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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素有“振文教于湖南，流
声光于天下”的美誉。日前，大型历史
人文纪录片 《岳麓书院》 在湖南卫视播
出。无限宽广的纪实镜头既捕捉到环绕
巍巍麓山的草木绿意，又穿梭千秋时
空，带领观众瞥见书院历史一隅。

初时的一方矮矮学舍，乃唐末五代
智璿等二僧“思儒者之道”的善心之
举。若开创书院的筚路蓝缕之路上缺了
为添砖加瓦而四处募集香火的一颗心，
怎能实现从潇湘荆蛮之地到儒风兴盛之
所嬗变的关键一步？影像中一个个鲜活
生命尽管都是拍摄者在史实基础上的演
绎，但其核心，正如该片总制片人、总
导演章红伟所言，“讲岳麓书院的故事，
真正是在讲中国故事”。一幅幅以道相
交、以情相融的感人画卷在山水间徐徐
展开，时移世易间，浩荡奔流着岳麓书
院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鸿鹄之志。

此生不虚掷，须从实践知。岳麓书
院是湖南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是中华
文明弦歌不绝的一个缩影。打造一部专
属纪录片阐释岳麓书院存亡绝续的历
史、继往开来的文脉并与新时代融合，
是湖南广电人策划已久的一件事。在 4K
镜头拍摄的高还原场景里，岳麓书院人
始终怀着励精图治的拳拳之心、忧时报
国的惓惓之意、践履务实的殷殷之情。
从张元忭提出悟修并进、知礼兼持，到
王夫之主张即事穷理、即物穷理，从曾
国藩推崇实事求是到杨昌济倡导知行统
一，他们参阐正道又躬行践实。纪录片
带领观众感受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自我变革之路上“吾湘变，则中国
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恢弘气概。
山长王先谦率先拉开变革的序幕，维新
变法的思潮迅速吹拂三湘大地。校长宾
步程于其讲堂内悬挂题写“实事求是”
的校训匾额，当时毛泽东正寄住在岳麓

书院，从宿舍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匾
额。研究中国往何处去、怎么走的艰难
实践，在这片麓山湘水间的书院内找寻
到新的指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观赏这部“利澄心治学，发圣贤玄
奥”的纪录片，百感交集之下尽觉岳麓
书院延绵文脉、润泽正道的嵬巍大美。
立于再创“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辉煌
新诗篇的起点，这座青春依旧的千年学
府蕴含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值得探寻。
在时代感召下，这抹传统古色既浸透青
春蓬勃之绿色，又浸染家国一体之红
色，正屹立于思想文化学术创新的发展
潮头，绽放激励一代代青年人思考求是
真理、追寻济民之梦的耀眼光华。

这是一曲战争废
墟中的慷慨悲歌。年
轻的红军战士洪启辰
接到命令，必须在 48
小时内炸毁敌人的弹
药库。他在危机四伏
的群山里集结战友，
带领伤残的同志和敌
人殊死搏斗。有人因
为信仰而坚持，有人
忠于使命而牺牲……

电 影 《云 霄 之
上》讲述的故事取材
于中国工农红军挺进
师在浙西南活动的真
实历史。日前，该片
获得第 11 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天坛奖”最佳影片
奖、最佳男主角奖（团
体男演员）和最佳摄
影奖（宓鑫君）。早在
今年 6 月，该片入围
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
影节“首映盛典”片
单时，就以朴素的基调、独特的视觉
风格和新颖的电影理念引发关注。

该片导演刘智海是中国美术学院
教授。他介绍，这部电影是中国美术
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作品，成本很小，
只有300万元。摄制组放弃了没有质
感的影视城，到1935年红军真正战斗
过 的 地 方 —— 浙 江 丽 水 龙 泉 海 拔
2000 多米的山上拍摄，影片中出现
的蛇和飞蛾，都是真实存在的。他
说：“在那里才会让团队真正把自己
从外表到内心都武装成像红军一样的
人，由衷地萌生对红军战士的敬意。”

这部电影虽然表现了战斗的残
酷，刘智海却强调影片的诗性。“江南
富有诗意，我的家乡浙江永嘉就是中
国山水诗的发源地。诗对电影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他表示，希望以学院派
的精神和理念，探索传统文化跟电影
结合并且富有质感的创作方法，不一
味模仿国外，也不固守传统电影语言，

