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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夏天，老友王新建给我打电

话，让我过去聊聊天。我们是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在一起拍片的好兄弟，至今

已近三十年。没想到一见面，王新建就

拿出一份长长的人员名单，一本正经地

开始跟我讨论节目，很快又拉来了李浩

洋。原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5 周年，要拍一部长达 23 集的

系列纪录片《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

足迹》。王新建是总导演，李浩洋是执行

总导演，他们拉我来做艺术指导。于是，

我们开始了紧张奋战。

讲好伟大成就背后奋斗者的故事

主创团队首要考虑的是：本片讲什

么？该片的主题立意正在于反映新中国

取得的伟大成就。考虑清楚主题立意之

后 ，其 次 就 要 考 虑 用 什 么 内 容 支 撑 主

题？影视作品的内容，不外乎人和事。

我们没有选择常见的宏大叙事，而

是选择了人，聚焦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动

社会进步、参与时代创造、见证国家繁

荣、分享发展成果的各行各业的奋斗者，

在一个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物故事中，

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

起来的光辉历程，在人物群像中映照命

运与共的家国情怀，书写阔步逐梦的伟

大时代。

新中国成立初，百废待兴。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以顽强

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开启了国家建设

的伟大征程。于是，我们选择了 14 岁的

李佩英投身扫盲运动，主动请缨成为民

办教师，在村里开办扫盲班，帮助 172 名

青壮年全部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使她所

在村庄成为山东省第一个扫除文盲村的

事迹进行叙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迎来了历

史性转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

策，让中国经济如同一艘巨轮，驶入了高

速发展的航道。于是，我们选取了小岗

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义乌小商品

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改革开放试

验田“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袁庚为代

表，讲述了他们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故事。

《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

的每一个人物，都是载入史册的楷模、榜

样、英雄、功臣……表现真实的人，成为

创作的重中之重。

顾方舟，为了保证脊灰疫苗儿童食

用的安全性，用自己不满一岁的儿子做

实验，偷偷给孩子喝下还在试验阶段的

疫苗。他不敢告诉妻子，因为万一出事，

小儿麻痹可能毁了孩子的一生。儿子一

个月后健康无恙，他才放声痛哭。这个

时候，顾方舟不是伟大的“糖丸爷爷”，他

只是一个父亲。

钱学森被问到“中国人搞导弹行不

行”时，他生气地说：“外国人能搞的，难

道 中 国 人 不 能 搞 ，中 国 人 比 他 们 矮 一

截？”这个时候他不是闻名世界的伟大科

学家，而是一个有着朴素爱国情怀的中

国人。

万人敬仰的楷模，在《新中国——平

凡而闪光的足迹》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的

名字，而是鲜活可亲的生命，他们是父母

子女，有喜怒哀乐。他们并不是天生英

雄，只是为国为民挺身而出、负重前行的

平凡人。

每个人物故事都是时代的缩影，69

个人物连缀成篇就形成了新中国 75 年

建 设 历 程 的 奋 斗 图 谱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正是无数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

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

我融入国家大我的劳动者、奋斗者汇聚

起了团结奋进、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挺

立起中国脊梁，弘扬了中国精神。

以点线面建构人物与时代的关系

创作过程中，总导演王新建提出在

每集节目叙事中，以人物为点、以时间为

线、以时代背景为面，将三者有机结合，

展现出个人命运同祖国的紧密联系。

在表现先进人物时，王新建反复强

调，要重视时代背景，将个人故事放入宏

大历史环境中来叙述。

王进喜是一名石油工人。面对新中

国成立之初石油短缺的局面，他以强烈

的责任感，投入到为祖国找石油的工作

之中。面对突发井喷，他以“宁肯少活二

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纵

身跳进泥浆池，带头用身体搅拌泥浆，制

服了井喷，成为人人敬仰的“铁人”。

王大珩，是功成名就的中国光学奠

基人，“两弹一星”元勋。面对世界高科

技的发展，他就在想，“别的国家都在发

展高科技，你不搞，你想强起来，行吗？”

