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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界

时代维度

时代造就英雄，英雄闪耀时代。记

录和颂扬时代辈出的英雄模范，是电影

长盛不衰的使命和创作之重。

这 10 部 影 片 通 过 影 像 化 记 述 10

个英模人物和英模群体的成长经历，

全 方 位 立 体 式 展 现 了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我 国 发 展 的 壮 阔 历 史 画 卷 ，从 时

代 之 变 、中 国 之 进 、人 民 之 呼 中 捕 捉

灵 感 、提 炼 主 题 ，全 面 深 刻 展 现 时 代

风采。

《柳 青》以 柳 青 的 第 一 人 称 视 角 ，

再现了波澜壮阔年代中人民的生活和

精 神 转 变 。《守 边 人》时 跨 半 个 世 纪 ，

带“双喜”和“奖”字的搪瓷缸等，都真

实 再 现 所 处 年 代 的 沧 桑 意 味 。《我 的

父 亲 焦 裕 禄》讲 述 了 焦 裕 禄“ 洛 矿 建

初功”“兰考战三害”“博山生死别”的

故事，回顾了焦裕禄竭尽一生为党和

人民服务的光辉事迹。《守岛人》故事

的 时 间 跨 度 达 32 年 ，大 到 城 市 街 景 、

建筑风貌，小到人物穿着、生活道具，

最大程度上还原了时代的特色，给观

众 带 来 沉 浸 式 的 时 代 体 验 感 。《那 时

风 华》采 用 实 景 拍 摄 营 造 时 代 氛 围 ，

浩瀚的黄土地上，上百台红色的老式

拖 拉 机 开 垦 耕 耘 ，画 面 真 实 而 震 撼 ；

从老式拖拉机到现代工程机械的逐步

更新，体现出时代的发展变迁。

编创人员尽力让观众感受英模成

长的时代逻辑，不仅给作品打上历史的

烙印，更是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

时代明德。

价值维度

这些影片努力挖掘英模人物和英

模群体身上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秀品

质，追寻他们人生价值观形成的渊源和

踪迹，并用生动细腻的情节展现出来。

《守边人》中，一位普通退役战士自

愿戍边半个世纪；《守岛人》中，一对夫

妇坚守孤岛 32 年。影片以精细化的镜

头语言，使观众融入小情节、小故事和

平凡小人物的一言一行，将他们执着坚

守和勇于奋斗，升华为对国家、对事业

忠诚的大格局、大情怀，融入国家发展

的进程，让人肃然起敬。

《那 时 风 华》讲 述 了 以 郑 百 团 、唐

学燕、苏铁为首的年轻人，怀揣着“沙

漠 变 绿 洲 、保 卫 北 京 城 ”的 理 想 走 上

塞 罕 坝 ，在 林 场 挥 洒 青 春 热 血 ，将 荒

芜的塞罕坝改造成生态绿洲的故事，

向观众诠释了塞罕坝精神。影片关注

历史进程中的个体生命，升华微小个

体对于历史进程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兰辉》中，兰辉的父亲引用一副对

联教导兰辉：“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

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

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

己也是百姓。”这种潜移默化的中华传

统教育方式，对兰辉的成长产生了极为

重要的影响，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时代价值。

现实维度

这些影片在叙事表达时，把人物放

在具体的现实维度中，从平实的角度去