“创作出独属于中国电影人的作品”。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
什么这样红？”“天山脚下是我
可爱的家乡”“翻过千层岭
哎，爬过万道坡”……这些传
唱至今、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
友》《高原之歌》，都来自电影

《冰山上的来客》。影片当年一
经上映就引起轰动。笔者反复
观看这部影片是 1978 年春上
大学之后，当时看的是“露天
电影”“坝坝电影”，得到影片
将放映的消息后，要搬着凳子
提前去占地方。我清晰地记
得，每当影片的几首插曲，尤
其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响
起的时候，全场几乎所有观众
都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银幕
上下同频共振，浑然一体。笔
者本在“五音不全”之列，此
前从不敢当众大声歌唱，可是
自从有了这番经历，有时会一
个人跑到学校附近的果园里引
吭 高 歌 《花 儿 为 什 么 这 样
红》，慢慢地就敢于在大庭广
众之下唱歌了！

精心打造谍战片里程碑

时隔将近 60 年，在中国
电影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绩的
今天，再次观看《冰山上的来
客》，仍然会感慨影片的制作
水平之高、情节设计之巧妙，
真可谓悬念迭出、险象环生，
不管什么时间、从哪个地方开
始看这部电影，都会一下子被
抓住。对于狡诈的敌人真面目
的暴露，创作者煞费苦心，充
分延宕剧情发展。假古兰丹姆
利用“美人计”，借阿米尔往
昔女友的身份刺探军情，观众
只是从其眼神、腔调感觉到异
样，但是并未识别出其特务身
份。另外一名代号为“真神”
的特务，更是隐藏至深，难以
察觉。假扮成奴仆的阿曼巴
直到影片进入高潮之时，才
暴露其特务头目的身份和凶
恶残暴的本性。在情节紧凑
之余，影片对细节的精雕细
琢也成为本片成功的关键，
关键性道具的反复使用则成
为日后谍战片不断模仿的对
象。如在阿米尔与古兰丹姆
儿时离别之际，阿米尔送给古
兰丹姆的花被财主残忍践踏，
但是两人在“久别重逢”后，
阿米尔看到残花败叶触景生情
之时，假古兰丹姆却无动于
衷，表现出“意料之外”的冷
漠；再如当杨排长在侦察员卡
拉弹起热瓦普、唱起歌之时，
语重心长地嘱咐他：“小心在
意，不要拨断琴弦……”因此
后来假古兰丹姆把断了弦的热
瓦普交给杨排长之后，杨排长
断定侦察员已遭不幸，并且顺
藤摸瓜发现了深藏不露、阴谋
暴乱的真正头目阿曼巴。

《冰山上的来客》 上映之
后，影片中杨排长的一句台词

“阿米尔，冲！”让无数观众尤
其是年轻观众热血澎湃，影迷
们纷纷效仿，一时成为流行
语。影片结尾部分，阿米尔在
经历假古兰丹姆设下的重重骗
局之后，面对真古兰丹姆，内
心激动不已，同时又充满了疑
惑与警惕，杨排长的一声“阿
米尔，冲！”击碎了阿米尔最后
的心理防线，阿米尔与古兰丹
姆紧紧拥抱在一起。影片对于
情感的表现，大胆突破了当时
的思想禁区，酣畅淋漓地抒写

了边防军战士阿米尔既忠于军
人的职责，又对美好爱情充满
热忱与渴望，革命情感与个人
情感得到了极具张力的融合。

精彩呈现民族文化元素

影片中，帕米尔高原的险
峻冰峰、湍急河流和成群结队
的双峰驼，极大地满足了内陆
观众对边疆风光的想象，也让
观众对新中国的边疆与地理有
了具体明确的认知，促进了新
中国银幕形象的生成与传播。

在这片充满多彩风光的辽
阔土地上，少数民族独特的民
族文化魅力被展现得淋漓尽
致，特别是相较于解放军统一
的军装，牧民们各具民族特色
的服饰令人眼前一亮。如假古

兰丹姆在婚礼上头戴绣花帽，
帽子外披一条数米长的头巾，
脖子上戴着圆形银首饰，身穿
镶有花边的连衣裙，脚蹬长筒
靴，与真古兰丹姆朴素的着装
截然不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民俗仪式作为民族的

