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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英模人物的电影
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类
型，同时也是一个有难度
的创作类型。而反映健在
的、当下的英模人物，更
是难上加难。以“七一勋
章”获得者周永开为原型
的电影 《周永开》，在英模
人物电影创作上进行了有
益探索。它既是致敬周永
开的一曲赞歌，也是英模
人物电影创作的一次生动
实践。

电 影 首 先 要 讲 好 故
事，像 《周永开》 这样聚
焦真人的英模电影，更是
离不开好故事。影片没有
采取线性叙事，也不是选
取 主 人 公 人 生 的 某 一 阶
段，而是从周永开漫长的
革命生涯中精心选取了几
个故事，以点带面地展开
叙事——学生时代在老师
的引领下入党，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带领群众修
建水库，作为纪委书记查
办张钱宝案，离休后在花萼
山种树修路通电，推动当地
发展，这是全片重点讲述的
几个故事。这几个故事没
有明显的关联，但其中贯穿着一条精神主线，那就是
周永开“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
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由此达到了形散神不散的艺术
效果。片中的故事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周永开的精
神境界，都从一个维度丰满了周永开的人物形象。

全片由周永开书写日记的独白开始，在“小”
与“大”对比中，将他对党的崇高情感转化为一种
有温度的生命体验。周永开在独白中对自己的定位
是：来自“小地方”，是个“小人物”，做的是“小
事情”。在静水流深般的娓娓道来中，周永开经过加
入中国共产党这件“最大的事”，实现了人生价值，
为全片铺陈出充满亲和力、感染力的叙事基调。

影片充分褒扬周永开崇高信仰的同时，将他放
到具体的、生动的情境中，通过富于艺术性的细
节，增强了崇高之美的生活态、亲和力、能见
度。比如周永开回家“偷”自家粮食支援修水库
一场戏中，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请他吃糖，他看到
那么多糖，立刻生气了，以为是妻子从单位偷回
来的。而这些所谓的糖，其实都是妻子为了哄孩
子，捡了旧糖纸包上石头做的假糖，她早就为周
永开准备好自家的粮食给他带走。这场戏将周永
开的大公无私放到家庭和亲情的矛盾中，让观众
看到周永开的高风亮节，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
果。而周永开给从未见过大海的妻子送上一瓶海
水以表相思、与妻子一起补拍婚纱照等情节，又
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浪漫与柔情。

影片最终意味深长地定格在周永开面向花萼山
的背影。可以想象，他的眼中一定充满深情与欣
慰。“一生忠于党，赤诚为人民”的周永开，其崇高
精神和人格风范必将随清风传扬、共青山不老，理
想信念之花必将永远盛开。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观看纪录电影 《落地生根》，让我好
像看到一颗种子落在土地里，在雨露滋
润下一点点地成长，到最后开出花来，
散发着芬芳。影片描绘了中国偏远地区
的现实生活，虽然朴素，但它像一座沉
甸甸的、坚固的纪念碑一样立在那里。

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在
云南的很多山区采访过大量基层工作人
员，感到中国的基层组织健全而有力，整
个社会大小动脉的所有血管都是畅通的。
在集体层面采取行动的时候能够自上而
下，一以贯之，集中各方资源，团结所有
人的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这部电影就是最好的证明。

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即人
类共有的一种价值观：希望大家能共同
富裕，尽全力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距，
缩小资源丰富地区和资源匮乏地区的差

距。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也是
人类要共同面对的难题，我们必须倾尽
全力去行动。

张扬了人性的美好和善良。在激烈
竞争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如何用人性的
善来约束自己的欲望，在获取利益的同
时也考虑到他人，尤其是那些能力不如
自己、生存环境不如自己、受教育程度
不如自己的人？一个站立的人、奔跑的
人，应该想到如果有人跌倒在路上，自
己必须腾出手来扶他一把，这才是我们
人类的出路。

追求艺术理想的路径有很多种，艺
术风格和艺术手法也有很多种，但最重
要的是真诚和朴素。这部影片的创作者
体现了这种精神，也为自己的艺术生涯
树立了一座丰碑。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剧作家）