考量，以真诚叙事为创作基调，少溢美

之词，回归角色本真，表现他们对责任

的恪守、对家国的忠诚，在现实还原之

中展现光彩与力量。

电影《八部沙》拍摄期间，导演旭泽

和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趴伏在沙滩

上，交流对沙漠以及草木的滚烫情感。

《守岛人》主创团队多次前往开山岛采

访采风、体验生活，与王仕花夫妇同吃

同住，在细微之中体悟守岛人的心路历

程。《老阿姨》经过三年准备，光是剧本

就修改过 30 余稿。《天渠》编剧韩炜在

创作剧本前实地采风，黄大发带领他探

访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一次修渠失败废

弃的涵洞，探寻 90 年代通渠前全村人

赖以生存的土井……

电影《兰辉》塑造了兰辉的本真形

象；《老阿姨》中身经百战的甘祖昌处

在人生重要抉择的岔路口时，也会有

犹豫踌躇的时候；《我的父亲焦裕禄》

中呈现出一位言传身教的好父亲、温

柔体贴的好丈夫、至孝至诚的好儿子，

人物形象可亲可敬可学。影视评论家

饶曙光认为，《我的父亲焦裕禄》能够

得到广泛好评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物形

象的塑造成功，病床上那段戏份真实

可信，令人感动。

情感维度

影片创作者努力以中国式的审美

哲学和诗意情怀，深入人物的内心世

界、精神空间，探索展现灵魂深处丰富

的情感，充分挖掘人性的真善美。在人

物的先进性与人性的丰富性、差异性之

间，表现英模丰富而又与众不同的情

感，塑造有血有肉、饱满立体的人物形

象。在矛盾、困难和危急关头，突显英

模人物独特的人性美和高尚的情操。

用朴实而充满张力的情感，描绘出奋斗

精神与人性力量契合的极具感染力的

画面。

《柳青》以抒情诗般美学风韵和浓

郁的人文情怀，解析了柳青丰盈的心智

性情和他对乡亲们的深厚情感，使人物

形象生动丰满、真实可亲，既有艺术高

度，又有历史深度。《那时风华》中，通过

一瓶炼乳兜兜转转展现出人物之间的

情感关系。《天渠》里，黄大发叫来儿子

替他下绝壁打炮眼时，短短两句对白，

让观众心里五味杂陈，既敬佩又心酸。

《八步沙》里，第二代治沙人接过父辈手

中的铁锹，看似非理性的选择，恰恰是

理性和情感的回归。

影片中这些英模人物最大的共性，

就是都勇于牺牲自我。这种忘我的情

怀，正是令观众感动和敬佩的地方。

艺术维度

用独特的电影语言和表现手法，通

过艺术再造使英模形象富有感染力，产

生更为久远的影响力，成为弘扬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的有效载体，已成为主创人

员共同的愿望。他们紧紧围绕讲好故

事、立好人物，在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叙

事逻辑上，力求多时空转换、多线性交

叉、多元素融合；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让

故事波澜起伏；在构图布景、景别变换、

镜头转换、色彩运用、音乐特效、道具化

妆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创新，给观众

带来了诗意体验和艺术震撼。

在 细 节 上 精 打 细 磨 ，在 语 言 上 精

雕细琢，用朴实无华又意味深长的情

节和对白激发心灵的共情共鸣。焦裕

禄说：“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柳青的

内心独白：“政策好不好，要看农民是

哭还是笑。”李保国的目标是：“把我变

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黄大发说：

“渠修不成，死了也睡不进棺材！”