“文化记忆”，凝聚着族群的文
化回忆，更是民族身份认同的
重要象征。影片中具有浓郁地
域特色的民俗仪式与紧张激
烈、惊心动魄的敌我斗争相交
织。如为了庆祝婚礼的举行，
杨排长安排了一场叼羊比赛，
欢快激昂的音乐、你追我赶的
追逐背后，是敌我双方的暗中
较量。在塔吉克族传统节日巴
罗提节上，反动派运用点“天
灯”的习俗，将点燃酥油火把
作为进攻的暗号，杨排长识破
了反动派的诡计，最终一举歼
灭敌人，取得了胜利。

影片对民族音乐的运用炉
火纯青，堪称完美，是经典中
的经典，显示出创作者极高的
音乐造诣。这些歌曲的作曲者
是著名满族作曲家雷振邦，他
曾经为白族、壮族、彝族、拉
祜族、塔吉克族等少数民族创
作情歌，为 《刘三姐》《五朵
金花》《芦笙恋歌》《景颇姑
娘》《达吉和她的父亲》 等少
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了大量具
有强烈民族特色与地域风情的
音乐。《冰山上的来客》 的插
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雷
振邦的代表作品之一。原曲本
是塔吉克族婚礼上的舞曲，在
雷振邦的改编之下，成为一首
表达友谊和爱情的歌曲。这首
歌在影片中出现了3次，每一
次出现都曲尽其能、曲尽其
妙。第一次是阿米尔参加假古
兰丹姆与牧民纳乌茹孜的婚礼
时，看到假古兰丹姆，忆起了
儿时与古兰丹姆青梅竹马以及
被迫分离的情景，凄婉的歌声
传递出阿米尔对古兰丹姆的思
念之情；第二次是杨排长与阿
米尔一起外出放羊，杨排长有
意安排阿米尔唱起这首歌，阿
米尔的歌声忧伤动情，假古兰
丹姆却不为所动，露出了马
脚；第三次则是在阿米尔唱起
这首歌时，真古兰丹姆情不自
禁与他合唱，此时音乐代替了
千言万语，不仅真古兰丹姆的
身份被确认，也将革命浪漫主
义的情感发挥到极致。

《冰山上的来客》 是最早
反映新疆各民族军民团结一致
反对民族分裂、国家分裂的影
片，通过各民族共同抗敌，呈
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
是共同体美学的典范。在新中
国成立之初，影片通过情节化
的故事、民族化的风情，在银
幕上塑造了国家形象，增进了
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
同，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
随着时代的变迁，影片中的革
命浪漫主义情感和少数民族文
化愈发展现出穿越时光的永恒
魅力，承载着各族人民对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会长）

“艺术走向智慧，不是走向愚蠢；
走向道德，不是走向堕落；走向清明，
不是走向装疯卖傻；走向人生百味，不
是走向头脑简单；走向友谊，不是走向
互撕互咬；走向热情，不是走向躺平。”
在“时代风尚”——中国文艺志愿者崇德
尚艺特别节目现场，“人民艺术家”国家
荣誉称号获得者王蒙这样勉励文艺工作
者，要将趣味、技巧、智慧、知识、担
当和热情结合起来，用精品充实人们的
精神生活。

10月15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
志愿者协会主办的“时代风尚”——中国
文艺志愿者崇德尚艺特别节目联动 2000
余家媒体同步上线播出。特别节目以致
敬德艺双馨的文艺家为切入点，分为

“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精品
奉献人民”“明德引领风尚”4 个篇章，
以讲故事、播放视频短片和歌舞、朗
诵、戏剧等艺术形式，全面展现了聂
耳、蓝天野、吕其明、贾大山、梅兰

芳、王蒙、郭兰英等文艺家的艺术人生
和精神风范，集中表达了文艺界老中青
三代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理想信
念和坚定决心，带动青年文艺工作者践
行“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
界核心价值观。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作曲家舒楠、
舞蹈演员朱晗、钢琴演奏家陈萨再现了

“人民音乐家”聂耳创作 《义勇军进行
曲》 时的满腔热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演员孙茜深情回忆了“七一勋章”获得
者、戏剧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入党初
心。“七一勋章”获得者、作曲家吕其明
在连线中讲述了为党、为祖国、为人民
继续创作的决心，歌唱家廖昌永携青年
歌唱演员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唱响

《不忘初心》，向吕其明致敬。92岁高龄
的歌唱家李光羲、87岁高龄的影视表演
艺术家陶玉玲和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中国文艺志愿协会名誉主席姜昆等带来

