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掖平，全国政协委员，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戏
剧影视文学一级学科负责人。
山东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
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
员 ， 山 东 省 作 家 协 会 原 副 主
席，《山东文学》《百家评论》
原主编，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
学会、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山东省莫言研究会副会长。第
八 、 九 、 十 届 茅 盾 文 学 奖 评
委，第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
委，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评委。先后出版学术专著 8
部，合著 5 部，发表文学研究
和影视评论文章500余篇。主持
国家级、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
多项。获山东省优秀教师、山
东省师德标兵、山东省教学名
师、山东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等
多项荣誉称号。

红色历史的影像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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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精神与传统文化的交融

□主讲人：李掖平

主讲人简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2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中指出，100 年来，
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
党 锤 炼 了 不 畏 强 敌 、 不 惧 风
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
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
的特质和特点。中共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让
红 色 精 神 放 射 出 新 的 时 代 光
芒 。 文 艺 抒 写 时 代 ， 弘 扬 精
神，凝聚力量。在革命题材影
片中，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的红
色影片中，红色精神得到了更
丰富的表达和诠释。本期讲坛
邀请李掖平委员深入解读 21 世
纪以来红色影片中的历史表达
和精神文化传承。

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革命题材电
影类型，红色电影赓续中华民族为追
求理想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文化基
因，含蕴着勇于直面历史重负、挑战现
实苦厄的人性的坚韧与深邃。回顾新
中国成立后那些红色经典影片，从《地
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铁道游击
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到《林海雪原》
《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儿女》《红色
娘子军》，再到《江姐》《小兵张嘎》《青
春之歌》《红日》《闪闪的红星》，一个个
令人向往的地方，一段段激人奋进的
革命故事，一组组战火纷飞的画面，一
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飞扬着共
产党人的青春激情和昂扬斗志，表征
出革命英烈的力量、自信和永恒，深深
地感动了几代人。可以说，红色精神已
凝聚成伟大的民族精神，成为许许多
多革命者的人生支柱。

进入21世纪，红色电影将革命精
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并置于当下语境，
将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元素熔为
一炉，并以此溯源中国革命历史的文
化血脉和红色基因，为当下社会生活
培根铸魂。

价值理念和多元化的美学追求

新世纪红色电影将革命精神和英
雄主义与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在
一起，构筑起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文

化精神基因库，体现出一种更具包容
性的价值理念和更为多元化的美学追
求。

从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一种有机涵
化与融汇出发，21世纪红色电影诠释
表达了红色革命精神与儒家思想“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天下
为公”等理念的内在关联。《礼记·礼
运》有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
种思想体现着社会共同体在历史进程
中所表达出的集体诉求，其价值观念
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而当下的红
色电影以生动具体的案例，深刻爬梳
厘定了这种文化内蕴之传承的必然性
和必要性。如电影《黄克功案件》以
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一桩审判案为
主线，揭示了一个执政党如何有效制
约公权私有化的深刻命题，引领观众
在英雄情怀和革命精神遥相呼应的影
像话语场中，体悟和认同传统文化的
深厚意蕴。黄克功是一个经历过井冈
山斗争和长征的“老革命”，在延安任
抗日军政大学干部时，因向女学生刘
茜求爱遭拒而一怒将其杀害。整部影
片明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长雷
经天，实写人民领袖毛泽东（黄克功一
直在期待毛泽东的特赦令，毛泽东复
信赞成对黄克功处以极刑）。正如雷经
天在片尾所表达的那样：如果我们今
天不判黄克功死刑，就等于判了我们

未来的死刑。影片将法律天平的公义
诉诸艺术实践，表达了公权姓公、必须
为公的主旨，既完成了共产党人何以
赢得未来（民心）的主旨，又实现了对

“天下为公”传统命题的回溯。
影片《古田军号》通过一个红军小

号手的视角，真实还原了“古田会议”
召开前后的革命史实，鲜活再现了年
轻的革命领袖带领年轻的军队，在绝
境中探索革命真理、开辟革命成功之
路的伟大历程。故事是在小号手遭受
红四军旧军阀魏金帛的打骂中开场
的，毛泽东和朱德在处理此事件的过
程中甚至一度出现了争执，官兵平等
和个人军功孰重孰轻成为二人争执的
焦点。影片突破了以往影片中塑造领
袖人物的模式化，避开常态化政治身
份的正面书写，真实再现了领袖们热
血青春时代性格不够完美的一面。

革命叙事与传统美学观的有效对接

新世纪红色电影中革命精神与传
统文化的交融，还体现在革命叙事与
传统美学观的有效对接中。传统美学
为红色电影创作提供了潜移默化的美
学依据，使当代红色电影的内涵和外
延均受益良多。在《秋之白华》《为国而
歌》《湘江北去》等影片中，那份“乐而
不淫，哀而不伤”的古典美学格调就渗
透在镜头语言的深层肌理之中。