他和另外三位科学家提出发展高新技术

的建议，促成了 863 计划的实行。正是

他们的高瞻远瞩，才有今天中国在高科

技领域的名列前茅。

通过将个人故事放入广阔的社会背

景中讲述，可以使观众感受到社会的发

展和时代的脉动。

王新建反复给年轻导演们强调人物

关系，或者工作伙伴，或者家庭成员，总

之要跟人产生关联。这既是事实本身，

也是戏剧原理，在创作中要坚决执行。

众多的人物，丰富的事迹，如何汇聚

成一个系列节目呢？

该 片 没 有 以 时 间 为 顺 序 做 成 编 年

体，也没有按人物资历为顺序做成纪传

体，而是寻找人物与人物、人物与时代的

内在联系，将三个人物有机纳入单集，再

以单集构成一个系列。

我 们 以 相 近 职 业 将 人 物 扭 结 在 一

起。例如第 12 集《守望一方家园》讲述了

新中国第一位治沙英雄石光银、塞罕坝第

一批务林人陈彦娴、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

羊的杰桑·索南达杰三个人的故事。

我们以精神向度进行划分呈现。每

集围绕一个精神主题，以三个人物来表

现。例如第三集《劳动最光荣》中抚顺发

电厂工人马恒昌“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

子”的工匠精神，鞍钢工人孟泰爱厂如家

的劳模精神，淘粪工时传祥“宁愿一人

脏，换来万家净”的劳动精神，共同展现

了在“劳动最光荣”时代精神引领下，平

凡劳动者留下的闪光足迹。

从第一集《致敬新中国》开始，观众

可以看到《新中国新女性》能顶半边天的

不服输精神、科学家《勇攀科学高峰》的

钻研精神、《拳拳报国心》为国争光的赤

子精神、《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改革精神

……

分析人物，寻找元素，主创团队使三

个不同人物形成统一的向心力，展现出某

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或者某一个行

业的共同特征。更重要的是该作品以小

见大，展现出新中国的整体发展风貌。

视听语言的细细考究

作为“非虚构”影视创作，本片跨越

了 75 年时空，很多人物事迹都是“过去

式”。历史与当下两个时空的交织，可以

让观者更加身临其境感受到人物故事的

张力，同时创作者也要解决在“历史”与

“当下”之间进行时空转换的问题。

历史时空和当下时空的巧妙衔接，

能产生时空对话的效果。例如在第一集

《致敬新中国》曹火星的段落中，通过当

事人和亲历者后代的讲述，用回忆的方

式讲述了不为人知却感人至深的细节，

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性。曹火星的女儿在

纪念馆中，凝视父亲创作的歌曲，以简洁

的三个镜头和三句采访，点明了人物和

事件的关联，镜头自然切到曹火星少年

时的老照片，随后用两个狂风中的柳树

的意象性镜头，引出战争年代个人命运

的风雨飘摇，再过渡到抗战的影像资料，

又通过一个下雪的特写，叠化到一组老

照片以及影像资料、纪念馆的空镜头，最

后切换到当下时空的村庄空镜头，再接

入后人的口述细节。正是通过这一组组

镜头的组接，自然、巧妙地完成了历史与

当下的时空转换，同时让观众直观感受

到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外，叙事性镜头也是主创团队常

用的镜头语言。叙事性镜头用于讲述事

件，引导观众进入特定情境，推动故事发

展。这类镜头，要工整、成组，能建立镜

头序列完成叙事，有时候还能实现时空

压缩。比如在第十七集《共铸钢铁长城》

中，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

的故事，就是用一组光影交错的风格化

影像再现的快剪，渲染出黄旭华与团队

人员工作起步时的忙碌与困境。

还有表现性镜头，具有浓烈的情感和

个性化色彩。第 19 集《与时代同频》中，

讲“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实

习时，父亲担心女儿身体，给学校写“求情

信”的故事情节，用了一个表现性空镜，用

道具和投影搭建了仿真空间。前景是枫

叶，背景是投影的月色天空，桌上一封信、

一支钢笔、一个墨水瓶和一盏绿色的台

灯，这些意象结合在一起，既把樊锦诗第

一次独在异乡的飘零感表现出来，也将一

位老父亲的思女之情烘托出来。

另外，纪录片中还运用大量写意的

空镜头，完成时空过渡或是情感表达，提

升审美艺术性和视觉冲击力。

叙事性镜头和表现性镜头在片中交

融，相互补充，既使片子形成完整的故事

构架，又兼具艺术品质。

片头与片尾的创作也寄寓着创作者

许多思考。主创团队选择清新、明快的

水彩画风格，以各个时期人物的形象，水

彩画透明的质感和轻盈细腻的笔触，力

图给人温暖、明快又治愈的感觉，赏心悦

目，通俗易懂，也紧扣“平凡而闪光”这一

主 题 。 片 头 还 使 用 了 同 期 声 营 造 历 史

感。伴随着毛主席向世界宣告新中国成

立的声音，画面以墨线勾勒出话筒，然后

填充金属的黄色。伴随着欢呼声，画面

描绘出天安门城楼前人们举着红旗欢庆

的热闹场景，紧接着是云层中战斗机的

轰鸣，机身上是“香玉剧社号”。片头以

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奋斗者、先驱者、耕耘

者的形象，与新中国大事记的坐标串联，

展现出新中国 75 年建设历程中朝气蓬

勃的宏大气象。

该片的片尾曲没有用磅礴大气、深

沉凝重的美声唱法，而是改用小清新的

通俗唱法，这首《璀璨星光》以浅吟低唱

的钢琴旋律伴奏，以诗意抒情的方式，拉

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歌词也十分贴切主

题的表达。这首片尾曲看似不长，其实

是导演王新建和词曲作家一起反复修改

才完成的。

《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播

出了，它是一次别具匠心的历史回顾和

精神洗礼之旅，更是一曲激励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乐章。

（作者系纪录片《新中国——平凡而

闪光的足迹》艺术指导。本文配图为纪

录片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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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影《志 愿 军 ：存 亡 之 战》作 为