对艺术的坚守，是这些影片中演职

人员共同的选择。演员李雪健带病坚

持拍摄《兰辉》。刘培清在拍摄被沙尘

暴吹倒的戏时，嘴里满是沙子，差点窒

息。刘烨为了肤色质感接近人物原型，

在海边暴晒，皮肤数度灼伤红肿。《天

渠》摄制组在黔北又冷又黏的泥泞中行

走了一个多月……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合，主流价

值、人文情怀与现代电影艺术融合，使

这些电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为

英模电影的创新和突破注入新的活力。

□ 石铭政

英模电影创作的新维度

纪录片《八棵树 一条路》以一

条国道的养护和道路旁的八棵白杨

树为切入点，讲述了四代养路人的

故事。在代际的传承中，八棵树见

证了嘉峪关这座城市的发展，也成

了一种跨越时代的精神象征。

四代人的精神传承

影 片 没 有 采 用 线 性 的 叙 事 手

段，而是将四代人的故事结构划分

为三个独立的叙事单元，并按照时

间递进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

事主题。第一个叙事单元将时间锚

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讲述的是开

荒者的故事，郑占乾是第一代养路

人中的代表。第二个叙事单元将时

间定位于 20 世纪 80 年代，讲述的是

改革的故事。王树俊作为第二代养

路人，是全国道路全面升级改造的

参与者。第三个叙事单元讲述的是

当下的故事。朱登峰和朱振亮父子

作为第三代和第四代养路人，他们

既是传承者，也是实践者。

在无数养路人的接力中，最早

被种植在道路旁承担防风功能的八

棵树也在历史与当下的连接中被形

塑为一种符号。这一符号的内涵在

前两个故事段落的铺垫后，在第三

个叙事段落中被清晰地书写，是四

代人在传承中所形成的工作作风和

工作态度。这些作风体现在父与子

的日常对话中，也体现在当下养路

人的日常工作中。

养路人的精神符号

影片中，八棵白杨树已经超越了

其作为植物的绿化和环保属性，而被

演化和凝练成了一座城市、一个行业

的精神符号。以其为线索，既构成了

养路人的精神溯源，也成了嘉峪关这

座工业城市开拓精神的符号化身。虽

然公路在不断地翻修和重建，但这八

棵白杨树，却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历

史的讲述者。

因此，在影片的书写中，树就成

了 对 历 史 进 行 回 望 的 重 要 记 忆 场

域，伴随着对于树的凝望来展开历

史的讲述。作为第一代养路人的郑

占乾在 94 岁高龄时来到树下，经由

对它们的注视，回溯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这些树被种下时的最初记忆，

以此开启了第一代养路人的故事。

同样，当作为第二代养路人的王树

俊重返树下时，不仅与第一代养路

人形成了一种命运的衔接，同时也

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叙述。

时代与人的命运交织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

时 代 的 使 命 。 四 代 养 路 工 人 的 人

生 ，同 时 代 的 命 运 、历 史 的 发 展 相

互 交 织 ，相 互 融 合 ，成 了 一 首 人 与

路 命 运 交 织 的 协 奏 曲 。 伴 随 着 新

中国的成立，道路维护成了中国工

业化开启的重要交通保障，如何在

大漠戈壁防止风沙对道路的侵害，

成 了 第 一 代 养 路 人 的 使 命 。 随 着

改革开放的开启，应对工业化进程

的加速，对道路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同 这 一 代 养 路 人 的 命 运 密 切 关

