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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清明节特
别节目 《英雄丰碑清明颂》，播种
了一把英雄情怀，将镜头聚焦“中
国航天四老”黄纬禄、梁守槃、屠
守锷、任新民，国务院港澳办原主
任鲁平，“纪检好干部”王瑛，辽
宁号航母舰载机歼-15总负责人罗
阳、“维和英雄”杨树朋、李磊、
申亮亮，以期带给民族精神更多的
滋养。

节目中，历史讲述人谭江海于
现场大屏幕区、档案区、场景还原
区，将英烈事迹娓娓道来，而营造
成辽宁舰甲板和船舱、“航天四
老”实验室、中英谈判和香港回归
现场、维和部队营区的讲述区，仿
佛带领观众回到某一历史瞬间，让
过去的壮阔与今天的感动打破界限
而相连。无论是梁守槃对科学的

“三严精神”、黄纬禄的“四共同”
原则，还是四川省南江县纪委书记
王瑛身患癌症依然严格执法、坚守

岗位，“港澳引路人”鲁平面对英
方“刀光剑影”的谈判桌坚守祖国
利益，抑或是攻坚项目“进度表”
和解决技术难题“锦囊妙计”不离
身的“航母尖兵”罗阳以及足迹遍
布南苏丹、马里等多个任务区、在
异国他乡用热血书写忠诚的维和战
士，都在节目中做了尽情追怀和体
现。

主创更邀请了英雄的女儿、儿
子、姐姐、同事、继任者等，讲述
英雄背后的故事，使得英烈的形象
更清晰和丰满。节目还呈现了很多
与英烈相关的物品，如鲁平收藏的
字画、黄纬禄的笔记手稿、申亮亮的
遗物等，让现场平添了一份温情。

有观众在观看节目后发出由衷
的赞叹：“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
然。与《英雄丰碑清明颂》共忆峥
嵘岁月，不忘先烈精神。他们留下
的是一笔永不过时的民族精神财
富。”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句
广为人知的歌词，诞生于67年前。从那
时起，《董存瑞》《战火中的青春》《钢
铁战士》《亮剑》《我叫许三多》等一大
批影视作品，通过接续的人物和故事诠
释着“我是一个兵“的内涵。日前播出
的电视剧 《热血尖兵》 讲的也是兵的成
长故事，但这次故事里的兵，全部是来
自城市的“90 后”。在以往的作品中，
主人公往往在入伍前就很懂事了，讲述
的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故事。

《热血尖兵》聚焦的新兵，却不似以往。
一个把女连长想象成“东方不败”的

攀岩阔少，一个抱着毛绒玩具熊不愿撒
手的电游“妈宝”，再加一个喜欢纹身、热
心选秀的嬉皮歌手，这就是《热血尖兵》
里的“三剑客”。他们不仅亮相时与董存
瑞、李云龙、许三多不是一回事，而且前
期表现也与我们熟悉的军人不一样。

人民军队的兵员来源是以百姓为基
础的，百姓在一拨拨地新陈代谢，兵源也
随之更新。今天，人民军队的新兵来自

“90 后”乃至“00 后”青年群体，而城市化
的进程增加了新兵中的城市化比重。塑
造这种时代环境下的新兵，在新军事变
革的要求下，充分理解新军事人员和新
后备兵员的新特点、新风貌、新问题，是
当代军旅文艺创作必须面对的课题。《热
血尖兵》是对这个课题的一种解答。

《热血尖兵》 的解答方式，由浅入

深，由男孩到男人，由男人到军人的，
再由战士对自己的责任，成长出对亲
人、他人、战友、团队乃至对国家的责
任。创作者选取当代流行文化中的叙事
方式、桥段和元素，如“90后”人群所
经验的 CS 游戏、PS 呈现和高仿热点影
视作品符号、情景喜剧桥段，还借用了
卡通典故、热血剧框架以及语言中的脱
口秀、真人秀，甚至包括荷尔蒙到女汉
子等青春亚文化体系。

浸润着前期陆飞、司马战歌和张小
武的这些青春亚文化符号，经由 3 人的

“司马张飞”组合，在剧情前半的演绎，造
成了一个谑而不虐的喜剧场。陆续加入
的马班长、郭排长、马连长、张队长，渐次
应和调整着这个3人组合，至炊事班张班
长的加入而完成，构成了由谐入庄，庄谐
并重的成长故事。剧情后半段出现的许
多场景都会让“60前”的人们多有对经典
老片的联想，如陆飞跳崖与“狼牙山五壮
士”、张小武打入恐怖组织与“虎穴追
踪”、陆飞舍身扑人体炸弹与“董存瑞炸
碉堡”等。在这些场景的渐次建构中，陆
飞、张小武和司马战歌从最初要逃出军
营的叛逆形象，转变为要留在军营的捍
卫者形象。

