。过去没有，主要是剧本跟不上，剧

本打磨的时间太长，或者我的手中没有

存货。很希望我们的文学创作能更加繁

荣，有更多文学文本可以供影视改编。

现在更难了，平台多了，网剧、电视剧各

种 影 视 作 品 都 在 拍 ，好 剧 本 也 很 难 抢

到。看到一部好电影，我就会感慨：我怎

么没碰到这么好的剧本！

记者：作品出来总会接受观众的品

评。您拍过很多电影，也拿了不少奖项，

还会在意不被理解，甚至遭遇差评吗？

张艺谋：一个作品出来，得到大家的

一致好评，谁都是开心的。如果得到的

反馈都是吐槽，票房也不好，那肯定有挫

败感。我自己心里有个标准，是“三三

制 ”，即 你 的 所 有 作 品 里 有 1/3 是 好 作

品 ，1/3 是 达 标 的 ，1/3 是 一 般 、不 够 好

的。这世上哪有天才，哪能每一部都是

天才之作，创作总是艰难的。电影是遗

憾的艺术，但这就是电影的魅力，我希望

自己的下一部能更好。

记者：您常说，中国电影不缺观众，

缺好作品。您怎么看中国电影未来的

发展？

张艺谋：说一千道一万，好电影最

为关键。我所说的好电影，不是单一的

标准，而是说能代表中国走向世界、在

全世界引起反响的电影。这样的好电

影还是太少。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中

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下，我们

仍然可以进电影院看电影，可以进行电

影创作，可以恢复电影产业，这是多好

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创

作，都应聚焦在好电影上。

中国拥有非常大的电影市场，而且

发展势头很好，但能匹配这个市场规模

的好作品还不够多，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好电影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我看好现在的年

轻人，他们有爱国热情，他们聪明、领悟

力强，我相信，未来的大师，一定会在年

轻人中产生。

图①：《悬崖之上》剧组在拍摄雪景。

图②：导演张艺谋在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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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永远是永远的的丰碑丰碑””

——对话导演张艺谋对话导演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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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小舍得》播出后，与《小别

离》《小欢喜》一样受到关注。荧屏里的

那些面孔、声音与心事，化为坊间热议的

话题漂流在街巷中、楼宇间、餐桌上。作

为原著作者的我，观剧时更是五味杂陈。

有人曾问我和电视剧创作者：“这些

年，为什么持续关注教育题材？”我的回

答是，并非刻意去寻找，而是这个关涉亿

万家庭的现实题材找上了我们。

“小系列”的创作，来自社会热点的

触动。6 年来，“留学热”“起跑线之争”

“亲子关系”等热点话题相继进入我们的

视野。曾经的媒体人经历，促使我们去

寻味热点背后的时代投影。2014 年，上

海浦东机场“小候鸟们”与家长依依话别

的场景；2016 年，浙江镇海中学老师感

慨“社会发展飞快，家长的经验不够用

了”；更别提，媒体上关于“课外补习现

象”的连续报道，都引发了大家的普遍共

鸣。我们的笔触或镜头就以这些热点为

起点，并以此为“小系列”带来时代视野

和浓郁烟火气。

“小系列”的创作，还来自对现实生

活的深挖。我们像媒体人一样，持续深

挖题材。如调研沪、杭几十家教育机构，

深度采访 200 多位家长和学童，将其化

作《小舍得》中的真实细节和人物逻辑。

又如，在对长三角数十所城市中学、小镇

中学、山区学校的走访中，我们与近 300
位中学生面对面交流，看到了各种“少年

心事”，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小欢喜》的

人物原型。有时，一句无心之语就为剧

中人物找到了“内心的钥匙”。

“小系列”的创作，也来自与受众的

互动，包括他们的直接点题。《小别离》的

热播，使“小系列”从一开始就拥有了垂

直受众人群，他们的审美需求让创作带

上了网络时代内容生产的互动因子。《小

舍得》就起步于公众的期待：2016 年，我

随手在朋友圈转发一则关于“课外补习

现象”的报道，结果出现了大量跟帖、点

赞。很多人跟我说，可以写写这个题材，

写写“补习的苦和难，写写我们这些家

长”。收集素材时，这些点题的朋友甚至

主动带我去培训机构调研。这样的采访

让我明白：当文艺关注大众所关注的生

活，大众就会关注文艺的存在和价值；如

果作品无法产生热度，也许是因为你离

他们还不够近。

“小系列”的创作，是因为与普通人

的共情。今天的影视作品，唯有真实才

能打动观众，“小系列”以真实叙事为目

标，意味着它得直面生活的表象，直面普

通人的真实处境。我们努力深入人物的

内心，如《小舍得》中，随着“补习”的加

码，南俪等人在“舍”与“得”之间彷徨，令

观众代入到他人的生活中，以他人的经

历经验来审视自己。

创作中，我们努力让作品染上一抹

具有人文关怀和教育洞察的暖色，不为

应试教育推波助澜，用一种正大的价值

观去影响人们的选择。当然，小说和电

视剧不能靠说教来引领受众，而应是艺

术手法、情节逻辑、场景呈现、情绪感染，

与受众达成“共情”，在共情中让内心变

得柔软，思考便悄然发生。

我在《小别离》中曾写过这个场景：

朵朵学得很苦，深夜母亲走进女儿的卧

室，借着窗外透进来的灯光，她端详孩子

的脸庞，忽然想起 14 年前躺在产房里，

护士抱着她来给自己看的那个下午……

此刻，我想对为人父母者说的只有一句

话：“再焦虑，也不要忘了与孩子最初的

相遇。”

温暖，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从

生活表象中提炼暖的力量，这是文艺作

品动人的诀窍，也可能是它在当下的使

命。别小看它，因为它，你在焦虑时会从

容一些，会理性地权衡“舍”与“得”。

故事里的暖光，照在我们身上，世界

会因我们每一个人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故事里的暖光
鲁引弓（作家）

《游击队歌》旋律流
畅活泼，以富有弹性的小
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
具有进行曲风格，描绘了
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艺
术形象，表达了坚韧不屈
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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