本报电 （记者苗春） 4 月 14 日，快手校园视频
创意大赛在中国传媒大学正式启动。大赛将持续三
个月，快手校园将投入数亿专属流量和千万资金，
扶持大学生创作者以及以校园生活为主要创作题材
的创作者。

启动仪式上，快手校园业务负责人崔畅介绍，
快手上每天活跃着超千万学生用户，互动评论高达
6600万条，内容相互分享超2200万次，“希望快手校
园能成为更多学子的线上精神家园，在这里传递欢
乐、分享创意”。

快手娱乐剧情业务中心负责人于轲说，过去一
年，校园青春励志类短剧内容整体供给量增长将近6
倍。于轲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此次大赛，“即使你没
有专业的设备，拿起手机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中国网络视频研
究中心主任王晓红表示，短视频在新媒体时代具有
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及影响，学生们在创作时应发挥
专业素养，勇于创新。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中国纪录
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对比了短视频与纪录片的相通
之处，告诉学生们应该如何呈现一个好故事。

学生们表示将积极参赛，认为可以借此深入了
解短视频创作，比拼内容创意，丰富自己的职业技
能，拓宽未来的职业道路。

据悉，此次大赛分为线上线下两部分，启动仪式
当天，线上活动正式开始，重点面向国内千所高校大
学生和以校园为内容题材的、有一定积累的创作者。
线下，快手校园还将走进山东、江苏、四川、浙江等省
的近百所艺术类高校，进行巡回宣讲、展览、座谈。

近期，随着 《人世间》《人生之路》
《狂飙》《去有风的地方》《三悦有了新工
作》 等剧的热播，作品中的配乐和主题歌
打动了许多观众。影视作品中的音乐能推
动叙事、营造情境、启发哲思，同时温润
观众心灵，使他们收获意味隽永的诗意浪
漫。早年的 《渴望》《红楼梦》《西游记》

《大宅门》 等剧都曾留下大众耳熟能详的
经典音乐，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难以磨
灭的文化记忆。时至今日，每当那些熟悉
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总会勾起人们的万千
思绪，触发回味良久的人生感慨。

融入故事讲述

影视音乐是融合了视听艺术特质的音
乐形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视听之间
具有联觉效应，称为艺术通感。影视音乐
既有属于音乐艺术的抽象和朦胧，又有视
觉符号所赋予的具体的艺术指向。具象的
画面给予抽象的音乐强烈的视觉引导和心
理暗示，让音乐所传递的情绪情感有了相
对明确的目标。优秀影视作品中，声音与
画面是双向奔赴的，作曲家会根据影视作
品的类型、主题、情节、人物和情境来结
构音乐的调式、曲式、配器以及人声等元
素。好的影视音乐能够和叙事形成共鸣与
交响，让叙事张力更加饱满，叙事逻辑更
加平顺，音乐与画面的融合度、表现力趋
于统一。

电视剧 《去有风的地方》 里，当女主
角独坐在小院放空大脑时，当男女主角漫
步在洱海边时，那恬淡清雅、宛如细雨轻
风的主题歌就如期而至。正如歌中所唱
的：“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
下远山的风景……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
屿。”这部剧的叙事节奏是缓慢而松散
的，创作者试图用诗性的画面和如歌的行
板来放慢观众的脚步。作品的配乐用简约
的音乐织体、简易的器乐搭配和女歌手的
浅吟低唱，让观众凝神观照、侧耳倾听，
收获静谧和温暖。口琴、吉他等轻音乐常
用的器乐组合，让观众感到解压和释怀，
紧张忙碌的身体、压抑焦虑的心绪得到疗
愈。《三悦有了新工作》 讲述了一个温暖
又有着淡淡忧伤的故事。三悦的母亲开了
一家婚纱店，三悦却选择在殡仪馆工作。
于是，人生最极致的喜与悲让三悦在初入
职场时就识得世间百态。创作者独具匠心
地运用明亮、柔和的色调去化解原本有些
冰冷的主题。每当三悦完成一场送别仪
式，她总是坐在花园里的榕树下，安静地
凝望着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而每当这一

