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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儿童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鸡毛信》 广受好评，
开启了此类影片的摄制热潮。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牧童
投军》《民兵的儿子》《红孩子》《黎明的河边》《地下少先
队》《小兵张嘎》 等电影的热映，标志着儿童革命历史题材
影片已然成为一种独特而醒目的电影类型。它们因鲜明的主
题和独特的儿童叙事视角，为少年儿童树立了崭新的精神偶
像，有着其他类型影片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和垂范意义。

在我看来，根据作家徐光耀小说改编的电影 《小兵张
嘎》，无论在艺术成就还是社会影响上，都是这类影片中的
经典之作。该片以幽默活泼的方式，讲述了白洋淀少年张嘎
从天真顽皮的孩童成长为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的故事。影片
一经公映，便受到广大观众欢迎，并引发热议。彼时，《文
汇报》 的一篇影评文章曾赞许该片“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
神，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张嘎的鲜明形象”。该片曾入
选“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并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评奖
电影类一等奖，中宣部、国家教委等部门把《小兵张嘎》列
为小学生必看影片。

作为“80后”，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曾无数次在
电影院或电视机前与嘎子“相遇”。某种程度上说，这部黑
白影片伴随着我们成长，镌刻着我们的纯真年代。记忆中，
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时代，每学期学校都会组织观看爱国主
义题材影片。每当老师通知要观看《小兵张嘎》时，同学们
总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尽管大多数同学对这部影
片早已非常熟悉，却毫无倦怠之感，依然保持着浓烈的观影
兴趣。内心中，我们将嘎子视为童年的小伙伴和小英雄，他
的欢乐和痛苦，牵动着我们，并在笑声和泪水中懂得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

随着革命战争年代远去，尤其在文化娱乐形式丰富多元
的当下，《小兵张嘎》 依然魅力不减，原因何在？除了怀旧
情结以外，还与影片本身直面战争、呼唤和平的人类企愿和
人道主义精神紧密相关。徐光耀在《〈小兵张嘎〉是如何写
成的？》中曾说：“英雄故事，动人业绩，日日年年，层出不
穷，昨天还并肩言笑，挽臂高歌，今儿一颗子弹飞来，便成
永诀，这虽司空见惯，却又痛彻肝肠。事后回想，他们不为
升官，不为发财，枕砖头，吃小米，在强敌面前，昂首挺
胸，迸溅鲜血，依然迈过一堆堆尸体，往来穿行于枪林弹雨
之中，这精神，这品格，能不令人崇仰感佩，产生感激奋励
之情吗？”由此可见，《小兵张嘎》在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的
张扬下，满怀着对英雄的礼赞及对生命的珍重与热爱。

《小兵张嘎》 自始至终呈现出两副面孔：一面是残酷血
腥的战争；一面是喜乐安宁的日常。这两副面孔并置交织在
一起，引领观众进入历史内部，体察万千民众的生存境遇与
生命遭际，进而生发出对战争的憎恶及对和平的渴望。例
如，影片开头，少年嘎子在暮色四合的水边欢乐地捕鱼，然
而突兀而来的枪声打破了黄昏的宁静。经过一番激战，八路
军侦察员老钟叔负伤落水。紧接着，画面一转，老钟叔在嘎
子家养伤，泥猴样的嘎子提着一条大鱼得意洋洋地进门，向
众人炫耀自己高超的捕鱼技巧。老钟叔与奶奶、嘎子如家人
般和睦相处。他给嘎子讲故事、做木头手枪、陪嘎子做游
戏，而奶奶和嘎子则竭尽所能为老钟叔提供有营养的饭食。
一切似乎重回正轨，然而这种其乐融融的生活很快又遭到轰
毁——奶奶为掩护老钟叔献出了生命，老钟叔也被敌人关进
监狱。遭受巨大打击的嘎子离开了家乡，怀着报仇雪恨的心
情踏上了寻找八路军队伍的漫漫征途。寻找到队伍后，嘎子
在一场伏击战中勇擒伪军，并因此受伤。于是，他不得不离
开队伍，在玉英家养伤。在养伤的日子里，他在这个宁静优
美的小村庄里泛舟荷塘，吃莲子，看渔船上的鸬鹚，按捺不
住跃入水中捕鱼……一幅安稳、和谐、幸福的生活画面徐徐
铺展，而远离战争、祈愿和平的愿望则在观众的心中缓缓升
腾。值得注意的是，和平与战争这两副面孔的交叠并置不仅
承载着深邃的人道主义命题，而且赋予影片张弛有度的节奏
感，并在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中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在人物塑造上，《小兵张嘎》 以贴近生活、贴近观众、
贴近少年儿童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不完美”的小小少年
在风云激荡岁月中的成长，保留了孩子的天真稚拙和顽皮任
性的童趣世界。影片中，嘎子虽然爱戴老钟叔，然而当他看
到奶奶烙出的白面饼时，也禁不住美食的诱惑，直到奶奶告
诉他在锅里给他留了一份时才欢喜地去给老钟叔送饭；在与
小伙伴胖墩儿的摔跤比赛中，他不甘心失败，居然在情急之下
咬了对手，进而因不满胖墩儿父子对他的奚落，做出了堵人
家烟囱的恶作剧。在寻找抗日队伍的途中，嘎子试图模仿罗
金保用小木枪制服“汉奸”，既有少年的勇敢大胆，也呈现
出孩子特有的简单鲁莽。此外，当他刚刚加入革命队伍时，面
对区队长要他交出缴获枪支的命令时，嘎子是抗拒和委屈的。