《秋之白华》以唯美的抒情诗格
调，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
秋白与进步女青年杨之华，从相知相
恋到终成眷属再到生死离别的传奇爱
情故事，复现了一位儒雅从容的书生
领袖与一位快意恩仇的巾帼英杰，以
历久弥笃的坚定信仰所成就的一段超
凡脱俗的红色情缘。作为国内第一部
直面革命先驱感情生活的电影，在表
现革命伟人时“别开生面”——通过诗
意化的表达方式、舒缓温暖的叙事节
奏、唯美流畅的镜头语言、洁雅柔美的
色调和用光，以最本色的面目将瞿秋
白的浪漫、热情、忠贞、执着、苦闷和坚
定、信仰和爱，生动鲜活地呈现在影像
中，大义大勇的革命家风采和温暖而
明亮的人性光辉，让坚硬的史实展示
出了多情柔和的一面。

这部作品还同时凝聚了柔美的影
像语体，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的美学
思想进行了现代性书写，革命精神的
呈现与爱情的描摹相得益彰，在梧桐
落叶、秋夜冷雨、江南水乡的审美意
象中交织融汇，避免了影像画面审美
情调的单一化。如杨之华与同学做饭
时谈及对贫农阶级的忧虑，画面中环
境光线温暖而祥和，充满了诗化的写
意韵味；她与同学的另一段对话也是
在谈革命之于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场
景设定在一个诗情画意的池塘边，此
时同学口中的泰戈尔、彭斯等文学巨
匠不再是作为“敌对阶级”出现，而是
作为一种诗性的点缀符号隐藏在影
片的叙事段落中。无独有偶，瞿秋白
在上海大学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讲
授革命课程时，背景音乐也不是以往
红色电影惯用的激昂旋律，而是选择
了和婉柔美的轻音乐；他与之华共同
返回江南的那一幕，更是与费穆《小
城之春》的泛舟桥段颇有几分神似，
传达出了一种静谧唯美的韵致。影片
最后是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郊野就义的
场景：山坡上，四面围满了荷枪实弹的
国军，瞿秋白穿着黑衬衣配苏式白马
裤，神态自若地吟唱俄语版的《国际
歌》，走到花丛中盘膝安坐，取下眼镜，
饮弹洒血，从容就义。这是以往革命题
材电影中国共产党英烈们牺牲场景中
从未见过的一幕，洋溢着浪漫主义的唯
美气息。正是这种对传统主旋律影片的
大胆突破与创新，敞开了影片的观赏性
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审美魅力。

以《风声》《秋喜》等为代表的红色
谍战片，将“情”的韵致和“诗”的意味
巧妙渗透进我方与敌方（侵华日军和
国民党军统）“斗智斗勇”的紧张气氛
中，亦很是打动人心。《秋喜》讲述了我
党地下工作者晏海清潜伏在国民党
军统广州站任技术科长，与原本是黄
埔军校同门、时任国民党军统广州站
处长的夏惠民斗智、斗勇、斗情的谍
战故事，剧情跌宕起伏充满悬疑。男
主人公晏海清身上有很多“情”的戏
码，有对信念的忠贞之情、对家庭的
保护之情、对爱人的呵护之情、对仆
人的关爱之情，亦有对活着的渴望之

情、对敌人的痛恨之情、对死亡的惧怕
之情……正是这些丰富的感情纠结，使
这一形象特别丰满、真实、可信。因无力
救助书记老陶使其为革命事业壮烈牺
牲时，他沉浸在自责、悲愤、伤感、痛苦
中难以自拔，只能靠吸食鸦片来麻醉自
己的灵魂和身躯；因受夏惠民的迷魂阵
诱导，他开枪误杀秋喜后哭喊着跪倒在
瓢泼大雨中，精心呵护整理秋喜的遗
体，那种痛彻心扉的表情，那种歇斯底
里的呼唤，那种仰天长啸的悲愤，淋漓
尽致地诠释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
人生死相许”的爱情，真实还原了地下
工作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心理状态。
此外，影片还多次采用寓意死亡的菊
花、象征着纯洁的白色幕布以及寓意
喜庆的红绸这些有着隐喻暗示审美功
能的色彩表达，一方面强化了影片的
视觉冲击，另一方面淡化了影片的故
事叙述。1949年秋天的广州城情味丰
饶，菊花、暴雨、夜市、鱼头汤，补酒、老
式坊院、咿咿呀呀的粤剧，或繁华喧闹
或寂静幽深的街巷、珠江晚泊的乌篷
船、被炸掉的珠江大桥，场景纷繁、构图
完美、剪辑跳脱、色调多变，富有诗意地
敞开了岭南水乡风情特色的生动鲜活和
美轮美奂。

