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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用这
句话概括电视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观
后感，十分恰当妥帖。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常
常令人联想到庄严的腔调、宏大的视角，对年
轻观众而言是“隐形”的。但《红军不怕远征
难》力图改写革命战争题材纪录片在年轻受众
间的感受。在这部纪录片里，观众可以接二连
三看到实地拍摄、史实再现、多重叙事、双套
结构、航拍、插画动画、三维合成、虚拟植入
特效以及镜头质感极强的急行军、大作战……
甚至还有神似大导演吴宇森的绝活“子弹时
间”的手法——“静物拍摄”。当这些以往只
出现在电影大片里的手法和画面扑面而来，电
视机前的观众一边被“燃”到热血沸腾，一边
又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总制片人、《红
军不怕远征难》总导演吕军说：“这是革命战
争题材纪录片的新尝试！”

“回望者”与“亲历者”交叉讲述

如果仅凭想象，这部名叫“红军不怕远征
难”的纪录片，可能又是标准套路的产物。然
而，这部片子并非如此。《红军不怕远征难》总导
演吴志勇说，它没有延续“堆砌”+“灌输”的传统
套路，而是开创了一种“双讲述人”的全新叙事
方式，两位主持人也是讲述人谭江海、石凉交替
出场，一个代表历史的“回望者”，以全知视角引
领观众理性冷静地统观、剖析历史，另一个则化
身历史的“亲历者”，扮演成老百姓、通讯员、红
军战士，带着观众在悬崖峭壁、硝烟火海中出生
入死，“当下”和“过去”两个时空，就随着他们的
身影实现“无缝切换”。

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为了真实表
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石凉穿上草鞋、
背上步枪，扮成一名渡河的红军战士，雨水横扫
在脸上，渴了，他伸手接了一捧送进干枯的嘴
唇；饿了，他就掏出一把生米硬嚼下去充饥。他
脚边几寸外就是万丈悬崖，疲倦不堪的战士们
稍不留神，就可能会跌落悬崖献出生命——这
就是当年红军在大渡河的真实境遇。吴志勇认
为，通过主持人的“再现”，观众会产生身临其境
之感，被红军战士的顽强意志震撼并进而深思：
是什么样的使命感，使这些年轻人拖着饥寒交
迫的身体，一昼夜强行军120公里并攻下大渡河
“天险”，完成世界军事史上这个“不可能的任
务”？在这里，“代入感”得到了充分发挥。再
如，谈到刘伯承带领红军，与大凉山的彝族人民
“彝海结盟”的佳话时，谭江海站在书桌前，即兴
挥毫，写下了一个“心”字，揭示了“得民心者得
天下”的道理。
《档案》栏目主编、《红军不怕远征难》制

片人、执行导演刘晓彤说，这部纪录片力求通
过“双讲述人”模式的运用，把体温和心跳注
入到历史当中，使历史有血有肉地在荧屏上
“复活”，也为中国纪录片的语言体系带来全新
的想象空间。

“陌生化”与“细节化”相互交融

发生在80年前的“长征”，对如今的年轻
人来说，已经越来越遥远和陌生，多半只剩下
“爬雪山过草地”等简单概念。用时下的话语
来说，长征题材可以算是一个很老很老的IP。
老 IP怎么涨新姿势？传统题材怎么融入新调
性？节目组祭出了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组的
看家本领——“揭秘”，延续了“熟悉的事情
陌生化”“宏大的事情细节化”两大路线。

吕军介绍，节目组花了1年时间，横跨1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几乎重走了一遍长征
路，采访了 200多位亲历者和红军后人。最
终，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的湘江战役、四渡赤
水、飞夺泸定桥、穿越松潘草地等震撼画面，
全都是实打实的“重返历史现场”。

该片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显得非常冷静。吴
志勇说，导演组在实地探访过程中发现了一份
张闻天发表在《红色中华》上的社论，把长征
出发前1个月红军的武器和物资准备清单、部
队编制情况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一段落本身就

是客观评价：长征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战略
行动，它也是中国军队、中国共产党从稚嫩到
成熟的必经过程。像这样的“揭秘”，不仅站
在更高历史维度上回应了把长征看作是“一个
贸然而仓促的决定”的偏激观点，也通过长征
精神，把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在
了一起。
“时光不老，故事动人。”真实的历史故事总

是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然而在新时光里，历史
也必须寻求新的艺术表达形式。《红军不怕远征
难》通过一些创新手法，使老IP具备了符合时代
语境的新面貌。吕军认为，作为纪录片，《红
军不怕远征难》比史书更细腻更吸引人，又比
电影更有料、更丰富真实，更贴近时下年轻观
众的口味。

