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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党百年“文艺高峰”

——红色经典的历史回眸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

《文心雕龙》的名句——“文变染乎世

情，兴废系乎时序”。总书记不仅从宏

观层面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

个时代的风气”；更深入分析了“文艺”

对人们日常全方位的渗透影响。如何

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的文艺经典，从而“彰显信仰之美、崇高

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成为当下广大文艺工作者需要深入研

究的重要课题。

回顾百年来可以被称为“经典”的

文艺作品，体现出的无不是宏远深邃的

文化精神、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与触及

灵魂的审美追求。正如总书记所说，

“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凡是传世之作、

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

的作品”。在这些经典作品之中，尤其

以建党百年来文化艺术领域产生的诸

多“红色经典”为重要体现。

综合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红色

文艺经典”主要指以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背景，以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题

材，创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

期间的那些极为优秀的文艺作品；具体

涵盖红色经典小说、红色经典歌曲、红

色经典样板戏、红色经典电影等。其

中，“红色经典电影”以其视听结合的综

合传播力和直观冲击的丰沛感染力为

观众所瞩目，一大批形成“文艺高峰群”

的红色电影至今为人所耳熟能详。值

得关注的是，这些红色经典电影中，有

一部作品以其特殊的“微宏叙事”特征

在 21 世纪后仍被多次改编，在深厚的

经典积累基础上持续散发出符合新时

代需要的创新审美意蕴，成为践行总书

记“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教育观，弘扬

“立德树人”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

“IP”。这部作品就是以一个少年视角

展现抗日救亡主题的红色经典电影《小

兵张嘎》。

二、政治书写中的“微宏叙事”

——《小兵张嘎》的文艺高峰

价值

（一）《小兵张嘎》的“政治书写”

《小兵张嘎》上映于 1963 年，由崔

嵬、欧阳红樱联合执导，北京电影制片

厂出品。影片不仅获得了中国第二届

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还入选由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化部、国

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共青团中

央七部委联合推荐的“百部爱国主义教

育影片”，并被列于首位。同时，这个

“初生”于20世纪60年代电影银幕前的

虎头虎脑的“嘎小子”，直至 21 世纪的

今天仍在持续“成长进步”，其凭借个性

化的童真形象在众多红色经典作品中

脱颖而出，成为活跃于新时代电视荧屏

和电脑屏幕前、助力青少年接受爱国主

义精神熏陶的“大 IP”。影片《小兵张

嘎》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成功塑

造了一个由顽皮好动的“孩子王”成长

为抗日“小英雄”的“嘎子”形象，其角色

个性丰满立体，人物刻画活灵活现，在

众多百年红色经典电影中，凸显出“少

年小八路”鲜明独特的银幕魅力。

那么，作为上个世纪革命语境下诞

生出的黑白人物形象，为何“嘎子哥”得

以历久弥新，仍能于新时代“焕发青

春”，成为影视、动画竞相改编的“大

IP”？作为一部红色经典电影，《小兵张

嘎》究竟有何种魅力，使其于21世纪商

品经济和大众娱乐观念普遍渗透的当

下，仍能引发“80后”、“90后”网生代受

众的强烈共鸣？

首先必须正视的是，拍摄红色电影

《小兵张嘎》的初衷“首要目标是凸显国

家的主流价值观，重点强调宣教功

能”。综合来看，《小兵张嘎》在相对紧

张的创作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

家赋予的政治使命，形成了以影像的丰

富感召性凸显文艺服务国家意识形态

宣传大局的创作张力，在“一定程度上

传达了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在

这一大背景下看，《小兵张嘎》确实严格

遵循着“红色文艺”创作上的普遍规律

性——不仅体现出“明确的国家意识形

态表征和政治叙事定位”，成功地“焕发

了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其次，正因处于这一特殊的时代背

景之下，《小兵张嘎》的成功更体现出其

在创作上充满远见的难能可贵，即体现

出其作为一部“红色电影”在“道”（宏观

立意上的大局意识）与“术”（微观创作

上的娴熟技艺）两者间的分寸拿捏。综

合来看，《小兵张嘎》睿智地在“审美性

与社会性”、“时代性与永恒性”、民族性

与世界性”三组关系平衡中做到不偏不

倚，使得这部“政治任务”下诞生的文艺

作品，得以持续传承并受到不同时期、

不同年龄段观众的普遍喜爱，成为“根

植于世界各民族共同体发展历程之中、

同时又具有普世性启发的‘文艺高峰’

