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塑造生动

鲜活的英雄形象、大力弘扬崇高的英雄精神，

是当代电影创作的重要命题。前不久，第十

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我

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黄大

年》《长津湖》《守岛人》《穿过寒冬拥抱

你》等一批着力塑造英雄形象的影片

获得表彰。这些影片坚持现实主义

创作手法，以反映时代创造、符合人

民期待的艺术形象，为中国电影艺

术的人物形象谱系增添新的光彩，

也为电影创作进一步提升思想内涵

和艺术水平探索出新的经验。

在人物性格与现实
环境的紧密统一中，成为
充满时代色彩和强烈感染
力的艺术形象

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现

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要求。典型性格与典型环

境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近年来涌现的

优秀影片，不仅反映的人物群体更加多元，而

且在人物性格与现实环境的关系上体现出高

度的统一性。在第十八届、第十九届华表奖

获奖影片中，既有塑造领袖人物、革命英雄形

象的电影《信仰者》《古田军号》《长津湖》

《邓小平小道》，也有刻画时代楷模的《黄

大年》《守岛人》、先进人物的《片警宝

音》《守望相思树》，还有塑造那些立

足 本 职 、默 默 奉 献 的 平 凡 英 雄 的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穿过

寒冬拥抱你》，等等。

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中

为 1949 年开国大典设计制作旗杆和自

动升降装置的林治远、为研发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默默奉献的科研人员高远、将北

京 奥 运 会 开 幕 式 门 票 送 给 汶 川 孩 子 的“ 的

哥”张北京，还是《攀登者》中登顶珠峰的中

国 登 山 队 队 员 ，抑 或 是 少 数 民 族 题 材 影 片

《片警宝音》《守望相思树》中的基层民警和

军嫂，虽然他们生活的地域环境和人生际遇

各不相同，但在性格上有一样的丰富性、高

尚性、代表性。

银幕上的英雄是现实环境、生活情境、时

代语境多重要素形塑出的鲜活人物，他们有

坚定的信念和矢志不渝的价值坚守，也有痛

苦、纠结和挣扎；他们被创作者赋予时代精神

的特质，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勇敢的力量、坚

定的意志；在人物性格与现实环境的紧密统

一中，成为充满时代色彩和强烈感染力的艺

术形象。

塑造英雄形象，本质上
是塑造具有新时代特质的
“人民形象”

《黄大年》人物原型是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同志，《守岛人》人物原型是江苏省连云港市