日前，2016首届海峡两岸“中
华民族敬天祈福”活动在山东泰安泰
山脚下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海内外
的万余名传统文化爱好者参与。

国学研究者曾仕强表示，当下敬
天，一是要表示顺从大自然的规律，做
到天人合一；二是表达磊落做人的心
意，以德敬天；三是表明，古代只有帝

王才有的敬天特权，如今普通百姓也
能参与。至于祈福，则是希望上苍降
福于民，人人内心安宁，国泰民安，世
界和平。

这场活动由罗浮山国学院、九洲
文化传播中心、山东绿地泉控股集团
等16家单位共同举办。

（高斯琪）

当地时间10月 15日，著名导演李安携新作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剧组人员在纽约召开记
者会，此前一天，该片在纽约国际电影节举行全
球首映。

这部电影的最大特点在于技术突破。李安
坦言，从首次采用3D技术拍摄《少年派的奇幻
漂流》时便已酝酿120帧拍摄技术。此次该片高
于普通电影5倍的帧率，加上4K高分辨率和3D
效果，使每个场景、每个人物就在观众眼前，
触手可及。“未来电影就该是这个样子。”李安
说，“你与电影以及角色之间，将不会再有模糊
的隔阂。”

然而技术不独是最大卖点，李安更在意新
的技术与剧情融合。改编自畅销同名小说的这
部影片，讲述了19岁美国男孩比利?林恩在伊拉
克战场和在美国橄榄球表演中场遭遇的故事。
记者会上，李安说：“军人被告知如何在战场上
生存，却没有被告知如何在战争后生活。”尽管
李安强调自己的新作不是一部反战片，但片中
一些情节还是发人深省。比如，当林恩等一众
美国士兵半夜搜查、逮捕伊拉克恐怖嫌疑分子
时，小男孩眼中的悲愤泪水和老妇人撕心裂肺
的哭嚎等特写镜头，让观众印象深刻。当比利?
林恩为救战友与敌人搏斗并将其刺死时，对方
充满血丝的大眼和伸出的一个食指在画面中定
格，令人唏嘘，更令人感慨——要和平，不要
战争。影片最后将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感觉
有力杀敌却无力改变现实的林恩，辞别亲情，
返回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场。

许多人观影后表示被“催泪”了，“与其说它是战争片，不如说是温情片。”记
者会上，外媒认为，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是一部技术革命性影片，也
有美国记者表示，对片中过多倒叙镜头的叙事方式不太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李安新作中有中资身影。该片由好莱坞电影公司Studio8
和索尼旗下哥伦比亚三星电影公司联合制作。其中，中国的复星集团是Stu-
dio8的投资方之一。近年来，中资企业加快与更多海外影业公司合作，从制
片、发行、放映到衍生品等各环节，布局国际产业链。好莱坞也更看重中国
市场，尤其注重吸引中国年轻一代。

《姐姐》（1984）
上海电影制片厂

编剧：叶楠
导演：吴贻弓
主演：宋春丽、王之夏

故事简介：红军西路军在甘肃省河西走廊
与国民党马步青、马步芳部队进行了一场力量
悬殊的激战。妇女先锋团女战士“姐姐”身负
重伤，流落在附近的山谷林中。一天，姐姐救
起了一名昏迷不醒的红三十军的小号手。在她
的精心护理下，小号手病势日趋好转。两位红
军战士相依为命，寻找自己的战友和部队。他
们在沙碛的黑山口遇到一名裕固族小姑娘，小
姑娘的家惨遭国民党马家骑兵的焚烧，她也加

入了姐姐的队伍。
他们在沙漠里意外发现了一本红军西路军

妇女独立团牺牲的姐妹们的名册。姐姐悲怆而
坚毅地说：“她们的名字应该让后人知道。”在艰
险的征途和战斗中，姐姐和小号兵相继牺牲。小
姑娘默默地埋葬了姐姐，拿起那本烈士的名册，
背上小号兵的军号，继续朝陕北方向走去。

点评：这是一部艺术片，没有曲折的情

节，却从敌我双方力量的悬殊对比中，表现了

人与自然的顽强拼搏和生命的价值以及红军精

神的伟大。导演追求一种诗化的氛围。大漠落

日、红霞满天，戈壁上的草丛和沙漠上的小

花，使人感受到美的力量和生命的价值。影片

最终，姐姐和小号手都牺牲了，小姑娘带着两

位战友的遗愿，继续前进。这也昭示了革命需

要前赴后继的意念。 （张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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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联合众成就传媒共同打造的大型室内游戏综艺
《全家好拍档》，日前首播。由喜剧演员王宁、修睿领队，奥运冠军魏秋月、
刘晓彤、陈艾森、陈若琳倾情加盟。冠军们携各自“人生好拍档”，组成“中
国女排队”与“中国跳水队”两大奥运战队，挑战趣味游戏，进行对决。节
目中好拍档们还与观众分享了曾经一起经历的温暖、感人、有趣的故事，展
现了奥运健儿们赛场外不一样的一面，节目播出之后收到了多方好评。

