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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晚，东方卫视全新大型原创音乐挑战节目《天籁
之战》开始播出。这一节目让每一个有歌唱梦想的普通人，都
有机会向明星歌手发起挑战并同台竞唱，形式比较新颖。

首期节目中，4位明星歌手莫文蔚、费玉清、杨坤、华晨宇
直面了7位来自民间的音乐高手。功成名就的明星歌手们在节
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对手是谁，
会被要求演唱什么样的歌曲，并要在仅有的24小时里改编出一
首歌用以应战，接受随时被打败的可能。如果不是抱着一种愉
快的比赛心态、一颗提携新人的惜才之心，确实很难成为一位
合格的“天籁唱将”。对此，东方卫视中心总监助理、《天籁之
战》总制片人任静特别点赞来到节目的每一位明星：“他们其实
也都是从默默无闻一路走到了今天。只有有着足够自信的人，
才不畏惧挑战。”

与此同时，素人歌手亦都是带着自己的拿手曲目有备而
来，可谓十年磨一剑才敢来挑战。他们的实力也让明星歌手
不可小觑，星素的实力差距并不悬殊。这一次，素人歌手不
再被权威挑选、被指导、被收入麾下，他们要做的是“曾经
我的梦想是变成你，而今我的梦想是打败你！”王岚、邓鼓、

高瑞和林伟龙代表的已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更代表着每一个
坚持追逐音乐之梦的普通歌手。东方卫视中心总监、东方娱
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勇说，节目想要表达的价值观
正是努力与奋斗，“每一个人经过努力，都可以站上巅峰。下
一个，就是你！”

东方卫视播出《天籁之战》

传递努力拼搏的价值共鸣
文 静

犯罪悬疑巨制《惊天破》正在公映。
影片主要制作方银都董事总经理陈一奇
介绍，目前已经面向全国发行了粤语版和
国语版，各地影院均可选择公映两个语言
版本。这是中国内地影史上首次大规模
粤语排片。陈一奇说，大规模发行粤语和
国语两个语言版本，是“既要原汁原味的
港片情怀，也要全新的创作理念”。

这部影片以警匪犯罪片的手法，讲述
了一个写实的除恶故事，挖掘出角色的深
层性格和故事蕴含的人性哲理，将香港警
匪电影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导演吴品

儒说，他花费了10年时间来打磨剧本，他
评价两位主演的表现说：“谢霆锋和刘青
云在影片里贡献了精彩对决，两人之间的
心理战就像下棋一样，大家互相博弈，旗
鼓相当，表演十分出色。”

一些资深影迷表示，看电影都是提
倡看原文的，拍摄时演员采用什么语
言，就看什么版本的电影；何况香港电
影都保存了香港本土文化，看粤语版才
能体会其中的文化氛围，体现只有粤语
才有的语言特点和独特笑料。中国艺术
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赵卫防介绍，从

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香港电影
都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但
内地放映的只有普通话版本。
两广地区可能有大量粤语人群，
但放映的也是普通话版本。如
今电影主体观众为年轻人，他们
追逐潮流，熟悉港台地区文化，
看粤语电影比较多，会觉得粤语
电影“更有感觉”。对于《惊天
破》这样有警匪、动作元素的影
片，母语为粤语的演员表演可能
更少语言障碍，发挥更好。所
以，这种排片对提高《惊天破》的
票房、口碑，是有益尝试。

他是第一个走进陕北的外国记者；他采访了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等众多红军官兵；他用一本《红星照耀中国》
也即《西行漫记》，向全世界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群
真正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中国人——红
军。他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见证者之一，他也是毛泽东的
好朋友。他就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34集史诗大剧《红星照耀中国》，目前正在湖南卫
视播出。这部剧通过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夫妇的
视角，纪录和审视了从1928年至1943年在中国大地上发
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与变革。整部剧人物众多，故
事情节错综复杂，政治事件惊心动魄，战争场面波澜壮
阔。该剧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2016年“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片”重点电视剧项目。

源自同名著作，但有新颖视角

该剧的故事主要源自斯诺的同名著作《红星照耀中
国》。导演赵东阳介绍，他们从抓剧本时起，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办公室的专家就参与其中。大家的共同愿望是希望
这部剧在主旋律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的选材和呈现方
面能有所突破，如此，视角就要有一定的改变。后来就确
定了从结构上把斯诺夫妇作为线索，像串珠子一样，将他
们在国共双方接触到的人，比如蒋介石、宋美龄、宋庆龄、
毛泽东、朱德等穿起来。除了众多大人物，剧中也有平民
百姓、普通士兵，并把他们的故事融入到历史变革的巨大
洪流中。斯诺在中国13年，即从1928年到1941年，该剧
就把这期间发生的大事件都贯穿起来：从中国遭到列强瓜
分，到暗潮汹涌的西安事变；从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
最惨烈的淞沪会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抵御日寇的
壮举，众多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被一一重现。