亦庄亦谐，由谐入庄，充盈着“90
后”的风貌，洋溢着新军事变革的风
采，激扬着当代军人的青春风骨，这就
是《热血尖兵》带给我最突出的观感。

大型军旅话剧 《兵者，国之大事》
是以新军事变革时代背景下，整个军队
的前途命运为着眼点的恢弘巨制。作品
以当前军队的重大演习为切入视角，正
面反映当前一线作战部队存在的现实问
题和矛盾，充满了忧患意识和问题意
识，展现了和平年代的战斗气息。作品
对军队演习中长期存在的演习像“演
戏”现象的正面揭露，使军内外的关注
远远超出了一部话剧的范围，剧作提出
的“我军能否打赢未来战争”成为人们
热切关注的话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旅话剧从多
个侧面展示了人民军队的风貌，以丰富
的题材展现了人民军队的历史和当代军
人多姿多彩的生活和情感，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然而，直面部队军事生活、正
面表现一线作战部队训练、演习的作品
却凤毛麟角。特别是反映当代军人现实
生活的作品，由于一线作战指挥内容的
保密要求，剧作家常常难以获取演习的
一手素材和资料，无法让人体会军人应
有的战斗品格。特别是面对复杂的国际
形势，我军能否经受起未来战争的考
验，是所有国人关注的核心军事问题。
话剧 《兵者·国之大事》 以正面强攻的
姿态将选材的目光对准了一线作战部队
的军事生活，以几次实战演习为切入视
角，再现了实战演习的组织、策划过程
以及演习中的宏大场面，让观众近距离
感受到和平时期军队的战斗气息和军人
独有的阳刚之气，反映了军队生活的主
体精神，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

军旅话剧往往以弘扬正面价值为主
导，以激励、鼓舞官兵士气、提升部队
战斗力为目标，叙事方式多以歌颂和弘
扬为主。而话剧 《兵者·国之大事》 却
是一部大胆揭露问题和矛盾的作品，创
作者不仅勇气可嘉而且目光深远。

全剧由2004年我军某部队一场演习
结束后准备庆功会开始，参演的各级

团、营干部正在夸赞演习的成功战绩，
连指挥演习的战役局局长钟世成也志得
意满地准备喝庆功酒了。由俄罗斯伏龙
芝军事学院归来不久的参谋杨天放却站
在众人的对立面，尖锐地指出了演习中
的种种弊端，进而指出“我们这支部队
20多年没打仗，形成了很多积习，本位
主义严重，形式主义泛滥……花架子
多、作秀成分多、演戏成分多，有些部
队为了成绩好甚至弄虚作假，想出各种
对策应付上级”，“如果我们的军队再不
真打实练从实战出发，再不加快新军事
变革的步伐，假如战争来临，等待我们
的只能是大败，惨败！”

军队演习痼疾的长期存在，引发了
人们对和平时期军人职业、前途、命运
及其理想之间关系的思考。全剧开场，
主人公杨天放口无遮拦的真话引发众
怒，杨天放的老同学参谋赵云飞的一番
劝说令人深思，他说“机关干部要注意
三条：一少说话，二看火候说话，三看
领导的眼色说话，机关、机关，到处是
机关，是虎咱得先伏着，是龙咱得也盘
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杨天放的
回答让人心生颤抖，他说“和平时期不
怕丢前程和战争时期不怕丢性命同样伟
大！”

剧中的我军高级将领楚玉麟高瞻远
瞩，慧眼识英才，力排众议，支持杨天
放从实战出发的军演新方案。楚玉麟饱
含热泪的呼喊令观众热血沸腾：“死去
的烈士在看着我们，全国人民在看着我
们，看我们这一代军人有没有壮士断腕
的勇气，有没有向死而生的气概，敢不
敢用身体滚雷的精神杀出一条血路！”
这才是万千百姓心中期待的军人形象！
是全军将士应有的气概和品格！

