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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存瑞》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郭维执导，张
良、杨启天等主演的战争片，于 1955 年 1 月 1 日上映。
该片讲述了董存瑞从见习小八路开始，经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炮火洗礼，逐渐由鲁莽冲动的孩子蜕变为真
正的革命战士的成长历程。该片是一部人物传记片，也
是一部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作者把创作中心聚焦于如何
塑造人物典型性格上，成功塑造了董存瑞这个来自于生
活、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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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拥有装
备较好的陆、海、空军；解放区人民军队总兵力只有约127
万人，没有海军和空军，装备基本上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
器，仅有少量火炮。力量悬殊的两军对决，结果似乎应该没
有悬念。蒋介石声称“一定能速战速决”，然而 3 年后他却
败退台湾。这样的结局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谜。电影

《董存瑞》 就是其中一把解谜的钥匙。解放战争时期涌现
的英雄人物很多，但为大众熟知的却并不多，能出现董存
瑞这样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很大程度上或许要归功于这
部电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来自解放区的文艺骨干进入电影
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很少接触电影，是电影的门外
汉。但是由于他们有着长期革命战争的经历，往往出手不
凡，很快就脱颖而出。《董存瑞》的导演郭维就是其中之一。

郭维曾在抗日根据地长期从事戏剧工作，当过剧社社
长、省文工团团长。进入电影界后，在史东山导演的《新儿
女英雄传》中担任副导演，其后导演了《智取华山》。《智取
华山》是郭维第一次独立执导，当时胶片奇缺，影片只有60
分钟时长。60分钟的样片送到中央电影局，多数人不看好，
史东山却认为拍得不错。后来，中宣部电影处的领导予以肯
定，让郭维把影片时长加长。影片公映后受到观众热烈欢
迎，还在捷克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争取自由斗
争奖”。郭维由此得到了导演《董存瑞》的机会。

电影《董存瑞》讲的是真人真事。真人真事在电影创作
中往往是一道难题。因为英雄事迹在看报道、听报告时特别
让人感动，但一搬上银幕却没那么动人了。可是，新中国电
影刚起步时拍摄的《董存瑞》却是依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一个
典范。

人们很容易把英雄想象得与众不同。但电影一开始，小
名四虎子的董存瑞还是个大孩子，稚气未脱，开朗机灵。参军
固然是为了抗日打鬼子，但也包含着他追求风光体面的成
分。当兵后本想露一手，结果却屡屡陷入狼狈的境地。这样
的一个董存瑞无须仰视，观众容易接受，感到可爱可亲可信。

影片情节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观众的情绪一
直处在兴奋之中。影片通过董存瑞与不同人物产生矛盾冲突
的一系列事件，刻画了董存瑞性格的各个方面，揭示了少年
四虎子蜕变为英雄董存瑞的整个过程，塑造了围绕着董存瑞
的英雄群像，描写了董存瑞之所以能成为董存瑞的环境。

影片贯穿一个“争”字。董存瑞不是静候命运安排的被
动角色：年龄不够却争着当兵，他找连长和王平书记“泡蘑
菇”；与膀大腰圆的牛玉和摔跤，本来毫无胜算，输了两局
后却扳回一局；当兵后争子弹，以为新兵老兵不平等；打仗

争立功，结果落了末名；没入党就争着交党费，迫不及待想
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敌军进攻友邻阵地，他抗命出击夺得
胜利；后来争当爆破队长，视死如归炸暗堡……这一系列情
节，表现出董存瑞“不简单”的鲜明个性：执拗、泼辣、机
灵，有血性、不服输、敢担当、有肚量。这样有血有肉、真
实活泼的人物，怎能不受到观众喜爱呢？

冲突是情节之神。在这部敌我矛盾异常尖锐的战争片
中，最激烈的冲突却设置在董存瑞与战友王海山之间。王海
山与董存瑞一直不太对付，爆破队长人选集中在他俩之间。
在董存瑞占了优势后，王海山两次抛出杀手锏，挑董存瑞的
毛病，使竞争气氛白热化。董存瑞当选后不计前嫌，挑选王
海山担任支援组长。两个战友含泪相拥在一起，长期的芥蒂
得到化解。

激烈的冲突使人诧异，战友之间的矛盾能达到如此尖锐
的程度吗？其实，编剧的把握是非常精准的。如果说王海山
一开始对董存瑞是冷嘲热讽，但在阻止董存瑞主动出击时已
是好心相劝。争当爆破队长，争的是什么，说到底是有生命
危险的艰巨任务。可是，他们争得那么认真，寸步不让，其
中蕴藏着巨大的责任感和深挚的战友情！没有尔虞我诈、争
权夺利、贪生怕死、悲悲切切，有的只是为人民杀敌立功、
建立新中国的壮志豪情。这样的军队，一定无敌于天下。