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把中国共产党、红
军、毛泽东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告诉了全中国，也告
诉了全世界。毛泽东跟斯诺讲了很多事情，因为当时红军
刚到陕北，所以讲长征讲得比较多顺理成章。在此基础
上，该剧还原了红军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从而深刻诠释
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伟大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

斯诺是个记者，常常接触到不同身份、国籍、党派
的各种人物，该剧也表现了当时中国动荡的时局下各种
人物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命运转折，体现了人们在大
环境下的无奈、屈服与抗争。

赵东阳介绍，该剧按照斯诺在中国的行动轨迹——上
海、北京、延安、重庆的顺序来叙述。斯诺在延安一共生活
了7个多月，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大上海
繁华的十里洋场，黄土高坡上土地贫瘠的延安，两者的地
域风貌、人物精神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上海滩纸醉金迷，
物质丰富但人们精神萎靡，延安的人们虽然吃不饱、穿不
暖，然而精神丰富、信仰坚定，其中蕴含着巨大反差。

情景再现，呈现历史质感

《红星照耀中国》的主创力求将剧作打造成一部大格
局、大制作、大情怀的品质剧。据总导演、总编剧臧云

飞介绍，该剧用8个月的时间拍成，大家每天早6点起
床，晚12点收工，大雨淋着，大太阳晒着，大雪盖着，
实拍了 4个月，终于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该剧以精良的拍摄手段，向观
众呈现出接近电影的精美画面，将剧中人们的理想、斗
争、生活、爱情以及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侵略者与反
侵略者之间、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精彩故事展现在观
众面前。

赵东阳说：“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戏拍得有情景再现
的感觉，让观众能够很快进入到剧情中。”为了还原当年
的质感，剧组在外景、演员表演、服装等方面都下了很
大工夫。摄制组的最大难点就是转场多，170多人的队
伍从车墩、象山、宁波、杭州、怀柔、王佐、绥德、安
塞、壶口、延安、长城一路走来，等于沿着斯诺曾经走
过的地方拍了一大圈，甚至还到朱德总司令当年住过的
窑洞进行了实拍。赵东阳认为，整部戏影调的地域性特
色很鲜明，比如延安在镜头处理上非常突出，有宽阔大
气之感。

角色众多，全国海选演员

这部剧中有许多观众熟悉的演员，除了出演领袖人物
的黄海冰、王伍福、马晓伟等，还有周海媚、赵文卓、蔡国庆
等百姓耳熟能详的明星。赵东阳表示：“我们放开去下了
一盘很大的棋，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和线索来找演员。”由于
角色极多，有名有姓的、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物有100多
位，所以剧组在全国进行了演员海选，要求造型、气质要接

近角色，还要考虑观众的接受度、演员的收视率。
饰演斯诺的远明从语言、形象、个头等方面都特别

合适饰演斯诺，和史料上戴八角帽的斯诺非常相像。他
是美国芝加哥人，极为敬业、勤奋，在剧中全程用中文
对戏，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饰演毛泽东的黄海冰清秀
的外型，微微蹙眉时的神态，非常接近斯诺当年拍的戴
八角帽的那张照片上的毛泽东；著名歌手蔡国庆其实是
学表演出身，他出演北京没落贵族金四爷，举手投足拿
捏得不错；香港演员周海媚饰演宋美龄，气质比较接
近；著名武打演员赵文卓本身就是东北人，他饰演少帅
张学良，其精干气质和独特眼神都比较符合角色要求。

赵东阳说，这部剧从一开始就想把观众的年龄段降
低，“就像《丁丁历险记》一样，这部剧写的是斯诺的游
历过程，让观众惦记哪天斯诺游到哪里、见了什么人、
发生了什么事，观赏性很强。”“为什么红星能够照耀中
国？为什么国民
党一步步走向衰
落，共产党从小到
大一步步走向胜
利、走向辉煌？回
顾这段历史，思考
我们今天要走的
道路、我们的信仰
和追求。这就是
《红星照耀中国》
拍摄的价值和意
义。”总导演、总编
剧臧云飞说。