《兵者·国之大事》给人们的启示和警
醒是深刻的。创作者深切的忧患意识让
作品的立意和品格不同凡响，确是新世纪
以来少有的正面表现军队改革的力作。

看 《嫌疑人 X 的献身》，许
多观众往往会忽略“四色理论”
的重要性，但我认为全片是围绕
着“四色理论”展开的。

“四色理论”是指在一张地图
上，虽然有许多边界划分，但是只
需四个颜色就足以让各个区域着
上不同颜色。在电影里，这个理
论可以巧妙地用以解释石泓对陈
婧的感情。沉浸在自己数学世界
的石泓自小不被人理解，有某种
程度的自闭。成年后的他甚至会
因为一道解不开的数学题而产生
轻生的念头。石泓陷进了自我怀
疑的漩涡里，久久找不到出路。
这时陈婧的出现对石泓无疑是一
缕迷雾中的光明。但是自卑的石
泓自然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处
在黑暗的他深知不能跟陈婧活在
一个世界。这就跟“四色理论”一
样，两个相邻的地界始终不能是
同一颜色。在石泓的视角里，他
不用融进也融入不进陈婧这样鲜
艳的颜色，只要陈婧在他身边存
在着，便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其实，在石泓自杀未遂时，那
个痴迷于数学、把自己关进笼子的
石泓已经死了。是陈婧的出现赋
予心如死灰的他以第二次生命，所
以就算知道自己永远得不到陈婧，
石泓还是会为了她付出自己的一
切。从这里回头看，电影在开始便
埋下伏笔，石泓做的所有事都是为
了用“最完美”“最优雅”的办法来
证明“四色理论”这个在他心中代
表孤独无奈的概念。如果仔细看，
最后电梯相遇时，唐川抱着的正是
标题为“四色理论”的书。石泓问
他“难不难”，实际是问他证明“四
色理论”难不难，唐川这时才明白
石泓所做的一切，所以推开大门
时，迎接他的便是一片光明。

相比日文版而言，我国拍摄
的这版节奏更快，更有破案时的
紧张与刺激。而最让我感动的，
还是石泓说的“有时候，有些人
只是好好地活着，便能拯救某人
了。”把所有的难题一一解开，
迷雾散去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石
泓对陈婧近乎疯狂的爱。

混合着戏剧技巧和规矩套子，
杂糅着松弛的生活化表演，同时自
然主义占领了越来越多的阵地。香
港式的摆姿态和台湾式的激情，逐
渐改变了我们的表演传统。欧洲表
演的理念基本被丢掉，俄罗斯、英
国、法国的影响几乎已被肃清，试图
效仿好莱坞式表演——而此时好莱
坞的阵地却往往被英国、澳大利亚
的戏剧演员们占领。

当下，新形态的电影表演已经
产生。虽然坊间颇多诟病，在国际
上也很难产生影响，但此种表演形
态已经日益地位巩固，成为这个时
代电影表演的具体内涵。

去戏剧化与戏剧
演员的全面进入

新时期以降，电影业各阶层掀
起“去戏剧化”运动，文学、理论、创
作、教学、文化各界，达成“共
识”：过去中国电影的弊端，主要
源于电影架上了“戏剧的拐杖”，
遭受了戏剧的侵害，如想赢得电影
的 新 生 ， 必 须 “ 丢 掉 戏 剧 的 拐
杖”，实现“电影语言的现代化”。

“电影不需要表演”“零度表演”
“无表演的表演”“电影演员活道具
论”，种种言论充斥20世纪80年代
的电影声音中。之前中国的电影表
演，大部被归类为反面教材。

然而，以“去戏剧化”武装思
想的导演们，在实际创作过程中，
却普遍邀请各个剧院的演员加入电
影创作，他们逐渐演变为电影演员
的主体。他们将厚重的戏剧表演技
巧带入了电影创作，极大程度地提
升了电影的表现力，并迅速与更新
升级的电影语言合流，形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生机勃勃的电影创作
局面。同时，原本存在于戏剧中的
种种弊端，历史原因形成的规矩套
子、僵化思维、生硬图解、公式
化、概念化，也又一次和电影创作
中的问题合流。

对欧美表演的模仿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援助时
期，学习“斯氏体系”等俄罗斯演
剧方法是严格的政策指令，但欧阳

予倩、焦菊隐等前辈依旧韧性对
抗，保住了民族演剧方法一支血
脉，成功地将斯氏体系的“普遍真
理”与中国艺术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创造出影响新中国数十年的
中国演剧体系 （或称之为“北京人
艺演剧体系”）。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各界高
度一致地盛赞欧美表演方法，甚至
认为只有全面效仿欧美表演方法，
才能够拯救中国电影。因此马龙·
白兰度、罗伯特·德尼罗，梅丽尔·
斯特里普、达斯汀·霍夫曼，成为
一代中国影人心目中的“四大天
王”。欧洲电影也曾被人追捧，特
别是法国电影。一代中国演员开始
模仿欧美演员的表演方法。由于国
内对于西方文明和当代社会形态了
解较少，对其表演观念和技巧只能
片面理解，无法分析研究隐藏在背
后的更加重要的社会心理、艺术形
态、电影产业问题，只能研究其

“技”，很难触及到“术”。这也是
整个电影创作各个方面面临的共同
问题：知道它好，就是学不深。

部队文艺与小品的影响

中国电影的创作观念和表演方
法，深受部队文艺的影响，直接的创
作和间接的渗透并存。在中国的演
员构成中，部队演员比例极高，接近
1/3。老一代电影演员中，相当一部
分有从军的经历。此外，部分高校
表演教师曾为军人。部队演员的表
演风格有着鲜明的特点：被强调的