刻，名为 《每一粒尘埃》 的主题歌就会缓
缓萦绕，温柔唱响。

承载文化记忆

影视作品中，主题曲和主题歌应该
是表现主题立意、故事内核和价值取向
的点睛之笔。好的影视音乐有一种神秘
的 力 量 ， 能 够 营 造 或 写 实 或 写 意 的 情
境，在视觉符号的加持下，带领观众来
到西北的旷野、北京的胡同、江南的园
林，把民风民俗民情诠释给观众。电视
剧 《人生之路》 以感动了几代人的文学
名著 《人生》 为母本，讲述上世纪 80 年
代及之后的几十年里，以高加林、刘巧
珍为代表的农村青年努力跋涉的生命旅
程。剧末，自由奔放的信天游把高加林
和高双星带回黄土地上的高家村，仿佛
那片粗犷的、浸润着麦香的黄土地就是
他们最终的人生归宿。电视剧 《正阳门
下小女人》 的配乐以京腔京韵为审美向
度，用音乐营造出独具特色的氛围与情
境，把老北京人的局气、和气、烟火气
呈现给观众，体现了京味儿电视剧的文
化内涵。

影视音乐还能够唤起人们共同的文化
记忆，把特定的历史情境、文化氛围呈现出
来。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的片头和片尾分
别使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和《我的

祖国》，用熟悉的旋律再次激发人们澎湃的
热血和昂扬的爱国情怀。科幻剧 《三体》
的配乐神秘而疏离，把对未知的外来文明
的猜测以及对前途命运的焦虑融入音符
里，仿佛要在宇宙的漩涡、时间的尽头、
命运的黑洞里，寻找人类的终极答案。

唤起情感共鸣

影视作品中，音乐往往能够在剧情的
驱动下，抵达观众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音
乐的音高、音色、音长等基本元素和节
奏、音程、调式等结构形式，共同构成百
转千回的美妙旋律，可以叫醒观众的耳
朵，突破情感的临界点，让情绪瞬间爆
发，百感交集。在画面意犹未尽时，音乐
总是能打动人心，或激情澎湃或温润如玉
地感动观众。

电视剧 《大决战》 展现了人民军队摧
枯拉朽的浴血奋战。当战士们冲锋时，铜
管乐与弦乐交相辉映的明亮大调铺陈开
来，以史诗般的壮丽宏大诠释了“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情怀。
那些活泼可爱的生命，以一腔热血浇筑着
每一寸山河，托举起一个崭新的中国。电
视剧 《人世间》 努力为千百万城市居民、
产业工人树碑立传，告诉人们在平凡的岁
月中、安静的角落里，那些默默无闻的人
们也曾拥有过炽热的爱、彻骨的痛和向往

的梦。女高音歌唱家雷佳演绎的同名主题
曲 《人世间》，以忧郁的、令人心动的升 f
小调倾诉着岁月列车长途跋涉时的坎坎坷
坷，以跨越两个八度的音高起伏昭示着命
运站台上的悲欢离合。这首动情走心的作
品把人世间的苦乐年华化作音符，深深嵌
入观众心里。《人生之路》 剧中降 A 大调
主题曲 《人生路遥》 清扬明亮，有着阅尽
千帆后的释怀与从容，有着静水流深、澡
雪精神般的审美留韵。音阶的爬升与降落
婉转悠扬、耐人寻味，仿佛告诉人们：人
生的是与非、得与失很难两全，遗憾与不
完美是人生的常态，一切过往都是生命的
馈赠。当我们出走半生再度归来，坚守初
心才是唯一的选择。

影视音乐是影视创作中不可或缺、不
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它与视觉符号以及其
他听觉符号共同撑起视听艺术的审美天
空。影视音乐烘托故事主题、承载文化记
忆、输出情绪价值。那些炽热的、激越
的、恬静的、忧伤的音符，总能打开观众
的心扉，让情潮奔涌，余韵悠长。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影视音乐：情潮奔涌 余韵悠长
杨洪涛

影视音乐：情潮奔涌 余韵悠长
杨洪涛

这是一座沉甸甸的纪念碑
——观电影《落地生根》

刘 恒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沙瓦村，是位于
碧罗雪山深处、海拔约2000米的一座小村庄。女导演柴红芳在这
里用4年多时间拍摄了纪录电影《落地生根》，讲述这个古老的村
庄在精准扶贫大背景下“一步跨越千年”的艰苦而伟大的历程。