理性与感性相融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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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红色电影不仅从观念上实
现了自身的历史诉求而渐趋完善，更
通过对观众感悟方式的情感契合而达
到了较高的审美预期，标示出一种理
性与感性相融相通的崭新境界。

第一，革命伦理与生活伦理的交
织。新世纪的红色电影以对人性之真
的写照、人性之美的描摹和人性之善
的再现，构建起一种理性与感性相融
相通的叙事体例。《八子》作为一部
别样的战争影片，体现了残酷斗争中
人性的本真面貌。主人公满崽不是先
天的英雄，而是一个经历了战火淬炼
的普通农家娃崽。较之以往那些过于
伟岸的英雄形象，他对母亲和兄长的
牵挂之举则更能显示出家庭伦理的无
处不在。影片着重渲染了作为排长的
哥哥杨大牛背着弟弟满崽过河的温馨
场面，也详细刻画了满崽因亲手炸毁
大桥，难以完成母亲“带哥哥回家”
的嘱托而产生的痛楚。

为凸显道德理性和人性之美，
《建军大业》《建党伟业》《湘江北
去》中均对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戏
份着力渲染，甚至不惜将诗化的镜头
语言插入到凝练而庄重的革命叙事组
合段中。《遵义会议》中方子宵、秋
紫嫣的爱情突破了“左倾”的枷锁，
以超越生死的凄美结局证明了人伦之
美的真谛，对二人的牺牲，影片也没
有进行悲壮的渲染，而是以一种轻柔
唯美的暖色调予以呈现。《沂蒙六姐
妹》 同样挣脱了传统红色电影的桎
梏，将革命英雄红嫂塑造成了一个带
有真性情的大写的人。红嫂月芬刚刚
嫁入婆家，但丈夫还未与她谋面就参
军抗战了，她十分急切地想知道丈夫
的面貌；当嫂子告诉她丈夫的样子与
其侄子很像，她便急不可耐地奔去打
量早已熟睡的小侄儿，这一幕十分精
妙且鲜活地折射了这位山区留守女性
的真实思绪。

影片《湘江北去》对人性之善的
再现，主要表现在对辜鸿铭形象的塑
造上。作为一个泥古不化的清朝遗

老，辜鸿铭一再排斥陈独秀的新学
说。但在危难时刻，他却欣然接受了
蔡和森、箫子升等晚辈的请求，写下
血书营救陈独秀。《决胜时刻》 中，
敌营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特务头目
毛人凤公然违背蒋介石的指示，反对
行刺宋庆龄的计划。这些情节的设定
绝不是为了歌颂那个“清末怪杰”，
更不是为了给罪恶的特务头目开脱罪
责，而是一种“反衬”手法的巧妙运
用，以敌人的举动反衬出李大钊、陈
独秀、宋庆龄等仁人义士的高尚，这
种高尚以善的内涵彰显出征服不同阶
级和阵营的人性力量。

第二，宏大叙事与民族化叙事的
结合。新世纪红色电影在革命的宏壮
氛围中并置了民族化的影像构建，承
载着具备人类学研究价值“民族志”
的重要艺术功能，以革命历史与民族
情调相交融的模式，实现了理性与感
性的辩证统一。《红色土司》以羌族
土司安登榜带领番民游击队支援红军
的历史为背景，侧面描摹了四川阿坝
的风土人情。影片中大量使用长镜头
和景深镜头，其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
地还原羌族风俗原貌。在诗意丰饶的
镜语和羌族语的台词中，羌族人的居
室、饮食、服饰、刺绣、民歌、器
乐、舞蹈依次被搬上银幕，诗性修辞
与革命精神的阳刚之气融会贯通且相
得益彰，不仅收到了逼真的艺术效
果，更渗透出一种“原住民电影”的
意味。

新世纪红色电影的“民族志”叙
事倾向，还体现在历史写真与艺术写
意的交汇之中。如《先遣连》将事件
设定在1950年代初期西藏解放的重
大历史节点上，十世班禅约请中央进
军西藏，南疆军区派出了一支先遣连
队为日后大部队进军西藏积累经验。
这支先遣连队的战士来自多个民族，
使用汉、藏、蒙、哈萨克、维吾尔等
多种语言，体现出我军的多民族融合
特点。其中蒙古族战士阿亭芳的形象
十分鲜活，他宁可饿肚子也不吃战马