主题，简单的情节，通俗的演绎，鲜
明的人物，迅猛的节奏，简洁的动
作，外化的内心，观众的共鸣，灵活
的应对——是对部队演员的要求原
则。他们在战斗间隙、恶劣环境
中，面对文化程度不高的指战员，
演出必须直接具有宣传鼓动作用，
时间不能太长，形式不能复杂，内
容必须浅显，演技必须抓人。

同时，部队文艺的演出方法，
通过上世纪 80 年代大热的电视小
品，深入千家万户，也间接构成了
电影、电视剧、电视文艺的表演风
格的一部分。小品的主体力量构
成，小部分以赵本山、赵丽蓉、冯
巩为代表的由二人转、戏曲、相声
等传统演艺发展得来；大部分则由
部队文艺转型而成。部队文艺的特
点，也改造了电影的表演观念。

港台表演北上

如今，内地所有重要的电影均
有香港制作背景，香港电视剧和台
湾电视剧也成功地打入了内地市
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内地影
视剧的制作方法和制作观念。与它
们一同北上的，还有港台影视剧的
表演方法。

香港电影和电视领域的演员高
度一体。香港演员培养的重要手段
是“以赛代练”——以实际拍摄代
替漫长的专业训练。香港电影高度
商业化，他们的制作方式更接近于
工业化的流水线作业：分工细，效
率高，周期短。表演方面，演员没

有时间进行案头准备工作、排练和
沟通，往往接到通告很快便进入拍
摄。而创作团队事先已经做好严整
的分镜头设计，不仅仅机位、光位
已设计完成，就连演员的调度、运
动幅度、表演处理，也都进行了替
代设计。因此，香港影人评价自己
的演员表演时也说：“他们都是单
镜头里的明星，很会摆 POSE，连
着多拍几个就不灵了。”

在如此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香港
演员，特点是适应性强，通用性
强，普遍具有动作能力，擅长在镜
头前展现自我魅力，掌握快速直接
打动观众的一些表演技巧；不足是
缺乏对人物的深刻理解，视野狭
窄，缺乏对于角色远景的把握能
力，表演技巧单一。

台湾影视演员和香港演员有相
似之处，但由于开工量远远不能与
香港相比，又缺乏外向型的眼光，
全民的综艺化趋势又使得台湾演员
表演比较夸张、过火，念白腔调较
重，“吼派”表演不止一位。

20 世纪 80 年代起，大批港台
影视剧被引入内地。对于青年观众
来说，港台影视剧的表演方式，几
乎就是华语商业片的金科玉律。青
年一代观众的观影观念已经被影
响，港台方式成为他们认知的起
点。港台表演掌控了内地各艺术院
校表演系的学生们。当内地戏剧院
团后继乏人，民间力量仍不足以支
撑电影需求的时刻，表演系的学生
们是电影演员唯一的后备队。这支
后备队，基因已经变异。部队成名
演员都已不年轻，真正年轻的一
代，哪怕出身于部队院校，其表演
基因也已经遭遇港台表演变异。部
队文艺的血脉逐渐暗弱，香港—台
湾也很难培养成批次的青年演员
了。

打造本体论意义上的中国电影
表演体系，这是几代人的追求，又
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电影创作
一直能够在其他阵地上找到表演的
支撑，这种支撑构成了当代中国电
影表演的内容。或许，它们的沉淀
之物，恰恰是电影表演的内涵本
身。变化之中的纷乱、激越，也许
是条道路。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影视机
构委员会日前正式挂牌，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赵化勇,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张显等相关人士
出席盛会。同时，凤凰卫视集团、
广西电视台卫星频道联合浙江华
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文
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30
家影视机构的负责人与会。经中
视协分党组批准，凤凰卫视集团
为影视机构会长单位，凤凰卫视

集团副总裁王纪言为影视机构委
员会会长。

据介绍，第一届理事会的主
要任务是为全国影视机构及其影
视创作者搭建一个对话、交流及
合作的平台，提供信息共享、创作
指导、推动影视创作的精品化、多
元化、规模化发展，帮助影视项目
各个产业链进行资金对接，搭建
中国影视项目投融资平台等。挂
牌会上同时举办了中国电视剧产
业发展论坛。 （王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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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丰碑清明颂》：

天地英雄气 千秋当凛然
宣 沂

直面积弊是一种勇气
——评军旅话剧《兵者，国之大事》

程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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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者·国 之
大事》剧照

《热血尖兵》
剧照

◎墙内看花

许 兢

漫画 来自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