联。而在当下新的时代语境中，延

续 和 传 承 又 成 了 人 与 路 命 运 关 系

的新起点。

嘉峪关因矿建企、因企设市、因

关得名，在见证工业化过程的同时，

也塑造了独特的精神价值并成为这

座城市人民奋斗、拼搏的反映，成为

这座城市的宝贵精神财富。

□ 赵 洋

纪录片《八棵树 一条路》——

养路人的故事与传承

纪录片《我们的焦老师》突破了

人物传记纪录片的固有模式，以具

有创新性的影视语言，塑造了一位

深耕甘肃影视领域多年、为影视事

业奉献一生的感人形象。这部纪录

片在讲述人物故事的同时，饱含对

甘肃本土影视艺术发展历程的深情

回望与热切期许。

依托史料 人物立体

优 秀 的 纪 录 片 是 时 代 的 见 证 ，

也是历史的见证，可以作为史料的

一种形式被载入档案。人物传记纪

录片《我们的焦老师》不仅通过加入

多元化的史料来树立、丰满主人公

形象，而且其本身也成为记录焦炳

琨，乃至甘肃本土影视历史的重要

史料之一。影片运用了“老照片”这

一史料，利用几十秒的照片闪回就

交代了焦炳琨投入影视业之前的经

历。之后将焦炳琨的影视创作与实

践工作与甘肃影视几十年来的发展

变迁相互联系、互相印证，在每一个

重 要 的 时 间 节 点 都 提 供 了 史 料 佐

证。1990 年焦炳琨调到兰州电影制

片厂工作，此时正值我国经济的转

型期，为了将甘肃影视推向市场，在

多方探索后，焦炳琨完成了四份重

要的调查报告；离休后，他继续深耕

于影视领域，在这期间甘肃影视发

展进入新阶段，许多优秀作品如《甘

南情歌》《丢羊》等，都凝聚着焦炳琨

的希冀和热望。

在《我 们 的 焦 老 师》中 还 利 用

工 作 纪 实 影 像 、出 版 书 籍 ，对 农 民

导 演 柳 云 霞 等 人 物 的 采 访 以 及 电

影 作 品 片 段 、调 查 报 告 、文 件 等 丰

富 、多 元 化 的 史 料 ，对 焦 炳 琨 的 创

作与实践成就、理论主张进行了列

举，将焦炳琨严谨、勤勉、真实而又

平易近人的形象立体、多面地展现

在观众面前。

立足本土 还原现实

本片采用焦炳琨第一人称自述

和采访者第三人称评述相结合的叙

事方式，自述和解说词夹带方言，突

出了人物的地域特色，增强了真实

感和在场感，将观众迅速拉入到影

片的时代氛围之中。传记纪录片在

讲述人物过往和历史事迹时面临很

多局限，比如无法具体还原当时情

景，叙事表现力现场感不足。《我们

的焦老师》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

思考和探索，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视

听呈现。在利用影像资料尤其是老

电影时，使用了模糊特效以及雪花

波动条纹；在展示书面资料及评论

性采访影像时，利用了暗角效果，突

显了纪录片的时代感。焦炳琨拥有

多项荣誉，但片中并未简单直接地

展示奖项成果，而是更多地将他的

工作场景、生活状态的呈现与访谈

人物的叙述结合起来，这样的设置

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塑造出亲切、

真实、可信、可敬的长者形象。

突破传统 创新叙事

人物类纪录片的叙事结构一般

都采用线型模式，但将人物一生的

重点经历与成就按时间顺序排布的

常用叙事结构，容易给人平铺直叙、

重点不明确的整体观感。《我们的焦

老师》中将线性叙事结构与树形结

构相结合，树形结构在单一的线性

叙事基础上，根据每一段落的具体

内容，在主线的基础上分出一个或

多个小线索，在叙述完支线内容后

再次回到主线，这样既继承单线结

构逻辑清晰的优点，同时通过辅助

人物以及事件的叙述，让人物形象

更加立体丰满。影片在对焦炳琨的

经历与成就叙述的同时，不但按时

间进行线性历时叙事，还以采访、访

谈、自述等方式，从他的同事、亲属

以及众多影视人的角度进行共时叙

事，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限制，形

成了点、线、面，横向、纵向立体、交

织的严密叙事结构。

焦炳琨在著作中曾写道：“电影

是寻求不同的艺术，要坚持求新和

反思的创作理念与创作冲动。”随着

甘肃近年来纪录片大省建设、西部

类型影视剧本工程等的实施，甘肃

影视类型日渐多元、创作数量和质

量大幅提升，相信越来越多的影视

工作者，会追随着优秀前辈的奋斗

足迹，为甘肃影视事业添砖加瓦。

□
阮

青

刘
一
辰

纪
录
片
《
我
们
的
焦
老
师
》—

—

艺
术
人
生
见
证
影
视
变
迁

《守岛人》《老
阿姨》《守边人》《李
保国》《那时风华》

《天 渠》《八 步 沙》
《兰辉》《我的父亲
焦裕禄》《柳青》10
部英模人物电影，
质量均属上乘，在
新时代英模人物电
影创作中开创了新
维度，具有典型的
代表性和影响力，
值得我们去研究和
探讨。

《老阿姨》剧照

《我的父亲焦裕禄》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