的尸体，这源自蒙古族人对马的依赖
和崇敬之情。片中另一个生动的人物
形象是藏族姑娘格桑梅朵，她为了救
治解放军战士而果断采用了藏医疗
法，有效治愈了部分战士的高原反
应。阿亭芳与格桑梅朵俩人的暗生情
愫，则被一组诗意化的镜头呈现在圣
湖旁男女对唱的场景里。藏族音乐、
蒙古族浑厚豪迈的唱腔和陕北民歌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的激扬清亮，
在雪域高原竞相交织，构成了多民族
的五彩乐章。尤其是先遣连的首长李
狄三向战士们介绍波斯菊的那一幕，
可谓别有深意：波斯菊之所以有一个
别名叫“张大人”，是因为古代一位
姓张的封疆大吏将其引进西藏。这个
民间故事不仅暗合了自古以来中华民
族就是一个民族融合、多民族团结的
族群，而且对多元文化融合的西域历
史进行了一次艺术化普及，树立了一
种典型的大中华民族电影包容性开放
性兼具的叙事品格。

第三，解放事业与领导者形象的
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离不开
优秀的领导者，因此领导者形象的塑
造就成了革命影像锤炼的关键所在。
新世纪红色电影中的革命领导者不是
抽象的人，而是与所处环境融为一体
的人，是与革命事业共同成长的人，
也是与群众鱼水情深的人。其对领导
者形象的塑造细致入微，它不再回避
领导者的成长挫折，并注重反映其与
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在理性与
感性的相融相通中，增强了领导者银
幕形象的可信度与丰满度。

革命道路上的矛盾冲突和迂回曲
折是影视作品彰显领导者形象的必由
之路。在《古田军号》中，随着中央

“二月来信”的到来，前委是不是书
记专政、毛泽东有无“家长制”倾向
等尖锐问题也同时被提上了议程。这
种冲突非但没有矮化革命领导者，反
而引领着观众去探究领袖们是如何在
特定历史情境下逐渐铸就理想人格
的，使朱毛惺惺相惜的革命情谊和一

代伟人的宽广胸襟更具魅力。在《建
军大业》中，毛泽东与陈独秀针锋相
对，他强烈反对后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
误，却因身份地位不对等而屡屡受挫。
在《建党伟业》中，毛泽东参军的“失
败经历”也反映出其革命历程饱经坎
坷。正是这些必要的情节铺陈，真实地
还原再现了毛泽东的心路历程，令人信
服地呈现出其思想的蜕变，也为其最终
放弃赴法求学转而留在国内参加革命斗
争的选择做出了合理说明。

与此同时，为了再现革命领导者
的成长历程，当下越来越多的红色电
影选择起用年轻演员。比如在《建军
大业》中，观众看到的不是特型演员
而是一群年轻演员的加盟，例如《秋
之白华》大胆选择了年轻演员窦骁饰
演瞿秋白形象。

注重以人民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来
实现理性与感性的相融相通，是新世
纪红色电影塑造领导者形象的又一法
宝。领导者的革命实践是与人民群众
密切相关的，凡是抽空这种关系的艺
术手法，都不可能塑造出成功的领导
者形象。近年来，以 《谁主沉浮》
《红星照耀中国》等为代表的红色影
片，将视线凝聚在伟人与群众的互动
关系上，取得了可喜的艺术成就。在
《谁主沉浮》中，导演匠心独运地采
取了套层时空的手法，最大化地开掘
蒙太奇的思想性和表意效果：影片借
用陈布雷的亡魂向蒋介石口述了和谈
破裂、侵占延安的发端；同时画面切
换到敌机轰炸延安的一幕，之后又突
然插入我军领袖要到农民田四海家的
欢声笑语。但影片直到最后才回归这
个段落并完成了叙事的闭合，对片末
毛泽东到田四海家走访做出了交代。
这种大开大合式蒙太奇修辞镜语的运
用，含蓄且富有深度地传达出敌我双
方截然不同的群众观，使革命领袖与
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获得了艺术性的
升华。

另一部红色力作 《红星照耀中
国》改编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

《西行漫记》，以西方友人的视角公正客
观地还原了延安的革命原貌。片中毛泽
东在窑洞前与陕北农民话家常的桥段、
众多领导人与民众共同麦收的场景比比
皆是且占据了不小的篇幅。这种有意为
之的设定，明显带有突破前人之作的意
图。影片将美国记者的行程与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的行动有机并置，并格外重视
透过外国友人的视角来观察苏区老百姓
的活动。片中富有条理地设置了身居山
坳的回民群众、幼年参军的“红小
鬼”、扎根于陕北黄土地的脚夫、前来
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以及农民百姓等各
个生活层面的角色，以生动的人物群像
复现了当年革命圣地的红色时空。

总而言之，新世纪红色电影既呈现
出传承和激活革命历史的文化脉络，又
以理性与感性相融相通的叙事方式，开
拓出一种崭新的电影美学境界。前者与
其说是红色电影探索的结果，不如说是
历史与文化深层关系的艺术折射，后者
则是红色电影在影像艺术美学领域不断
升华的结晶。

■

■

《古田军号》电影海报

《为国而歌》电影海报

《秋之白华》电影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