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王继才，《中国机

长》人物原型是四川航空 3U8633 航班机组，

《烈火英雄》人物原型是消防队员，《守望相思

树》人物原型是军嫂郭凤荣……这些原型人

物因具有普遍性的时代特征，更能承载我们

这个时代的希望与追求。

在人物原型基础上进行艺术化加工、合

理 化 虚 构 、典 型 化

塑造，关键是处理好生

活 真 实 与 艺 术 真 实 的 关

系。《守岛人》中的王继才守护祖

国边陲小岛 32 年，守护着祖国的海防

事业；《片警宝音》中的基层民警宝音扎根戈

壁草原 20 多年，守护着辖区 1672 平方公里内

的 900 多户居民；《守望相思树》中的军嫂诺

丽丽一辈子扎根在边疆哨所旁的哈拉哈河，

守护着对丈夫的爱、对家园的爱，等等。这些

影片对原型故事进行艺术加工，注重挖掘个

体身上的特质，比如担当、奉献，从个体延伸

至集体，将小爱升华为大爱，用艺术的方式讲

述非凡的人和故事。

讲述真人真事、抒发真情实感，是这些影

片共同的底色；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这些影

片共有的经验。塑造英雄形象应该敢于表现

生活，通过戏剧冲突形成艺术张力，使作品呈

现出有温度、有光芒、有希望的美学力量。为

深切感悟、真实还原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的精

神世界，《守岛人》主创团队三上开山岛，上岛

就一件事，聊王继才、聊开山岛的 32 年；为创

作剧本，《穿过寒冬拥抱你》的主创几次到武

汉做采访，和大量志愿者、普通市民、医护人

员交流，了解普通人是如何度过那些步步惊

心的日子……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

中，创作者产生不可抑制的冲动，更加自觉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创作让人

民满意的作品为最高标准，以辩证思维把握

生活的本质、尊重人物内心的真实感受，用电

影化的手段真实呈现，最终与观众形成对话，

并达成最大限度的共情共鸣共振。

“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理想

与现实、戏剧与生活之间的现代性张力是塑

造英雄形象的情感黏合剂，

在此意义上，塑造英雄形象，本质上是塑造具

有新时代特质的“人民形象”。

英雄形象塑造的关键，
在于深入挖掘典型并用艺术
的语言来表达

当前文化语境下，创作者们更重视公众

的审美期待和情感需求，并使这种期待和需

求渗入电影创作的各环节，实现创作者的个

人表达与大众接受的有机统一。

文艺创作不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而是在

特殊中显出一般。让情感成为可观照的形

象，是电影创作乃至文艺创作的一项重要任

务。英雄形象塑造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典

型并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以便让人物的独特

个性显现出来，更加打动人、感染人。以《我

和我的祖国》《古田军号》《烈火英雄》《长津

湖》等为代表的第十八届、第十九届华表奖

优秀影片，把握住审美与传播的规律，创作

者努力在个人表达与大众接受之间做出有

效平衡，在价值取向上，弘扬了主流价值观，

在英雄、英模、楷模形象的塑造上，以辨识度

极高的视觉形象吸引观众，更以真善美的价

值内涵感染观众。这些影片不仅体现出新

时代文化语境下，中国主流电影在创作手法

上从批判现实主义到温暖现实主义的美学

嬗变，还在创作实践中努力触及英雄作为普

通人直面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一面，进而

呈 现 他 们 的 精 神 世 界 ，创 造 平 凡 又 崇 高 的

“新英雄人物”。

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是在与概念化、公式

化相对立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原型，创造新的

典型，是“个性与共性、一般与特殊”的有机统

一。期待更多国产电影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

借助现实主义的美学手段，在典型化的多维

度上努力达成认知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为中

国电影叙事美学做出探索。

图①：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华夏电影供图

图②：电影《烈火英雄》剧照。

博纳影业供图

图③：电影《守岛人》剧照。

陈 力供图

图④：电影《黄大年》剧照。

长影集团 IP研发中心供图

图⑤：电影《守望相思树》剧照。

温 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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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部 新 创 剧 目 、5 部 中 外