这场戏有声有色，一波三折，紧张时使人透不过气，轻
轻一点又柳暗花明。手法自然洗练，节奏如兔起鹘落，可谓
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剧本扎实，对话幽默。郭维启用
脸上有酒窝、说话有点稚气的张良扮演董存瑞，挖掘了具有
崭新表演风格的新人。其他演员人各有貌，性格各异，演得
真实生动。

一开始，影片拍摄董存瑞高举炸药包、拉着导火索的场
景，郭维觉得场面有点儿闷，经过思索，让张良喊出：“为
了新中国，前进！”情绪、时间刚刚好。董存瑞坚定刚毅的
神情，高举炸药包的动作和响亮的口号，感动了无数观众，
成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奋不顾身的典型形象。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的。晚年的郭维曾交给我一个油印
的《董存瑞》创作手记，详细讲述了其中一段戏，有3万多
字。他说，当年一个同志跟他讲，“看了这个我都知道怎么
导戏了”。也就是说，在摄影机开动之前，创作者已经对影
片每场戏怎么拍，达到了胸有成竹的地步。

电影《董存瑞》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董存瑞的英雄形象也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

（作者为《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编剧之一）

“秋风穿柳巷，又是中秋逢这月光，圆缺是寻常，此夜最
引人思故乡。”中秋前夕，一首《华夏四时歌》给在异乡过节
的广大青年带去情感慰藉，在社交平台掀起热议。

《华夏四时歌》来自2021网络中国节“国乐潮声——为传
统节日写一首歌”征集活动，也是 2021 网络中国节的推广
曲。歌曲由“95后”音乐人张逸辰谱写，旨在用音乐为青年
和家人搭起“团圆”之路。在歌曲 MV 微访谈环节中，上百
位青年讲述了在他乡过节的经历，分享他们心中节日的意义。

“节日的意义不一定是传统上的‘团圆’，如果因为学
业、工作不能回家，给家人写首歌、唱首歌，也是传达感情
的一种方式。”离家已有4年的青年音乐人太悟说。

《华夏四时歌》一曲写遍春节、元宵、中秋、重阳等多个
传统节日，编曲则融合了箫、吉他、贝斯、爵士鼓及多种弦
乐。作为苏州评弹的推广者，张逸辰还在演唱中还原了苏州
弹词声情并茂、千回百转的音韵魅力。

该曲目的编曲及制作人何天程认为，几代人对民族音乐
的赓续传承，让中华文脉的国风雅韵在青年一代音乐人手中
绽放。中国的青年音乐人正以全新的创作思维、技法和个
性，将传统元素、现代精神、当代审美趣味融为一体，赋予
国乐青春之力。

“国乐潮声——为传统节日写一首歌”由光明网和酷狗音
乐发起，从今年6月开始征集，共有271首作品入围，歌曲总
播放量逾1700万次。其中，有直叙佳节愿景的《上巳》《七夕
的星空》，有体现民间神话故事的《后羿》《英台》，也有融合
古典诗词元素的 《满庭芳·山抹微云》《雨霖铃·寒蝉凄切》，
既彰显传统文化之美，也突出时代的节奏和张力。活动通过
征集时下非常流行的国风音乐，鼓励大众参与其中，进一步
释放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传统节日可以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发现生活中的亲情
和美好，把我们聚在一起。这种文化对年轻一代潜移默化的
影响力是深远的。”张逸辰表示。

正如张逸辰所说，年轻人需要传统节日，传统节日也需
要年轻人。有业内人士观察到，近两年网络平台发起的与传
统节日相关的活动愈发丰富，这些活动通过网络社交环境扩
大了传统节日的影响力。年轻人通过他们习惯的方式深入参
与到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中，形成传统文化的网众传播力量。
一首歌曲、一个短视频，这些由年轻人自发形成的“新仪
式”“新民俗”，既承载了节日的团圆意，也反映了传统文化
的新传承。

本报电 （记者赖睿） 日前，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指
导，青海省文联、青海美协主办的“青出西海——青海少
数民族青年美术作品展”在中国文联文艺家之家展览馆举
行。展览展出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家创作的多种艺术形
式的作品 80 件，其中唐卡 38 件，给观众带来一场艺术与美
的视觉盛宴。

中国美协分党组副书记陶勤表示，青海鲜明的地域特
色、珍贵的文化资源赋予青海美术创作人才不竭的动力。本
次展览以保护和挖掘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土族等
青海世居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宗旨，进一步展现青海少数民族
美术家的风采和他们的创作历程。

展览中，由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家仁青才让创作的
《吉祥五尊》《九大护法》《八马财神》等唐卡作品，极具民族
特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此外，中国画作品《昔影》《红崖村
的春天》，油画作品《祁连秋韵》《洪荒之灵》，版画作品《筏
涌大河下青海》《红墙之四》等描绘了青海独特的地域特色和
风土人情，散发出古拙原生的淳朴气息，反映了青海少数民
族群众建设家园、追求梦想的时代画卷，也体现了他们对于
艺术的探索与追寻。