近年来，户外综艺扎堆霸屏，棚内综艺似乎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全家好
拍档》却采用逆向思维，将这样一档主打拍档情怀的大型原创综艺搬到室
内，通过丰富的游戏赛制，打造一场“星素”大联欢。节目游戏和访谈环节
旨在激励出拍档互相扶持、共渡难关的情感，展现“中国式拍档”的默契和
情怀。节目出品方表示，希望呈现给观众的不仅仅是游戏和挑战，更是欢笑
背后的情感回归。

在笔者看来，综艺节目游戏的外壳之下，本质还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
流，这才是节目最值得关注的亮点。《全家好拍档》强调对情感内核的挖掘，
在节目游戏当中，团结、协作、拼搏的正能量也是令观众动容之处。观众们
能够看到嘉宾的真实反应，游戏的任务就像生活一样，有成功也有失败，有
苦也有甜，嘉宾们的故事分享也为观众了解他们在舞台之外的生活提供了
“窗口”。比如女排运动员魏秋月的好拍档黎芷宏，陪伴魏秋月度过了人生最
低谷，也见证了她圆梦里约的不易。节目告诉普通观众：“好拍档”的情怀不
是靠“说”，而是靠日积月累的陪伴与默契。

首期播出的奥运专场还让观众看到了独创的大型游戏道具，这是《全家
好拍档》区别国内现有游戏类综艺节目的最大特色，高空平衡板、“叠蛋
糕”、易拉罐塔、蹦床等游戏道具设置震撼力十足。节目组对于震撼道具的尺
寸把握恰到好处，既能够充分完成使命，又不抢嘉宾风头。大道具、大装置
以往多用于户外综艺，此次《全家好拍档》将大型道具置于棚内，不仅强化
了室内游戏的聚焦性和紧张感，也增大了挑战难度，进而激发“拍档”们合
力通关的精神，使得节目颇具趣味性。

电视片《红军不怕远征难》：

革命战争纪录片的新尝试
本报记者 苗 春

《红军不怕远征难》剧照

海峡两岸“中华民族敬天祈福”活动在泰山举行

奥运冠军陈艾森（左二）、陈若琳（左三）和好搭档在一起

央视播出《全家好拍档》

拍档情怀最暖人
杜 鹏

央视一套晚间黄
金档正在播出的电视
剧《绝命后卫师》，唱
响了红 34师在长征途
中作为后卫部队，掩
护 中 央 红 军 突 破 重
围，最终几乎全军覆
没的慷慨悲歌。该剧
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和福建省委宣传部等
单位拍摄。芶鹏任制片人，董亚春执
导，钱林森编剧，张桐、李强、郭广
平、郑昊等众多实力派演员联袂主演。

该剧将焦点放在长征的非决策层，
即普通的红军指战员身上，除了刻画师
长陈树湘、师政委程翠林以及团长苏达
清、韩伟、蔡中、政治委员俞选文等
34师核心指挥员的形象，也挑选了赖
老石头、赖娇娇父子、林金成三兄弟、
张桂雄、李满玉夫妇、木子李与猎人师
徒等一系列人物组合来丰富全剧的人物
结构。

红军长征是一项艰苦卓越的远征，
《绝命后卫师》的拍摄也同样是一场艰

难的战斗。剧组在福建
龙岩长汀实地拍摄，
85%的戏份都是艰苦的
外景戏，开机前后又适
逢福建的雨季，为了顺
利完成拍摄，剧组多次
抢修了通往现场的道
路。不过艰苦的环境也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连

绵不绝的雨水、苍茫的群山、阴霾的
天气、充满泥泞的山路，在影调上打
下了基础，展现出画面的厚重感。恬
静的古镇，古朴的土楼，通过光晕、
光斑、光线的散射又营造了一种令人
流连的田园氛围。

红34师的绝命后卫任务是一项向
死而生的悲壮任务，该剧上演多场在
情感、情绪上极具感染力的重头戏，
比如34师的出征、陈树湘与母亲相见
时的感动人心、苏达清因不执行返程
任务而被撤职、李满玉受重托带着名
单撤离，尤其是每个红军战士不同的
牺牲方式……都将给观众留下深刻的
印象。

《绝命后卫师》播出

再现一段悲壮的长征史实
本报记者 苗 春

□回顾老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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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命后卫师》剧照

李安导演工作照

《姐姐》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