经典作品、24 家院团参演，浙江

杭州、嘉兴、湖州等地近 50 场

演出、线上线下 1.75 亿人次观

众……由文化和旅游部、浙江

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中国

歌 剧 节 ，秉 持“ 歌 剧 艺 术 的 盛

会、人民群众的节日”宗旨，通

过“线下与线上融合、演出与演

播并举”等方式，将近年来我国

歌剧创作的面貌展现给观众，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歌剧的发展

带来启示。

本 届 歌 剧 节 展 演 的 19 部

新 创 剧 目 中 ，《红 船》《呼 儿 嘿

哟》《唱 响 南 泥 湾》《三 把 锁》

《青 春 铸 剑 221》《一 江 清 水 向

东 流》等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现 实

题 材 剧 目 超 过 半 数 。 浙 江 演

艺 集 团 创 作 推 出 的《红 船》以

史 诗 性 内 容 和 全 景 式 表 现 弘

扬 了 伟 大 建 党 精 神 。 主 创 在

广阔时代背景中取精用弘，大

胆 突 破 歌 剧 的 常 规 结 构 和 叙

事逻辑，找到了较为适合这一

主 题 表 达 的 创 新 结 构 和 叙 事

美学。

历史题材、优秀传统文化

题材同样深受歌剧创作者的青

睐。《李清照》《边城》《侨批》《孔

子传》等剧，在实现历史题材的

多元化方面取得可喜成绩。就

整体思想艺术水平而论，《李清

照》《边城》二剧可堪嘉许。前

者以凝练的文学语言、诗化的

戏剧情境、清新流畅的旋律歌

唱表现主人公的诗意人生；后

者通过少女翠翠对纯美爱情的

憧憬与苦守，在旖旎诗意的湘

西风情中透现淡淡忧伤，营造

独特的美学意境。

经典剧目《白毛女》《小二

黑结婚》《同心结》《漂泊的荷

兰人》《茶花女》，以无穷的艺

术魅力滋养了一代代观众，也

培 养 了 一 代 代 歌 剧 艺 术 人

才 。 一 度 创 作 的 巨 大 成 就 为

二度演绎带来挑战，本届歌剧节上，多所歌剧院团、音乐

院校的二度演绎呈现出较高的职业水准。天津音乐学院

演出的《同心结》让人印象深刻，歌唱与表演倾心投入、激

情洋溢，呈现恢宏的整体气势。

歌剧表演艺术的精进和歌剧表演人才的齐整，是中国

歌剧得以薪火相传、创新发展的根本。回顾民族歌剧的艺

术发展史，优秀的歌剧表演总是善于将剧目结构把握、声乐

演唱技巧、人物角色诠释、民族风格表达等方面融为一体。

本届歌剧节上，我们欣喜地看到，尽管题材风格不尽相同，

唱演俱佳、形神兼备、虚实融合等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独特

美学特征得到彰显。一批成熟的歌剧演员，如雷佳（《边城》

中饰演翠翠）、王宏伟（《同心结》中饰演黄继光）、王传亮

（《星海星海》中饰演冼星海）、毋攀（《周恩来》中饰演周恩

来）、郑培钦（《李清照》中饰演李清照）、王庆爽（《银杏树下》

中饰演洪姑）、吕薇（《侨批》中饰演梁董氏）等，较为出色地

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广大观众面前形象地展现了歌剧

表演的魅力。

一批颇有才华和潜质的年轻演员同样值得关注。如，

在《白毛女》中饰演喜儿的蒋宁、《李清照》中饰演赵明诚的

薛雷、《康定情歌》中饰演尚镛的胡斯豪、《呼儿嘿哟》中饰演

周中塬的孙中伟。只需假以时日，经过若干舞台实践的打

磨和淬炼，他们的表演艺术将渐趋成熟。

此前，我国民族歌剧声部配置基本以女高音和男高音

为主，中音声部偏少。本届歌剧节上，这种状况有了明显改

观。在《边城》中饰演老船夫的男中音孙砾，在《同心结》中

饰演黄继光母亲的女中音张卓等人，便是例证。中音声部

的加入，提高了演员与所扮演人物在声音上的配适度和辨

识度，高中音声部在重唱中的纵向叠置增加了作品的音响

厚度与对比。这一点，恰是对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当代发

展，值得关注。

中国歌剧节已经举办五届。从第三届开始，“一剧一

评”成为歌剧节常态化活动。从第四届开始，举办“民族歌

剧创作人才研修班”。本届歌剧节承继这两个举措，统筹创

作实践与理论评论“两翼”。“一剧一评”专家研讨会上，专

家、主创就演出剧目剧本、音乐创作、表导演艺术、舞台美术

等方面，进行面对面的分析研讨。“民族歌剧创作人才研修

班”上，各地从事歌剧创作和管理的业务骨干，聆听了知名

专家的授课。本届歌剧节上，研修班学员每日下午听课，当

晚随专家组一起观剧，次日上午旁听“一剧一评”，专家授

课、现场观剧、理论评论 3 个环节融会贯通、彼此印证，引发

学员们的独立思考。

成绩有目共睹，但本届歌剧节也反映出目前歌剧事业

发展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如歌剧的一度创作能力还

需要进一步提升、歌剧评论还需要更加精准，等等。

新时代的歌剧表演艺术家、理论评论家任重道远。严

守歌剧创作规律，杜绝浮华浮躁，从时代变革和中外优秀文

化遗产中汲取灵感，坚持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精品意识和标准来锻造、提升歌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

表现力，民族歌剧才能向着高峰不断攀登。

（作者为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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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愚公移山》开场，一曲《我是愚