《小兵张嘎》 的主创人员没有取消张嘎的孩子气和自由
的天性，细节的强化和日常生活的还原使影片弥漫着亲切蔼
然的气息，消除了距离感与说教意味。更重要的是，通过一
帧帧黑白画面，观众得以窥见革命战争年代孩子们苦中作乐
的生命活力、普通百姓打鱼种地的家居日常、旧时代乡村物
质生活的窘困以及革命军民间的鱼水情深。正是这些丰富而
宝贵的历史信息，使我们认识到历史的斑驳和人性的繁复，
更使得这部影片具有了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恒久价值。

《小兵张嘎》 作为儿童革命历史题材中的经典之作，其
“炼成”的因素还包括影片艺术性地回答了张嘎从顽皮少年
到革命英雄的成长过程。最初，指引张嘎走向革命之路的无
疑是奶奶的亲身示范和老钟叔的精神引导。比如，奶奶与八
路军战士缔结了深情厚谊，奶奶悉心照料、掩护受伤的老钟
叔，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老钟叔对嘎子的疼爱和革命
故事的讲述，则在嘎子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对嘎子而
言，老钟叔具有父亲般的温暖，承担着“精神之父”的职
责。而奶奶的惨死和老钟叔的被捕，则唤起了嘎子的仇恨，
树立了行动的目标。

随着亲人逝去，流浪少年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受到教育
和淬炼。革命大家庭中，嘎子在精神偶像罗金保的带领下，
在区队长看似严格实则慈爱的帮助下，在一场场激烈残酷的
对敌战斗中，不断成长和成熟。最终，嘎子与游击队里应外
合，端掉鬼子炮楼，救出老钟叔，取得了胜利。在欢乐喜庆
的庆功会上，嘎子当着父老乡亲的面主动上交了他藏在鸟窝
中的手枪并承认自己私自藏枪的错误。区队长非但没有责备
嘎子，还将这支枪交给他使用并宣称他早已是革命队伍中的
一员。至此，在党和革命队伍的引导、教育下，张嘎从乡村
孩童成长为合格的革命新人，影片也在大团圆的明朗欢乐中
落下帷幕。

《小兵张嘎》 以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情讲述了少年
英雄在战争中成长的传奇故事。在家国情怀的彰显下，贯穿
着对战争的批判与反思，对生命的尊崇与热爱。因此，影片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普遍的影响力，让一代代观众在笑声与
深思中珍视和平，拥抱生命。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

▶ 找到深藏于中国人血脉中“走出去”的文化
基因，进一步展示中国人面对世界的“全球性视
野”，并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为
人类作出的独特贡献。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苑利
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

▶ 我们的世界正在走向一种新的融合，现实、
虚拟、网络、生活、工作、教育、娱乐越来越相互
连接，人类也在通过文化、艺术和技术不断地连接
和融合，走向新的未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越来
越渴望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来自现实而又超越现
实，既包含了想象又需要现实的逻辑，也需要结合
各种感觉，成为我们可以触摸、可以走入、可以操
控的景观。