电
影
《
董
存
瑞
》
战
火
烽
烟

英
雄
永
存

陈
宝
光

团圆意 新传承
本报记者 郑 娜

本报电 （杨子） 当地时间 9 月
16日，作为2021年“中国希腊文化
和旅游年”开幕仪式重要环节之
一，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为
山的青铜组雕作品 《神遇——孔子
与苏格拉底的对话》（以下简称《神
遇》） 在希腊雅典揭幕。

《神遇》以“对话”为主题，吴
为山以“写意雕塑”的手法表现孔
子和苏格拉底的睿智与风采、精神
与哲思，具有宏阔的时空观。两位
分别代表中国、希腊文明的圣哲，

跨越千年进行思想交流、灵魂对
话，不仅表现了中希两国文明互
鉴、共同发展的理念，还体现了人
类命运的休戚与共。

希腊政府选定位于雅典核心地
带的古市集遗址作为该作品落成
地。这是古希腊城邦中重要的思想
交流场所，苏格拉底著名的广场辩
论就发生在此。《神遇》 落户这里，
体现了希腊政府对中国艺术的尊重
和重视，也承载着中希双方对加深
两国人文交流的深切期盼。

孔子与苏格拉底跨越时空“对话”

吴为山雕塑落户希腊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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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少数民族青年美术作品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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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郑海鸥） 由文化和
旅游部、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办，文
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哈尔滨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承办的第35届中国·哈尔滨
之夏音乐会日前开幕。

作为国内举办时间最长、届次最
多的音乐艺术活动，60 年来，哈尔
滨之夏音乐会已成为在国内外具有广
泛知名度和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级文化
活动。

开 幕 演 出 大 型 交 响 合 唱 《奔 腾
吧！松花江》 由“燃情岁月”“感恩时
代”“拥抱世界”三大篇章组成，以磅
礴恢宏的气势抒发了“东北振兴”的
新时代强音以及向现代化强国进军、
向伟大复兴进军的美好愿景。

据悉，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自 1961
年创办以来，已走过 60 年的辉煌历
程。本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以“放歌
新时代 嘹亮新征程”为主题，聚焦60
载“哈夏”岁月，共设开幕演出、全

国性展演活动、“人民的节日，精彩的
哈夏”群众文化活动、“辉煌 100 年”
系列演出、“东亚文化之都”城市特色
演出与论坛、“魅力夏都”文化展示活
动、“风采荟萃、献礼百年”全国音乐
学院系列音乐会等七大板块，将一直
持续举办至11月下旬。

据悉，第十四届全国声乐展演和
第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是本届

“哈夏”音乐会的两项主体活动。第十
四届全国声乐展演结合文化和旅游部
实施的“全国声乐领军人才培养计
划”开展，面向全国选拔优秀声乐人
才参训和参演，并组织孟玲、阎维
文、雷佳、幺红、王宏伟、吴碧霞、
蔡国庆、郭蓉等业界知名专家、艺术
家，以“师带徒”的方式进行专业指
导，帮助学员提升歌唱和表演水平。
第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展演从各地申
报的 81 部作品中，遴选出 《在远方》
等9部优秀音乐剧参演。

放歌新时代 嘹亮新征程

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举行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为发挥
优秀网络文学作家作品在价值导
向、题材类型、文学品质、美学追
求等方面的风向标作用，推动网络
文学在文本质量、IP 改编、国际传
播 等 方 面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 9 月 16
日，中国作家协会在深圳发布 2020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影响
力榜包括4项内容：网络小说榜、IP
改编榜、海外影响力榜以及针对

“90后”作家的新人新作榜。经过严
格初评、复评、终评和网络投票，
24 部网络文学作品和 4 位新人作家
上榜。

上榜作品既有《北斗星辰》《大
国战隼》 等反映现实题材创作成就
的作品，也有 《汉阙》 等优秀历史
题材小说，还有 《第一序列》 等科
幻力作，导向正确、题材丰富、质
量上乘。IP 改编榜上榜作品中，既
有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燕云台》《一
念永恒》，也有改编成动漫的《吞噬
星空》《完美世界》，形式多样。面
向海外受众的 《诡秘之主》《元尊》

《妖神记》《超神机械师》4部作品在
海外影响力榜中脱颖而出。“90 后”
新人作家老鹰吃小鸡、言归正传、
柠檬羽嫣、懿小茹等4人入选新人新
作榜。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此次评审与往年相
比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特别注
重作品的价值导向，强调有大流量
同时要有正能量，引导网络文学高
质量发展；二是高度重视文娱领域
综合治理工作，特别警惕娱乐行业不良现象向网络文学行业
的渗透，更加强调网络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三是突出网络文
学的国际传播，推动更多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走向国际，传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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