公》一下抓住了观众的心。王屋山莽莽苍苍

起中原，站在白云之下、济水之源的老愚公呼

之欲出。前不久，该剧在中央歌剧院首演，一

则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被打造成 100 多分钟

的舞台说唱表演。

音乐剧《愚公移山》以丰富想象力，打破

时空界限，将神话、历史、现实相互融通，编

织了一个多线并行、容纳古今的故事结构与

艺术空间。开场是大家熟悉的场景：年且九

十的北山愚公因大山阻挡、出行不便决定移

山，遭到河曲智叟嘲笑，二人在孩子们的读

书 声 中 争 执 不 下 ，等 待 御 风 而 行 的 列 子 到

来。第二幕时空转换，一条线索是青年学子

御风以一曲行云流水的轻弹，与智者列子遥

相呼应，并最终在王屋山拜师求教的穿越故

事；另一条线索是邹老师与青年学子王宁对

王屋地区民间说唱艺术“王屋琴书”的执着

追寻，以及王宁对因筑路而牺牲的父亲的深

情追忆。后者完全来自现实生活。上世纪

60 年代，上万人开赴太行山，劈开 300 多个山

头，跨越 200 多条河流，修成了 120 公里愚公

渠，浇灌着 40 万亩良田。上世纪 80 年代，太

行山深处的济源市思礼镇水洪池村，数十位

村民肩扛铁锹，在悬崖绝壁上凿石挖洞，苦

战 10 年，修通了一条长 13.5 公里、宽 4 米的

盘山路。许多人永远留在了大山里，其中就

有剧中人物王宁的父亲。既有现实写真，也

有历史回望，该剧完成了一次对愚公移山精

神的厚重书写。

音乐剧《愚公移山》塑造了多个丰满多彩

的人物形象。愚公是列子通过寓言故事塑造

的理想人格。他一开口便向世人宣告：“我是

愚公！俺站在白云之下，太行王屋山就是俺

的家。俺站在济水之源，济渎太乙池就是俺

家园。”剧中的智叟游历半生，见多识广。“老

了老了，回到祖宗留下的这三间老屋，教乡亲

的娃儿们读书。”他与愚公“斗嘴”，与列子谈

论“心忧天下”“悟道”，多面刻画让智叟形象

丰满起来。

列 子 是 贯 穿 全 剧 的 重 要 人 物 ，御 风 是

创 作 者 着 力 塑 造 的 音 乐 传 人 形 象 ，以“ 御

风 ”命 名 ，寄 寓 了 创 作 者 对 中 国 古 典 文 化 、

对 列 子 精 神 气 质 的 喜 爱 。 在 剧 中 ，列 子 是

古 琴 演 奏 大 师 ，是 御 风 的 前 世 宗 师 与 思 想

启 蒙 者 。 一 曲 古 琴《御 风》，让 更 爱 意 大 利

歌 剧 、不 太 看 得 上 民 间 音 乐 的 御 风 顿 然 感

悟，恍若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体现古

老文化绵绵不绝的生命力。御风的求索也

是当代青年人的求索，从迷茫到目标清晰、

坚 定 执 着 ，他 最 终 会 成 为 愚 公 那 样 的 人 。

这是音乐剧《愚公移山》赋予当代青年人的

希冀。

音乐是音乐剧的灵魂，融摇滚、国风、民

谣、嘻哈等于一体，形成了《愚公移山》的音乐

特质。如选用唢呐这一富有民间特色又充满

穿透力的乐器，搭配男声喊号子合唱，将愚公

顽强质朴的精神展现得鲜活有力。主题曲

《一棵树》融入了更多现代流行元素，搭配民

谣等形成酣畅自如的抒情长调，展现了王屋

山儿女对故乡热土的深情。贯穿全剧的《打

夯歌》多次变化并巧妙融入多个角色唱段中，

象征着坚韧不拔的愚公移山精神植根于人们

心中。

音乐剧《愚公移山》编剧、导演周映辰说，

希望通过古今思想的碰撞，打破时空限制，更

好展现民族精神的传承。当然，这部作品还

需要打磨，在年轻演员对角色理解把握、戏剧

矛盾冲突设置、舞美设计与表现等方面，还有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艺术展现愚公移山故事
朱悦华

核心阅读

让情感成为可观照的形
象，是电影创作乃至文艺创作
的一项重要任务。英雄形象
塑造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典
型并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以便
让人物的独特个性显现出来，
更加打动人、感染人。

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是在
与概念化、公式化相对立的
道路上，不断突破原型，创造
新的典型，是“个性与共性、
一般与特殊”的有机统一。

图为歌剧《李清照》剧照。 浙江演艺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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