《志愿军：雄兵出击》的续作，一改前

作全景式的宏大创作方式，将视线聚

焦于李默尹、李想、李晓一家人的经

历，从“大家”到“小家”，又以“小家”

映“大家”。作为《志愿军》三部曲中

的第二部，《志愿军：存亡之战》不仅

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

志愿军的英勇事迹，更通过生动的画

面、情感丰富的人物形象聚焦抗美援

朝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以真实的历

史细节将观众带回那段波澜壮阔的

历史时刻。该影片上映后引发了广

泛的社会关注与讨论，成为新时代电

影表达的一个典型范例。

史实与艺术化表达的平衡

史实考证与叙事重塑。作为一

部基于真实历史事件的电影，《志愿

军：存亡之战》在史实考证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志愿军

在铁原阻击战中的艰苦和英勇。《志

愿军》三部曲在第一部中交代了抗美

援朝战争爆发的背景，以及中国人民

志愿军奔赴战场的过程，通过不同人

物线索的反复切换，重塑了一个庞大

的战争舞台。在《志愿军：存亡之战》

开始部分，镜头通过表现美军士兵的

行为，更加凸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智慧与英勇。影片通过服装、武器、

战斗场景的再现，让观众感受到历史

的厚重感，同时也增强了影片的真实

性和说服力。

在拍摄手法上，电影并非完全拘

泥于史实，而是通过戏剧冲突和矛盾

设置的艺术化处理，使故事更具戏剧

性。例如，影片将多位志愿军战士的

事迹集中在几位核心人物身上，这种

典型化的人物塑造不仅强化了角色

的代表性，也让每个类型角色都拥有

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更易引起观众的

共鸣。在电影中，分离已久的李家三

口在指挥部重逢，三人眼含热泪相拥

在一起，但美军突袭的炮火打破了短

暂的安宁，作为司令部高级参谋的父

亲 李 默 尹 赶 紧 让 李 想 、李 晓 兄 妹 离

开，哪怕他们都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

永别，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展现了战

争的残酷，也突出了电影表达的英雄

主义精神。

技术与美学创新。20 世纪以来，

设备与技术的革新极大程度上推动

了国产电影的发展。《志愿军：存亡之

战》通过高质量的特效制作和摄影技

术，为观众呈现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

战争场面。影片使用了大量特效和

实景结合的手法，再现了炸弹爆炸、

战斗中枪林弹雨的场景。这不仅增

加了影片的观赏性，也使得观众对战

争的残酷有了更直观的体验。特别

是一些航拍和近距离跟拍的镜头运

用，使观众仿佛置身战场之中，进一

步增强了影片的沉浸感。

电影与观众的情感共鸣

集体记忆的建构。《志愿军：存亡

之战》通过电影这种大众媒介重建了

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集体记忆。集

体记忆是社会建构的基本概念，也是

当 下 人 们 对 历 史 变 迁 的 理 解 和 阐

释。因此在影视作品中，经常使用符

号来促使观众产生联想，以达到唤醒

集体记忆的目的。李晓所唱的《黄河

大合唱》，激起了广大观众的情感共

鸣，同时将全片的情绪推向高潮。该

片将重点聚焦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真

实经历，选取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铁

原阻击战，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战斗经历。

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简

单回溯，而是经过再现与强化的共同

记忆。影片通过还原战场细节、表现

英雄事迹等，让年轻一代观众能够重

新感受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激发他

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与对先辈的敬

仰之情。

情感渲染与表达。《志愿军：存亡

之战》通过多重叙事手法，将观众的

情感层层推进。例如，影片中运用了

多处慢镜头和静音处理，将战士们奋

不顾身冲锋陷阵的场景与周围的战

场环境加以对比，形成强烈的情感冲

击。这种处理让观众更能感受到中

国人民志愿军的壮烈情怀，从而激发

观众的爱国情感。

影片还在战争场景之外展现了

战士们的日常对话、友情和对家乡的

思念，一把家门的钥匙、一颗传递的

糖果、一朵干枯的红花等，使观众了

解到这些英雄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

人。这些情感表达增强了观众与角

色的共鸣。

新主流电影的探索与表达

《志愿军：存亡之战》作为 2024 年

国庆档的最大黑马，既承载了爱国主义

教育，又在市场化运作上取得了成功，

证明了具有社会教育功能和强烈爱国

主义色彩的新主流电影，也可以兼具市

场竞争力、观众吸引力与艺术创造力。

《志愿军：存亡之战》通过历史重

述、集体记忆的再塑造以及新主流电

影的叙事探索，成功地展现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坚韧不拔、英勇无畏的战斗

精神。

这部影片不仅在艺术表现上达

到了较高的水平，成功实现了历史教

育与情感共鸣的双重目标，还通过电

影这一艺术载体，使观众凝聚前行的

力量。（本文配图为电影《志愿军：存

亡之战》海报）

□ 皇甫晨源

历史重述与集体记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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