——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谈走向融合的文化新
景观

▶ 推动舞台艺术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需要
的是艺术形态的转型。犹如从唐诗转化为宋词、宋
词转化为元曲、由古典舞催生出现代舞，不仅是一
招一式、一板一眼的创新，而且是一种整体的转
型：从一种成熟的艺术形态，向另一种成熟的艺术
形态转化。

——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剧作家罗怀臻谈舞
台艺术的守正创新

▶ 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犹如车之双轮、鸟之
双翼，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好的文艺评论不仅对
欣赏者有导向、引领作用，而且对文艺创作亦有镜
鉴、聚焦的助推作用，可以培养高尚情操，彰显时
代精神，提升审美品位，促进文艺创作的大发展大
繁荣。

——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屈健谈文艺评论与文
艺创作

▶ 我们既要从伟大的文学史传统中汲取力量，
同时也要警惕“依葫芦画瓢”的做法，要用双眼去
洞察今日乡村的巨变，用双脚去丈量乡村的每一寸
土地，用心灵去感受当下农民火热的内心。毕竟，
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
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赵振杰谈乡村题
材创作

（丁乐同整理）

本报电（闻逸） 日前，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音乐剧 《丝
路之声》 在陕西大剧院上演。音乐剧由陕西旅游集团出品，
中外团队联合制作，以多元文化融合为特色，展现了丝绸之
路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演出充分运用了音乐、舞
蹈、木偶、杂技、武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及多媒体全息影像等
舞美手段，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演出结束后，还召开了专家研讨会。专家们就文旅演艺
如何弘扬丝路精神、创作文艺精品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丝路之声》的推出将
进一步促进陕西文化旅游对外交流合作。

本报电（李欣桐） 由国家图书馆全资企业北京国图创新
文化服务有限公司等主办的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文创意展，日
前在西安大悦城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让这些跨越3000年
漫长岁月的古老文字，在2021年走进西安人的生活。

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始于上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图书
馆时期。目前，国家图书馆藏殷墟甲骨35651片，约占存世总
量的1/4，是全世界甲骨藏量最多的机构。据悉，本次展览为
国家图书馆馆藏10件国宝藏品 （复制品） 首次亮相西安。

展览包括六大分区，以传说开篇，引出甲骨文的发现历
程，讲述甲骨文的故事。“天干地支”板块由一块巨型甲骨模
型构成，展示了古老的龟甲占卜内容；“日月山水”板块用一
组组图画解释甲骨文，以直观的画卷阐释中国汉字字形的来
源；“车马牛羊”板块用立体装置的方式让甲骨文触手可及；

“星火万象”板块以甲骨文浮雕墙展示甲骨文字形的璀璨多
变；“三街六市”板块则集合了各种甲骨文文创产品，可观赏
亦可购买；“百家姓”板块囊括甲骨文中所有姓氏，观众可以
在这里开启一场家族的寻根之旅。

据悉，此次活动还包括名师讲座，讲授甲骨文概念、字
形结构等相关知识。同时，观众还可以在现场体验甲骨文拼
图、定制雕刻甲骨文图案、汉字造画、投壶等互动活动，感
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本报电（记者赖睿） 中国舞蹈家协会日前发布了“2021
年度顶尖舞者全国百强”榜单。本次推选由中国舞蹈家协会
副主席、各大艺术院团学校相关负责人、国内知名舞蹈家等
组成了36人的权威专家团，从思政素质、专项舞种、创意展
示、综合素质4个维度对选手进行考核。全国各地艺术院团演
员、专业院校在校学生、普通大中专院校及普通中学在校
生、各舞蹈培训机构学生等近万名报名者经视频报送、全国
训练营、全国总推选的层层筛选，以总积分排序的顺序产生
出 13—15 岁组、16—18 岁组、19—30 岁组 3 个年龄组共 100
人晋级全国百强，生成榜单。

被称作中国舞蹈国家队选拔的“2021中国顶尖舞者成长
计划”，旨在选拔一批品学兼优、有舞蹈天赋的青少年人才，
在舞蹈名家指导下接受系统训练，参与艺术传承和演出实
践，培养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艺双馨、担当文
化使命的新时代中国顶尖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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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小说《小兵张嗄》
图②：电影《小兵张嘎》