范例”。

（二）《小兵张嘎》的“微宏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

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

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

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进一步看，在政治

书写的大背景下，助力《小兵张嘎》于众

多红色经典中脱颖而出的核心秘诀，正

是一种“个人话语与宏大叙事相结合的

叙事范式变奏”，即“微宏叙事”。正如

学者王一川提出的，“微宏叙事”主要指

“由微细处入手而传达宏大题旨的叙事

范式”，其“不再是以宏大呈现宏大，而

是改以微细方式呈现宏大，或者以微细

传达宏大”。

纵观 20 世纪诞生的红色电影，绝

大多数作品主要选择“以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和核心历史人物事件为呈现对

象”，而《小兵张嘎》在那个年代创造性

地以“微宏叙事”反其道而行，即一方

面，以极其鲜明的独立个体（少年“张

嘎”）展开“红色叙事”，相比宏大叙事更

加注重个性化的人物性格与细节描摹，

聚焦“嘎子”这一“孩子王”在经历亲人

被害的痛苦后，逐渐由“顽劣本我”走向

“道德超我”的成长流变，并且不回避英

雄成长过程中崇高理想与本能欲望的

焦灼斗争，使得角色塑造有血有肉，内

心刻画栩栩如生；另一方面，没有过分

偏向“对传统叙事理念的因袭和承续”

误区，即没有误入“把叙事演变成以情

节设置为中心、以‘巧合’和‘偶然’为串

联的‘故事’”的套路，转而以放大“嘎

子”这一绝对主角的人物性格细节和内

心成熟过程为核心主线，从而尽可能避

免了“中国传统说部根深蒂固的视战争

为‘英雄的游戏’的做法”，也规避了

“‘红色传奇’将残酷的战争历史转换成

神奇的战争‘戏剧’”的低智化创作倾

向。

在20世纪60年代，《小兵张嘎》运

用“微宏叙事”这一相对“超前”创作观

念的最可贵之处，是影片敢于将“嘎子”

还原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孩童——

不同于《闪闪的红星》中“潘东子”呈现

出的“政治符号化”的少年老成，也区别

于《鸡毛信》中“海娃”相对“革命标签

化”的单纯懵懂，《小兵张嘎》中的“嘎子

哥”完全体现出一个孩子该有的心理特

质，毫不虚假做作，充满童真童趣。他

会因为被迫交出自己奋力缴获的手枪

而发脾气，也会因和别的孩子摔跤输了

而赌气堵人家的烟囱；他会灵机一动将

误以为是汉奸的罗金宝车胎扎瘪，也会

在前一秒还给喜欢自己的小女孩抓鱼

时后一秒“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回顾全片，最能体现这种“微宏叙

事”特征的，在于小兵张嘎“四次咬人”

的细节描述上。嘎子第一次咬人是因

为目睹奶奶被鬼子杀害，本能产生无限

愤怒后痛苦咬自己的手压抑悲愤之情；

第二次咬人是和胖墩摔跤，要输又不服

输时情急之下不管不顾就给了胖墩一

口；第三次咬人是为了保护胖墩不受牵

连，咬了意欲前来抓人的敌人；第四次

咬人是为了尽快抓获伪军而奋力拼搏

上去就是一口。仔细分析，这四次咬人

实则隐含着嘎子由无知孩童的本我欲

望向真正英雄的超我道德“持续进化”

的心路历程。第一次为了奶奶体现出

孩子不愿脱离母爱（母亲已死，奶奶是

唯一亲人）的本能痛苦；第二次和胖墩

摔跤输不起的心理体现出嘎子“得不到

就毁掉”的本我欲望；而第三次意识到

自己已经成为真正“军人”的责任感后，

为了保护胖墩宁愿咬人牺牲自己挽救

“人民”；第四次咬伪军更是展现出为国

家拼尽全力的道德超我勇气。正如作

协主席铁凝在评价《小兵张嘎》原著作

者时所说：“他用他的笔让嘎子活了，而

被他创造的嘎子也让他活了下去。他

们在一个非常时刻相互成全了彼此。”

