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

2015年9月14日 星期一2015年9月14日 星期一文化万象文化万象

这是一张有关二战的著名照片：满
载物资的美军十轮大卡车，组成长长
的车队，沿着一条拐了 20多道弯的狭
陡公路，从幽深的谷底向着险峻荒凉
的山顶缓缓爬行。这张照片于 1945年
3月26日，由美国随军记者约翰·阿尔
贝特在公路对面的山上拍下，首次刊
登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醋瓶
子乔的战争——史迪威的缅甸战役》
封面，标注为“中国境内史迪威路之
二十四拐”。

近日，描写抗战时期中国军民和
美国盟军将士为保卫这段公路与日寇
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二十四道拐》，正
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9 月
22日该剧还将登陆贵州卫视。

一条路演绎传奇

“二十四道拐”位于贵州省晴隆县
城郊近 1 公里处，这里有古驿道，称

“鸦关”，自明清以来就以雄险著称。
1935 年，周岳生工程师领队勘测设计
了公路，西南公路局局长曾养甫督工
动土，次年竣工，全长约 4 公里，每
道弯拐仅几十米长。抗战时期，美国
每月要运输 1.5 万吨战争物资到抗战

“陪都”重庆以及川、鄂、湘、桂战
区，必须经过这里上爬下行。日寇曾

多次派飞机轰炸，欲截断黔滇咽喉。
1942年，援华美军 1880工兵营工程技
术部队进驻晴隆，驻扎在沙子岭 3 公
里处，由连长麦顿负责，对“二十四
道拐”进行了较大的维修及扩修，用
美国制造的水泥砌挡墙，并将弯道急
陡的第21和第22道拐取消，提高了公
路的运输能力。

如今的“二十四道拐”，有效路面
宽约 6 米，山脚第一道拐与山顶第 24
道拐间的直线距离约 350 米，垂直高
度约 250 米，坡的倾角约 60 度，仍可
通车，但只有少量车辆通行。2006
年，“二十四道拐”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部剧再现历史

电视连续剧 《二十四道拐》 在悲
伤、凝重的气氛中开始。刘小峰饰演
的男主人公梅松，在长沙会战前线失
去一臂后回到老家晴隆，执行保护

“二十四道拐”公路和盘江铁桥的艰巨
任务。面对日军的疯狂轰炸、日本特
工的暗中破坏和当地复杂的工作环
境，梅松团结了共产党人，协调了援
华美军，消弭了当地土匪等不确定隐
患，让“二十四道拐”在历史上留下
了闪光的印记。

刘小锋表示，在
表演上，他一直试图
刻画梅松这位残疾军
人、这位铮铮义士面
临困境时的坚定精神
和不屈意志。在拍摄
过程中，角色的文戏
大概只占总戏份的 1/
3，其余时间都在拍
摄战争和爆破场面，
梅 松 在 剧 中 的 “ 厮
杀”戏份也非常多，
如保卫铁桥、疏散难
民、保护基地、让物
资安全输送等，那些
油库被炸、车队被围
困、水池被敌方破坏
的场面里，也总少不
了他。

战争剧中的女性
角色时常是被保护的
对象，但 《二十四道
拐》 里的女人却几乎
都能与男性比拼枪械

和智力，和对手展开对等的较量。其
中最抢眼的角色，莫过于集天使般的
医生和冷艳狡诈的日本间谍这两种身
份于一体的王雅琴。甘婷婷饰演的这个
角色，明是县医院院长，暗是日寇派来
破坏“二十四道拐”和盘江铁桥的总指
挥，她严谨细密，冷血凶残，具有强大的
忍耐力和韧性，在正义与邪恶的角力中
虽然最终落败，却令人过目难忘。此外，
海一天、齐芳、黄品沅等其他几位主演
在饰演角色时也都大胆突破自我。如齐
芳饰演的警察局侦缉队长刘显兰，是个
活泼纯真、特立独行的假小子。这个角
色和王雅琴都堪称“女汉子”，在剧中不
仅是政治上的对手，也是感情上的敌
手。两个女人的较量，也是这部剧的看
点之一。