（图片来自网络）

由崔嵬、欧阳红樱联合执导的电影 《小兵张嘎》 以抗
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43年为时间起点，讲述了水乡少年张
嘎将负伤的八路军侦察员老钟叔救回家中养伤，随后，在
鬼子大扫荡中，老钟叔为救奶奶被捕，而奶奶则因掩护老
钟叔被敌人杀害。生活的巨变迫使张嘎离开家乡寻找八路
军，他立志为奶奶报仇，救出老钟叔。在八路军的大家庭
中，嘎子虽有孩童的顽皮与任性，但经过革命的淬炼和洗
礼，他不仅实现了救出老钟叔的愿望，而且成长为一名真
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影片在抗日战争的宏大背景下，礼
赞了中华儿女的英勇不屈和家国梦想，具有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和恒久的生命力。

音乐剧《丝路之声》上演

①①

②②②

国图甲骨文创意展走进西安

年度顶尖舞者百强发布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肇兴镇厦格
村，古朴幽静。这里，有一所“兰才生老家·私人民
族插画展馆”。主人翁“90后”侗族青年兰才生，用
插画记录乡愁，以文创助力乡村振兴，传承民族文化
之美。

肇兴是侗族的聚集地，肇兴侗寨是全国最大的
侗族村寨之一。2014年，兰才生从大学毕业，设计专
业的他并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肇兴，开起了第
一间“兰才生插画馆”。最初，兰才生的想法很简
单，就是画民族画在景区售卖。然而在工作中，他却
逐渐产生了一些忧虑。“贵州省有 17 个世居少数民
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景区商品却严重同质化。文
创产品应该注入民族文化独有的美。我很怕侗族文化
会被遗忘。”为此，他开始用画笔记录侗族人生活，

展现家乡的风物之美。“错落有致的鼓楼、层层叠叠
的梯田、对比撞色的侗衣、种类繁多的图样、辛勤劳
作的村民、嬉闹玩耍的孩童等，都是我描绘的对
象。”兰才生表示，希望将自己眼中的美丽侗寨画出
来，让更多人看到。

兰才生清楚地知道，只有将传统与当下结合，才
能让民族文化“活”起来。“一开始，我的画风偏写
实。后来，为了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我在创作中融入
卡通、漫画等元素，把设计图样制作成人们喜爱的小
物件，如笔记本、手机壳、明信片等。”兰才生说。

厦格村拥有丰厚的自然、人文资源，但旅游业却
未得到充分开发。如何让厦格在侗寨景区中实现旅游
脱贫，是历任驻村干部都在思考的问题。他们在兰才
生身上看到了希望。

2018年，肇兴侗寨入选央视春晚分会场之一，肇
兴插画馆生意火爆，兰才生踌躇满志。在相关部门的
建议和支持下，兰才生毅然决定将个人事业由肇兴镇
延伸到他生长的厦格村，为乡村发展出一份力。

2019年，在村两委的倡导下，兰才生和兰愿芝、
潘月引、兰以书3名返乡大学生合作成立了厦格非遗
扶贫工坊，共同研发兼具插画、蜡染、刺绣的文创作

品。当地希望以此打造厦格村“艺术部落”，并找到
一条乡村振兴的长远之路。

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旅游局派驻厦格村第一书记朱
序琴对厦格和兰才生给予厚望：“兰才生是文化人带
着情怀做事。州、镇、村都会在具体政策、项目、资
金上，大力支持这样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我们希望工
坊能带动村里的产业发展，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村，进
而推进乡村振兴。”

2021年7月，在乡村振兴政策扶持和驻村干部的
帮助下，由贵州省文旅厅和扶贫开发办公室颁发的

“厦格村侗族非遗文创坊”正式挂牌成立。兰才生觉
得自己的责任更重了。

借助政策扶持和外来大学生志愿者的力量，兰才
生逐渐找到了新出路。工坊开始承接旅游团队，带动
村庄特色手工艺品、农产品、餐饮发展。同时，工坊
大力开展公益研学培训、志愿服务活动等，通过各种
渠道为村里留守儿童募捐图书、文具，并在志愿者的
帮助下建立了厦格村图书室。工坊本身就像村里的文
化角，随时开放给孩子们看书、绘画、观影和交流。

“我想让村里的孩子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跟城市里
的大学生交流，有更开阔的视野。”兰才生说。

▲ 兰才生手绘：侗族姑娘弹琵琶 受访者供图▲ 兰才生手绘：侗族姑娘弹琵琶 受访者供图

“90后”插画师，画出美丽乡村
胡雪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