“时代风尚”版 《少年》，致敬“历经千

帆仍少年”的老艺术家们。
在深情回顾 《忆大山》 一文中，全

国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康辉
带领观众认识了扎根乡村、为民创作的
作家贾大山。来自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
演员通过戏剧，将柳青扎根皇甫村14年
创作而成的《创业史》和路遥笔下反映城
乡社会生活的《平凡的世界》呈现在观众
面前。随后，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
服务基层代表登上舞台。中国文联副主
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冯巩和来
自北京、河北、内蒙古、山东等地的基
层代表分享了参加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
志愿服务的经历感受，共同朗诵 《雷锋
日记》并演唱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

梅派传人胡文阁表演的 《霸王别
姬》 与京剧大师梅兰芳隔空互动，既是
致敬，也是传承。在王蒙现场授课后，
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徐
涛、温玉娟和张凯丽、张秋歌与线上线
下全国文艺志愿者朗诵了王蒙的经典之
作《青春万岁》序诗。“人民艺术家”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写下“风尚”
两字勉励文艺志愿者，李丹阳、吕薇、
刘和刚、王洪波与全国文艺志愿者通过
线上线下联动合唱了郭兰英的代表作

《我的祖国》，将节目推向高潮。
今年，首届全国学雷锋文艺志愿者

服务“时代风尚”先进典型推选结果揭
晓。特别节目邀请了朱海、海霞、叶培
贵、刘芳等“时代风尚”先进典型代表
分享他们参与文艺志愿服务的体悟感想。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绽放这时
代滚烫的爱”……伴随着殷秀梅、阎维文
演唱的歌曲《回声》，特别节目落下帷幕。
濮存昕、陈道明、冯双白、潘鲁生、李
舸、孙晓云、边发吉、胡占凡、夏潮等
寄语文艺志愿者。参与线上线下录制节
目的全国各级文联文艺志愿者纷纷发表
感言，表示要努力向德艺双馨的老一辈
艺术家学习，用明德引领风尚，争做有
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

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综 艺 频 道 推 出 的 特 别 节 目

《请你来听我的演唱会》收官。
这档节目采取“实地探访+

定制演唱会”的创新形式，从
首期周深献唱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测量系
统设计师王铮，到满江献唱“95后”三
星堆考古四号坑“坑长”许丹阳，毛不
易献唱第三代塞罕坝护林人刘鑫洋，再
到好妹妹乐队献唱贵州乡村振兴带头人
许乃红，果味 VC 乐队在北京冬奥会张

家口赛区工程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
竞赛场馆“雪如意”献唱总工程师张
裕，云朵在“掘地神器”——国产最大
直径盾构机“京华号”边献唱项目技术
负责人杨哲，石头献唱曾为国家摘得世
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首金的曾正超，7

期节目，7组不平凡的平凡人，在
节目里收获温暖，传递力量。

节目组走出演播室，将视角延
展到被采访者的工作和生活，走近
他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7场对谈

和放歌也使不同行业跨界交融，通过故
事性的铺垫，发散具有社会性的话题，
或关于梦想与奋斗，或关于坚持与拼
搏，展现了青年人在基础建设岗位上的
坚守，给予当下青年群体积极向上的引
导，以榜样力量弘扬时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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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冰山上的来客》 于 1963年由长春电影
制片厂拍摄，乌·白辛编剧，赵心水执导，梁音、
阿依夏木、谷毓英等主演。影片讲述 1951 年夏，
新疆萨里尔山口的牧民娶了一位假冒古兰丹姆、
实为女特务的新娘子。解放军哨所战士阿米尔与
古兰丹姆从小青梅竹马，后来古兰丹姆被卖给匪
徒。假古兰丹姆多次借看望阿米尔之名到解放军
哨所刺探军情。杨排长识破其真实身份，将计就
计，将特务一网打尽，阿米尔与真古兰丹姆也得
以重逢。

坚守从艺初心 引领时代风尚
“时代风尚”——中国文艺志愿者崇德尚艺特别节目侧记

本报记者 赖 睿

“时代风尚”——中国文艺志愿者崇德尚艺特别节目现场 主办方供图

树求是使命 显济民担当
——观纪录片《岳麓书院》有感

葛悦萌

歌声致敬建设者
刘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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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回放经典回放

纪录片《岳麓书院》海报 出品方供图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海报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剧照 本文配图均为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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