影片通过真正“孩童”的视角代入展现

战争的残酷，在塑造“天不怕地不怕”的

嘎子形象时也没有一味逞强地展现他

如成人般无比坚强的内心，而是将小英

雄成长的心路历程和内心博弈的过程

毫不回避地呈现出来，那些看似符合当

时红色电影惯例的“高大全仰视视角”，

实际上恰好也代表着一种“低视角”，即

“从孩子出发的视角”，此外对血腥场面

的删减也兼顾到了青少年观看者的接

受习惯和心理。

《小兵张嘎》的创作者熟练运用了

“红色文艺经典”修辞美学中的“转型再

生”手法，通过呈现“叙述稚嫩或弱小的

主人公在神圣帮手指引下转型再生为

新型历史主体的过程”，塑造了在罗金

宝、老钟叔、区连长帮助下逐渐成长为

小英雄的“嘎子”形象，以一种特别生动

的“微宏叙事”方式，在“深重的民族文

化危机情境”中，形塑了“小兵张嘎”这

样 一 位 特 殊 的“ 中 国 卡 里 斯 马 典

型”——“在现代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

呈现出原创性、神圣性和感召力的新型

历史主体人物形象”。

可以说，《小兵张嘎》于红色经典电

影中相对超前的“微宏叙事”手法，于审

美观念多元化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

义。“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

之心。”期待在“红色文艺经典”强势复

归的当下，如电影学者周安华所述，有

更多“在选材、叙事、人物和镜像上也以

最接地气、最富有想象力的形态”，“与

大众实现着心灵与情感的互动与对话”

的优秀文艺作品，如《小兵张嘎》一样成

为未来得以传承下去的红色经典。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

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

社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铭记

无数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讲述我

党 地 下 工 作 者 执 行 秘 密 行 动 的 影

视 作 品 不 断 涌 现 。 近 期 一 些 红 色

作 品 不 仅 在 革 命 理 想 信 念 的 主 题

上与以往的红色经典一脉相承，甚

至 还 在 人 物 塑 造 上 有 了 更 多 的 尝

试和突破。本文将着重分析、比较

红色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与近

期上映的《悬崖之上》两部影片中

对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刻画，并延伸

探 讨 两 部 作 品 中 展 现 出 的 不 忘 初

心的革命精神。

《永 不 消 逝 的 电 波》是 一 部 于

1958 年上映，由王苹执导，孙道临、

袁 霞 主 演 的 谍 战 题 材 剧 情 片 。 这

部红色经典以革命烈士、我党地下

工作者李白的事迹为原型，讲述了

李 侠 与 工 厂 女 工 何 兰 芬 受 组 织 安

排 假 扮 夫 妻 在 上 海 进 行 秘 密 电 台

工作，并最终英勇牺牲的故事。在

这部电影中，演员孙道临把李侠这

个 有 文 人 气 质 的 地 下 工 作 者 塑 造

得浑然天成，他温文尔雅的形象是

整 个 中 国 影 史 中 不 可 磨 灭 的 存

在 。 即 便 李 侠 与 何 兰 芬 在 片 中 都

受 到 了 卖 国 贼 和 日 本 人 的 威 逼 利

诱，可是这对革命夫妻坚定的革命

信念让他们坚守立场，也让观众们

切身地被革命先辈刚正不阿、不畏

牺牲的精神所打动。

从剧作的角度来说，片中李侠

与何兰芬从一开始的“伪装夫妻”

到后来因为革命信念“假戏真做”