导演张玉中告诉记者，这部剧是
良心之作、诚意之作。历史上，国民
党方面的特派员、共产党的贵州省工
委工作人员和日本间谍，确实曾在晴
隆一带展开斗争。该剧制作精良，所有
实景都是在晴隆及附近市县取得的，
保证了年代感和地域特色。剧组也进
行了不少航拍、模型拍摄等，以利后期
制作。总制片人、总编剧欧阳黔森说，

《二十四道拐》秉承了“大事不虚、小事
不拘”的“做剧”原则，尊重历史，书写

了一段英勇不屈的抗战历史、一段感
人肺腑的国际友谊和一段几乎被历史
遗忘的国家记忆。

一曲中美盟军合作的赞歌

“二十四道拐”堪称险峻公路建设史
上的杰出典范，也是中美两国携手抗击
日本法西斯的真实历史写照。据专家介
绍，1942年美军整修“二十四道拐”时，得
到了当地群众的积极配合，当时晴隆县
城所有能够出动的劳动力全部出动，能
拉能驮的牲口也全部上阵。美国工兵也
一直驻守到日军无条件投降后一个多月
才逐渐撤离。至今，“二十四道拐”仍保留
有“美军墙”“美军车站”等遗迹。

该剧也用艺术的形式，生动地反映
了中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携手不屈
抗战的史实。剧中修建蓄水池一幕中，
美国的汤姆叔叔与玩耍的男孩狗儿、烧
火的桂花大嫂的情谊，奏响了超越国
界、肤色的人类温馨的欢歌；在美军哨
所前，中美盟军共同抵御日军偷袭，结
下了生死兄弟情；在与日寇先遣队的搏
杀中，中国战士李万吉用自己的血肉之
躯为美军的约翰抵挡子弹，也是东西方
反法西斯同盟军并肩奋战、发扬国际主
义精神的再现。

这里所说的《边城》，不是沈从文的《边
城》，而是再现抗战历史的新拍电视剧。

1942 年，我国滇西重镇云南腾冲沦
陷，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栗柴
坝惨案，国共行动组借用汪伪总力社的
名义，围绕着锄奸和对钨矿走私进行调
查等，与日军池田少佐及汉奸们展开了
殊死较量。这是日前在央视和云南卫视
播出的电视连续剧 《边城》 讲述的故
事。由于 《边城》 编创者具有扎实的历
史真知、高超的驾驭题材能力以及对战
争与和平的冷峻思考，因此在诸多反思
那场战争的影视作品中别开生面，具有
独特的代表性。

《边城》具有宏阔的题材视野。近年
来，反映抗日战争的影视作品不可谓不
多，要么是以正面军事冲突为主，要么
是以敌后“锄奸”“拔牙”为主，大都将
目光聚焦到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或智谋
对抗上，而较少思考这场战争的经济诱
因。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的《战争经济
学》认为，促成战争爆发的情形甚多，但战
争真正的基本原因，“却是火药背后的那
些因素，最终不外乎是统治欲和求利欲二
者”。《边城》就紧紧抓住日本侵略者的“求
利欲”这一战争诱因。“寻找钨矿”是这部
电视剧的“戏核”，日本军人“号召商人们
投资钨矿”就是为了筹集“军资款”，抽空
中国人的血脉，永久获得这一战略物资。
这样一来，《边城》就有了矛盾双方各自的
合理动因。

《边城》能引发观众对人类战争及其
隐秘战线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近年来，影视界有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的创作倾向，那就是解构经典、戏说历史，对战争隔岸观火，对和
平不存信念，致使抗日“神剧”一再出现，谍战题材充斥荧屏。《边
城》 艺术地将人物巧合的偶然性寓于历史发生的必然性中，剧中的
故事都能够在“二战”期间的云南腾冲找到历史原型，其中惨绝人
寰的栗柴坝惨案，残忍杀害了中国平民290余人，死难者鲜血染红怒
江，愤怒的昆明民众上街游行，声讨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暴行等，都
是真实的故事。这样，《边城》以高品位的史学自觉，将观众带入对
战争与和平的正确的历史认知，较编造隐秘战线故事情节的作品来
说，确实难能可贵。