编剧：江奇涛
导演：刘苗苗
主演：卞巴单孜、杨琼、张一梅、许志群

故事简介：1935 年，红四方面军南下返回途
中，运输营的一个女兵班在桥头与主力团陈团长相
遇，男兵们把自己的草鞋等物给了女兵。女兵班被
派往空心树兵站“执行”任务，返回时部队已撤
走。她们意识到部队有意将她们留下，女兵们为此
争吵起来。班长冯贵珍急中生智，拿出一张纸条证
明红军并没有甩掉她们。姑娘们破涕为笑，打点行
装，追赶部队。陈团长在一次战斗中双腿被炸断，
他不愿连累部队，毅然举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女
兵们顽强地追赶部队，但饥饿、疾病和死亡一直在
威胁着她们，有人牺牲了，剩下的人没有动摇信

念，坚定地向前进。5位女兵终于追上了红军大部
队。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越过了草地。

点评：该片表现了红四方面军5位女战士追赶部

队的故事。影片细致地刻画了女战士们与艰苦的自

然环境做斗争的过程和她们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

饥饿、疾病和死亡一直在威胁着她们，但她们仍以

乐观的精神面对苦难，坚定信念，经历了生死考

验，终于追上了红军大部队。

这部影片表现的是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

的情景。相对于第一、二次过草地，自然环境更为恶

劣。为了真实再现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苦，导演刘苗苗

带领摄制组进驻川藏高原，她不让演员洗澡，不让她

们吃饱，以便演员更能体验当年红军女战士经受的磨

难。影片的影像、化装、服装、道具都尽力展现当年的

艰苦环境，令人感到非常震撼。 （张 东）

两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
有困难、有牺牲，更有着不胜
枚举的、感人至深的小故事。
在众多有关的史诗级大制作纷
纷登陆荧屏之际，央视综艺频
道《回声嘹亮》节目组独辟蹊径，
从小人物、小故事出发，本着
客观再现真实历史的原则，奉
献了一台长征特别节目——
《长征路上的回声》。

以小见大，探究不

为人知的长征故事

《回声嘹亮》节目组此次没
有将“恢弘场面”“大型歌舞”这
些晚会类节目上的传统元素作
为贯穿节目的主基调，而是从小
处出发，挖掘长征路上那些不为
人知的小故事，以此作为整个节
目的切入点。节目制片人刘林
说：“我们策划之初就达成了共
识，想呈现给观众的，是‘你所不
知道的长征故事’。”节目组不仅
邀请红军后代代表和部分老红
军来现场讲述历史，还透过女性
视角讲述长征中女红军战士的
故事，直击观众内心最柔软的地
方。节目组前往陕西、甘肃、四
川、江西4个长征途经地采风，去
当地博物馆翻阅史料，与许多红
军子女面对面交流。节目组找
到了一位名叫贾晓慧的红军后
代，她手上有这些年来自己举着
摄影机亲手录制的许多老红军
战士、抗日战士的一手资料。

古今交错，以情景再现贯穿节目始终

这台节目分为信仰、坚守和梦想3个篇章，每个篇章以
情景剧的方式呈现一段“古”与“今”的对话，让观众在
这种古今时空交错中品味长征精神。节目中，观众不仅听
到了革命先辈及其子女讲述的革命事迹，也看到了诸如当
下现实中的云南缉毒队的女兵、戍守西藏边疆的战士和已
故飞行员张超等当代人，是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并传承长
征精神的。

没有说教，没有长篇大论，更没有强行灌输，有的只是
历史和真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成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
该如何理解长征精神，并将它代代传承下去？观众会随着节
目的推进慢慢去找寻。

度身定做，用点滴巧思打造特别节目

《回声嘹亮》节目组用点滴巧思为“长征”度身定做了
一台特别节目，节目中的每一首歌、每一段影片，都是根
据该篇章的场景特意挑选的。刘林举例：“开场歌曲《兴国
山歌+送郎调》，两个曲调本来并没有直接关系，节目组将
它们融合在一起，就是为了让观众在这种浅吟低唱中静下
心来，去倾听之后的故事。”《兴国山歌》里的歌词也是节
目组特别寻找到这首山歌的传承人，为这台节目专门创作
的。
“红飘带的回声，这回声遥远又清晰，这回声动情又绵

长。”伴随着节目中宛转悠扬的歌声，观众跟随《长征路上
的回声》节目一起，跨越80年历史，倾听着两万五千里长
征路上的动人故事……

湖南卫视播出电视剧《红星照耀中国》

新颖视角展现宏阔历史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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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陶万荣之子阮晓浒（左）现场讲

述母亲的故事

□回顾老电影

《马蹄声碎》（1987）
潇湘电影制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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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演谢霆锋（右）和刘青云在《惊天破》宣传

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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