的经典桥段，也被许多后来的影视

作品所借鉴。简而言之，《永不消

逝的电波》中演员精彩的表演与众

多耐人寻味的桥段，不仅给日后的

红色影视作品树立了一个标杆，片

中 展 现 出 的 共 产 党 员 精 神 也 值 得

当下的观众去重温这部经典，以更

好 地 了 解 那 个 时 代 最 值 得 致 敬 与

铭记的人物和事迹。

当下的红色题材影片与以往的

红色经典恰恰也是一脉相承的，这

种 传 承 便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几 十 年 如

一 日 为 解 放 全 中 国 乃 至 全 世 界 人

民 的 革 命 理 想 与 信 念 。 即 使 现 在

的 社 会 已 经 发 生 了 天 翻 地 覆 的 变

化 ，那 颗 为 人 民 的 初 心 依 旧 没 有

变。《悬崖之上》是于 2021 年春季上

映 的 一 部 票 房 口 碑 双 丰 收 的 红 色

谍战影片。这部由张艺谋导演、众

多 实 力 派 演 员 参 演 的 电 影 中 也 有

着 一 对 革 命 夫 妇 —— 张 宪 臣 与

王郁。

不同于《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文

戏为主的叙事，《悬崖之上》更加符

合当下观众对商业片的要求，乃至

在角色塑造上，张宪臣与王郁这对

特工夫妻不仅智力过人，而且还都

有 着 过 人 身 手 。 然 而 在 刺 激 的 感

官体验之余，这部影片也深刻地向

观 众 展 现 了 那 个 动 荡 年 代 革 命 先

辈所承受的非人苦难。

以张宪臣与王郁为例，他们不

仅 时 刻 因 为 身 份 与 任 务 随 时 有 着

生命危险，他们二人还有一个更加

深的心结，那便是他们在前往苏联

留 学 时 期 失 散 了 的 一 双 儿 女 。 他

们 对 孩 子 的 愧 疚 和 坚 持 不 懈 的 寻

找，让这对革命夫妇的人物形象有

别于传统商业片中的脸谱化角色，

因为他们不仅是训练有素的特工，

他 们 也 有 自 己 的 生 活 、自 己 的 家

庭、自己的执念。

然而，张宪臣就恰恰是因为自

己 对 孩 子 的 爱 ，最 终 落 入 敌 人 手

中 。 仅 仅 是 因 为 在 大 街 上 瞥 到 了

一个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乞丐，

张宪臣不顾自己的安危和任务，毅

然 冲 下 车 去 与 那 个 孩 子 攀 谈 。 眼

前这个又瘦又小，衣衫褴褛的“野

孩 子 ”却 根 本 不 认 识 眼 前 这 个 男

人 。 而 张 宪 臣 在 完 全 没 有 把 握 对

方是否为自己儿子的情况下，塞给

男孩一笔可观的钱，却只换来了男

孩 拿 了 钱 就 跑 的 下 场 。 这 一 场 偶

遇，让一贯缜密的张宪臣也有了一

丝“裂缝”，在他短暂地沉浸于刚刚

所发生的一切之时，特务又一次找

到了他，而他最终也因为这一次感

性的“冲动”，被捕入狱。

可怜天下父母心！抛开精英地

下党员的身份，张宪臣也只不过是

个普通的父亲，一个迫切想要找到

与补偿自己孩子的普通人。然而，

正值日本侵华时期，国家沦陷，时

局动荡，又有多少个像张宪臣与王

郁 一 样 的 中 国 家 庭 被 迫 分 离 呢 ？

张宪臣这个人物，不仅让观众看到

了 他 作 为 去 苏 联 留 学 过 的 精 英 地

下工作者老练的一面，更令人印象

深刻的便是他作为一个父亲，无法

割舍的对儿女的牵挂。

《悬崖之上》中王郁的角色也可

谓是可圈可点，因为她不仅与丈夫

及战友张宪臣一样，是一个有着极

强的反侦察能力的特工，也是一个

母 亲 和 一 个 妻 子 。 电 影 中 王 郁 在

医院的一场戏，便充分展现了这个

人 物 的 隐 忍 与 坚 强 。 在 上 级 党 组

织 安 插 在 国 民 党 特 务 科 中 的 我 方

间谍周乙向王郁挑明身份时，他也

给她带来了一个噩耗——张宪臣已

经被捕，而且被敌方严刑拷打。以

王郁情对敌方特务科的了解，她立

刻 认 清 了 张 宪 臣 这 次 估 计 是 凶 多

吉少，无法再逃出生天了。在周乙

和队友楚良面前，王郁竭力忍住自

己的泪水，而嘴唇却止不住颤抖。

下一个场景中，镜头切换到了

一个开着的水龙头，只见王郁独自

蜷缩在病房厕所的地板上，紧闭着

双唇，小心翼翼地不让哭声高过流

动 的 水 声 。 可 她 紧 攥 着 病 号 服 的