《边城》具有深邃的历史自觉性和激励当下的现实驱动力。以往一
些影视作品，在讲述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故事时，往往将故事空间集中
在中国中东部，而《边城》却选择了中国西南的云南腾冲。《边城》的编创
者似乎在进行历史的追问，促使观众深入思考：一个是远在东海的岛国，
一个是深处内陆的边陲小镇，二者相距遥远，为何肤色相同、文化相近
的两个东方民族在这里展开了厮杀？是的，今日之中国已经崛起，实在
难以想象：那时之日本何以能打通中国东北至西南的交通运输线？大
半个中国为何迅速落入敌手而行将亡国？其实，日本侵略者在云南腾
冲的兽行，其野蛮之程度、其手段之残忍，足以让每个了解历史真相的
有良知的人汗毛倒竖。我们当然不能用敌人曾经有过的残忍来点燃仇
恨，但对于给无数家庭和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不愿反思与认罪的
军国主义分子来说，我们除了保持足够的历史自觉性和紧迫的现实驱动
力外，还能做些什么呢？这就是《边城》更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自去年夏天第1季起航至刚刚结束的第3季，浙江卫视《中华好
故事》 节目的少年选手们，带着蓬勃朝气以及对中华文化的热切探
求，一次次点亮荧屏，为全国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讲述了一段段
精彩的中华好故事。

美食“西施舌”和西施自身的悲惨经历有没有关系？晋代“竹
林七贤”之一王戎，真的是当时有名的吝啬鬼吗？屡破奇案的包
公，断案时使用的“开封府三宝”是什么？节目用寓教于乐的方式
呈现厚重的文化传承，于潜移默化之间将文化根植于现代观众的内
心。

因为基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华好故事》 内容略显高冷，
但在表现形式上却紧接地气。嘉宾与选手站在对等的平台上交流，
而不是一方答题一方评判的不对等关系。对于选手们来说，无论是
坐镇的楼含松、钱文忠教授以及文化才女蒋方舟，还是出题嘉宾千
惠，他们既是良师，也是益友，让选手们在紧张的比拼之余，可以
尽情释放青春和个性，展现不加掩饰的真实状态。这种形式就像孔
子所言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所以 《中华好故事》 也被称为

“流动的孔子学院”。

由于节目的参赛选手以“95后”“00后”为主，所以第3季更注
重对年轻群体讲好文化故事。游戏化的环节设计保证了选手和年轻
观众始终能够保持丰沛的热情，在脑力比拼中得到快乐，限时抢
答，九宫格抽题，汉字墙，投箭游戏，形式丰富多变，不仅包含艰
深的国学、历史、文献的考证，也有对奇幻领域“妖精怎么吃唐
僧”的解读，做到了真正的寓教于乐。今年暑期，节目还举办了国
学辅导班，成功打造了同学们的第二课堂；也更关注新媒体环境下
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第3季再次引入微信“摇一摇”进行实时互动
答题游戏，参与总人次达到2000万以上，让人文综艺节目有了新的
玩法。

《中华好故事》能获得现在的成绩，是国学文化的魅力使然，也
是文化综艺的一次胜利。浙江卫视总编室副主任许继锋说：“人文精
神的坚守，是主流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这档节目是浙江卫视人文气
质、人文血脉的重要延续，也体现了浙江人追求人文力量和艺术之
美的心灵渴望。”从《人文深呼吸》《华少爱读书》，到现在的《中华
好故事》，浙江卫视不断尝试以简单、活泼的方式展现艰深的国学，

《中华好故事》的出现，既是新鲜的，也是必然的。

日前，中国文联在京举行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抗战中的中国文艺”座谈会。
中国文联领导及抗战老文艺家代表、各
艺术门类知名艺术家、文艺理论评论家
代表等200余人与会。

著名剧作家胡可当年是晋察冀军区
八路军的一名宣传员。他说，我国戏剧
在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收获是：劳动人民
的艺术形象开始登上戏剧舞台，以 《白
毛女》 为代表的我国新歌剧诞生以及

《逼上梁山》等新编历史京剧和反映现实
的地方戏曲出现。“抗战初期还是话剧一
统天下，到了抗战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戏剧已经形成了话剧、歌剧和
改革中的戏曲三足鼎立的格局，敌后根
据地也涌现出王振之、王林、刘晓儒等
剧作家”。