艺
术
地
呈
现
崇
高
之
美

—
—
观
电
影
《
周
永
开
》

康

伟

艺
术
地
呈
现
崇
高
之
美

—
—
观
电
影
《
周
永
开
》

康

伟

扶持大学生创作者

快手举办校园视频创意大赛

扶持大学生创作者

快手举办校园视频创意大赛

◀雷佳（右二）在第
十四届中国金鹰电视艺
术节开幕式晚会上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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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方供图

▼《三 悦 有 了 新 工
作》海报 出品方供图

▼

影
片
中
，
沙
瓦
村
的
孩
子
们
在
用
芭
蕉
叶

嬉
戏

出
品
方
供
图

▼

影
片
中
，
沙
瓦
村
的
孩
子
们
在
用
芭
蕉
叶

嬉
戏

出
品
方
供
图

▼

电
影
《
周
永
开
》
海
报

出
品
方
供
图

对于中国人来说，“故乡”是一个自
带温度的词汇。它是年少时爷爷奶奶的慈
爱，是成年后外出工作时回望的港湾，是
游子的家书，也是珍藏在相册里的照片。
在微塑手艺人李义中看来，用微塑复原人
们记忆中的故乡，将原本只能存在于平面
上的照片变成立体、可触碰的微塑模型，
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

李义中是个80后，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
雕塑专业，可谓科班出身。出于对雕塑艺术
的热爱，他毕业后没有转行。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兴起，短视频成为不少人展示自己的
载体。李义中也曾尝试将经典雕塑作品以
及自己的作品通过短视频进行展示、讲解，
甚至尝试做过“搞笑博主”，但都反响平平。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快手展示自己做的微
塑农家小院的短视频，没想到一下子“火”了。

“好熟悉的乡村气息，太逼真了”“代入

感太强了，都是满满的回忆”“想把我外婆
家画出来请你塑”……在评论区，观众留
下了种种赞叹，甚至有人表示想跟他学微
塑，亲手做出家乡的老房子。陌生人的认
可让李义中意识到，对故乡的情感是共通
的，通过微塑这种形式，可以为大家带来
童年记忆的情景再现，让人们记住乡愁。

推开吱嘎作响的木制院门，土坯墙面
斑驳沧桑，屋顶瓦片鳞次栉比，门口挂着成
串的玉米和辣椒，墙上贴着上世纪 80 年代
风格的海报，院子一角还垒着柴火垛……
李义中的微塑作品朴素而精致，力图还原

每个细节。他介绍，为让一
个个微塑的小院子能够更贴
近人们记忆中儿时老家房屋
的质感，他从画设计图，到
制作各个部件，再到最后上
色和做旧，每件作品都要耗
时1个月左右。

用卡纸一片片做出屋顶的
瓦片，用铁丝制作院子中的树
木，用干草模拟柴火，李义中对
每件作品都精益求精。挤塑
板、亚克力板、木板、黏土……
一个微塑小院要用到几十种不
同的材料。尽管可以参考国外
微塑手艺人的经验，但真正契
合中国乡村民居微塑的材质仍
然需要他自行摸索。

“柳树、杨树、石榴树、花
椒树，不同地区乡村民居的树

木种类各不相同，所要呈现的叶片形状、柔
软度、厚度也不一样，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李义中说。为了更好地呈现这小小一棵
树，他甚至连路边偶遇的干草、落叶也都会
捡走“试一试”。“对于‘树’的呈现，我目前
并不完全满意，仍有提高的空间。”

从广州的老街、福建的土楼，到胶东的
“海草房”、黄土高原的窑洞，李义中有个
远大的目标——制作全国各地的民居建
筑。他自豪地告诉记者，如今自己已制作
过全国一大半省份的民居微塑
作品。在他看来，这些微塑不
仅是精致的作品，更是文化的
体现。“我希望能够有更多人了
解、爱上微塑艺术，更希望通
过微塑这一形式复原中国的民
居特色建筑，进而传承我们自
己的家文化。”李义中说。

▲李义中和他的微塑民居作品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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