手依旧无法停止颤抖，止不住的哭

声 依 旧 掩 盖 不 了 她 此 刻 的 悲 痛 。

这 一 段 无 声 的 哭 戏 比 撕 心 裂 肺 的

放声大哭更加有感染力，因为它不

仅突出了革命工作者非一般的“自

制力”，也更加突显了王郁身不由

己 的 处 境 和 这 个 场 景 带 有 一 丝 讽

刺的悲剧意味。

除了这一个令人动容的场景，

影 片 中 也 不 乏 彰 显 王 郁 与 敌 方 斗

智斗勇的桥段，例如在她识破敌方

伪装成地下党后，她不惜以生命为

代 价 吃 下 了 一 小 瓣 组 织 上 给 四 人

小队自杀用的强效毒药，以制造出

和 队 友 楚 良 摆 脱 敌 人 监 视 的 短 暂

接 头 时 间 。 诸 如 此 类 的 情 节 让 王

郁的角色更加得丰满，她不仅是一

个深爱丈夫的妻子，也是一个能够

独当一面的特工。

《悬崖之上》中对张宪臣与王郁

对一双儿女的思念的塑造，使得他

们的形象没有只停留在“肃穆”的

革 命 者 层 面 上 ，而 让 他 们 也 有 了

“人性”的一面。在影片结尾，王郁

最 终 也 与 失 散 多 年 的 两 个 孩 子 团

聚。她独自站在雪中，在看到孩子

的那刻，表情逐渐从难以置信变为

喜 极 而 泣 。 这 对 革 命 夫 妇 不 仅 在

能力上平分秋色，他们立体的形象

让 观 众 感 受 到 了 战 时 革 命 者 与 敌

方斗智斗勇、不畏牺牲的一面，也

充 分 体 现 了 他 们 面 对 孩 子 与 对 方

安 危 时 真 情 流 露 的 一 面 。 这 样 多

层 次 的 地 下 工 作 者 的 刻 画 与 演 员

真挚细腻的演技，不仅让观众直观

地感受到了革命烈士作出的牺牲，

还 能 让 他 们 更 深 刻 地 意 识 到 时 局

不稳的大背景下个人命运的多舛。

最后，《悬崖之上》中的我党地

下 工 作 者 周 乙 层 次 丰 富 的 人 物 形

象也让人耳目一新。一方面，他面

对 国 民 党 特 务 科 怀 疑 时 从 容 不 迫

的一面让我想起了《永不消逝的电

波》中李侠时刻保持的儒雅风度。

另一方面，周乙作为一个将要继续

潜伏在敌方的长期间谍，他在眼睁

睁 地 看 着 同 志 战 友 一 个 个 牺 牲 在

自己面前时的那份纠结与不忍，也

让 我 看 到 了 不 同 于 李 侠 且 甚 至 更

加 复 杂 的 一 个 人 物 形 象 。 在 满 身

是血、几乎丧失行动能力的张宪臣

与 他 在 车 里 诀 别 并 作 最 后 的 托 付

时，周乙眼里闪的泪光、绷紧的下

颚和紧握战友的手，每一个细节都

无 一 不 透 露 着 他 对 战 友 的 不 舍 和

歉疚。每失去一个同志，他肩上的

担 子 便 重 一 分 。 幸 存 的 比 死 去 的

更加痛苦，因为周乙明白是他人的

前 赴 后 继 换 来 了 自 己 暂 时 的 安

全 。 我 想 许 多 观 众 一 定 会 在 这 些

时刻格外感慨，我们应该感激无数

有名的、无名的革命先烈，正是因

为他们无畏的牺牲，才换来了新中

国，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综上所述，革命先辈对信仰的

坚 定 以 一 个 又 一 个 鲜 活 的 人 物 和

故事为载体，不断地向今天这个时

代 的 观 众 传 递 那 个 时 代 的 红 色 精

神 。 即 便 故 事 和 人 物 形 象 随 着 时

代发展在不断变化，地下工作者的

理 想 信 念 、初 心 使 命 始 终 没 有 变

过 。 通 过 一 个 个 性 格 迥 异 但 鲜 活

的人物形象，当下的观众不仅得以

从红色经典中感受到革命精神，也

可 以 通 过 近 期 的 优 秀 红 色 作 品 充

实自己对革命先烈的认知，并且思

考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应 该 如 何 学 习 革

命先辈的优良品质。

（车永莉，演员，曾获得莫斯科军

事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巴黎中国

影节最佳女演员、华鼎奖老百姓最喜

欢女演员、电影表演学会金凤凰奖、

澳门国际电影节女佳女配角提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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