表演艺术家田华 1940 年 12 岁参军，
有两个亲哥哥牺牲在保家卫国的战场
上。她激动地说：“我唱过 《大刀进行
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也
观看过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演出，也参
加过迎接百团大战凯旋的指战员们的表
演。文化大军把我带上了抗日战场，战
争把我一个不懂事的农村小姑娘拖上了
革命文艺舞台，让我成为了一个有理
想、有追求，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女战
士。”

导演高希希并非战争亲历者，但作
为一名军人、一名导演，他拍摄过多部
反法西斯题材的影视作品。他说：“希望
影视业同行能在今后的创作中加大对战
争的反思，从更深层次揭露战争的残暴
本质，以作品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
神，唤起观众内心对国家和平真正的热
爱。”

座谈会上，侯一民、李准、孟卫东、黑明、季国
平等艺术家代表也分别发言。他们表示，抗战时期形
成的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抗战文艺，在唤醒民众、发
动群众、激发人们爱国精神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文艺只有与时代同频共振，只有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繁
荣发展。 （晋 耀）

自 10 年前成功执导电视剧 《野火春风斗古
城》 后，导演、演员连奕名便一发不可收拾，至
今已经拍摄的抗战剧包括 《大刀》《中天悬剑》

《民国往事》《兄弟英雄》《五湖四海》《雪狼谷》
等多部，他几乎成了反法西斯戏专业户，自导自演
的模式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日前，又一部他导演
并主演的电视剧《左手劈刀》于北京卫视、四川卫视
黄金档播出，剧情围绕身怀“左手劈刀”绝技的红军
骑兵团团长曲折而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展开，剧
中旖旎壮丽的大漠风光，铁血雄浑的战争场面，惊
心动魄的马上厮杀，荡气回肠的英雄豪情以及曲折
动人的战地恋曲，令观众动容。

为何 10年坚持拍摄抗战题材？连奕名说，自

己从小喜欢英雄、敬佩英雄，李向阳、小兵张嘎
都是自己的偶像，心中深深种下了爱国情怀、民
族英雄主义情怀。应该通过影视作品把民族正气
和英雄主义传承下去。”

与一般抗战戏相比，连奕名的抗战戏总有自
己的特点，能取得高收视率，这和他对当下的电
视剧市场、对我们民族的历史人文传承包括中国
人的武侠情结都有着自己的精深认识有关。他坚
信，“电视剧把故事、内容做好，一定会有市场，
不能一味浮夸、狗血、离奇，只关心‘鲜肉’、包
袱、煽情。”《左手劈刀》 其实改编自网络小说，
有着网络文学的先天优缺点，连奕名和其他主创
去粗取精、去虚取实、去幻取真，找到了一条将
热门 IP搬上荧屏的正确道路。他最得意的是这部
剧把鲜少被表现的中国骑兵团搬上了荧屏。作为
国内马戏最多的电视剧，他至今想起来还要感
慨：“马戏拍摄难度太大了，太危险了，又特别费
钱。但我想，拍戏总得要有点自己的追求。”

连奕名是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生，京剧科班出
身，后因个子太高等原因放弃戏曲，转而到香港以
武术替身入行影视。如今他把在香港的那段时间视
为低迷期，因为那时他常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有戏
拍时今天跳楼、明天撞车，还曾从高处跌落致耳朵
失聪；没戏拍时群演、场记、剧务什么都干。但他也
感谢那段日子学会了很多东西，后来又潜移默化地
跟着吴子牛导演学到了摄影的基本功和一些导演
手法，后来才有了演而优则导的机会。

生活中，连奕名也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
人。因为自己本身的听力障碍，他对聋哑儿童格
外关心，也特别理解他们的心态。多年来连奕名
与妻子杨若兮一起资助了五六十个带人工耳蜗的
孩子进行听力恢复训练。他说：“平时我觉得自己
有没有名无所谓，但是到了做慈善的时候，还是
觉得自己更有名就好了，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二十四道拐》：

一条路的抗日传奇
一曲中美盟军的赞歌

本报记者 苗 春

《二十四道拐》剧照：中美军人协商保卫公路，抗击日寇。

1945 年 3 月 26 日，由美国随军记者约翰·阿
尔贝特拍摄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

1945 年 3 月 26 日，由美国随军记者约翰·阿
尔贝特拍摄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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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视播出《中华好故事》

人文综艺节目有了新玩法
王艺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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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坚持聚焦抗战题材

连奕名推出新剧《左手劈刀》
文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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