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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黑暗生命闪着光，汇成永恒的希望，跨
越万水千山只为你，美丽辽阔的身影”。这是《绝
密使命》主题歌《血脉》中的一段歌词。当它的旋
律在剧中时起渐强，当它在每集的片尾唱响，与
之相和的那些征程上的身影、山程水路中的侧
影、那些挥一挥手的背影和倏忽闪过的剪影，让
我们不禁联想，这段发生在路上的故事，不是长
征却如似长征。

在路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故事，从宁都出
发，回环曲折，向陕北而去。在中央红军所历经的
路上，前有阻截，后有追兵，五岭逶迤，大渡桥寒，
硝烟弥漫，险象环生。

在路上，《绝密使命》的故事，从上海出发，在
汕头登陆，向瑞金延伸，在3000公里长的中央红
色交通线上，前有盘查，后有追缉，敌特林立，血
雨腥风，险象环生。在刀尖下的运输和护送路上，
红色交通员们要在接力之中、在经冬历夏之中往
返3年之多。在《绝密使命》的结尾，画外音介绍：
在1300个日夜里，经由中央红色交通线向苏区
输送了6000担各类物资、护送了200余位重要
干部。但在这段解说中，却没有统计出交通员们
往来的次数和累积的里程。在《绝密使命》里，无
法统计的里程、不知姓名的交通员以及没有归程
的身影，意味着他们的故事其慷慨其悲壮一如长
征中留在路上的那些故事。虽然《血脉》与《七律·
长征》的格局、视野有所不同，但它们的诗意是相
通的。

在中国革命史的影像叙事中，中央红色交通
线的故事，因《绝密使命》的播出才广为人知。《绝

密使命》是回忆录，是纪念碑，是座右铭。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绝密使命》以创
新的眼力和沉雄的笔力，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献
上了一份独特之礼。

《绝命使命》是回忆录，它以第一版的卷帙追
怀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秘辛，填补了革命史题材的
空缺。它使长期立足于谍战剧定位来描写革命
战争年代秘密战线上的故事系列，突破了“办公
室智斗”的局限，进而走进了江流山野，呈现了秘
密工作的多样性和多样化。诸多革命历史题材
的讲述中，在上海工作的中央领导人转瞬就到了
苏区指挥部，而该剧将转赴经过的断点也一并呈
现出来。它以新颖的故事让广大观众看到了革
命战争题材中除了运动战、阵地战、情报战之外
的交通战、后勤战，看到了党史历程中更为丰满
的基层史。

《绝密使命》是纪念碑，它以崇敬的笔触塑造
了鲜为人知的英雄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大多
都是基层党员，甚至还只是预备党员。剧中有这
样两场戏既惊险又精彩。一场戏是潘雨青、邹叔
宝等人护送“爷叔”去苏区，一场戏是彭庚年、罗
挺等保护“李汉农”离开汕头。惊险在于潘雨青、
罗挺等担负的责任如此重大而意外频生，观众始
终为交通员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而捏一把汗。精
彩在于作品以可寄千里之命的情境，彰显了交通
员们的机智、忠诚与坚毅不让伟人。本剧结尾，先
打出的字幕是部分“中央红色交通线交通员”的
姓名，下一段才是部分“中央红色交通线护送领
导名单”。通观全剧，为默默无闻的英雄立传是本

剧角色塑造的焦点。我们总会隐隐感到，中央红
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与淮海战役的支前民工一
样，不仅是奇迹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担当者。他
们的尊严是革命的尊严、人民的尊严和历史正义
的尊严。《绝密使命》是他们的纪念碑，这座纪念
碑后来镌刻上了一句响亮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
不朽！

《绝密使命》是座右铭，它以共产党员的名义
注解了任重道远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在经历了
血雨腥风幸存下来之后，再来面对“只知道有出发
点，不知道有没有归途的路”，不是任何人都敢走
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坚持走下去的。在邹叔宝与潘
雨青彼此自问自答之后，让他们携起手来再赴征
程的是他们所在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剧中，
当潘雨青成为阶下囚时，面对曹瑞瑛提出的人生
价值之问，潘雨青说在选择只搭载老婆孩子的小
船，与搭载更多人、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的大船之
间，他更想选择后者。这些闪烁着信仰和理想光彩
的话语，是倒下去的蔡猛、小陈、孙同阶、丘老八子
等交通员的墓志铭，更是继续前进的共产党人的
座右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绝密使命》开篇以阔远的景物镜头展开，近
景山峰矗立，远景江流婉转，在民歌的引导下，镜
头推进再推进，观众看到了潘雨青，那个一舟一
桨一串波中的汉子。本剧结尾处，伯公祠前赖招
娣和赖西诺妯娌俩在灯前为出发的男人们祝祷，
继而镜头拉开，两位女子连同伯公祠、造纸坊和
细细的山路，逐渐融入了伯公凹葱茏连绵的群山
之中，逐渐隐没于峰峦叠嶂的金丰大山之中。

“一切景语皆情语。”这开合相应的两个景物
镜头，在江山之中展开了共产党人与人民英雄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故事，它以独特的画面语
言，抒发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沧桑感
慨，形象地呼应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的时代判断。

踏遍青山才有独好风景，蜻蜓点水难免掠影
浮光。《绝密使命》也是倡议书，它是创作团队自
《绝命后卫师》以来，坚持踏入田野先于写作的结
果。它以独到的题材开掘、生动的故事呈现，说明
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必然，说明加强脚力、眼力、脑
力和笔力建设，是精品创作的立根之基。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看罢《绝密使命》，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从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伯公凹到

瑞金，是《绝密使命》的路程；从北大经红船、井冈
山、瑞金、延安、西柏坡到北京，是中国革命的路
程；从新中国、新时期到新时代，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行进之路。在路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矢
志不渝，在前仆后继的艰难实践中，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在路上，当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时，我们回望初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
行。在奔向伟大复兴的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前进步伐。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2017年，陈旭光在第26届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的“中国电影论坛”上提出了

“电影工业美学”的概念。在短短几年时间
里，电影学界出现了百余篇以“电影工业美
学”为研究主题的学术文章，“新时代中国
电影工业体系发展研究”更是成为2020年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的重大招标课题之
一，由此足见该理论构想的内聚影响力。为
了更加清晰而全面地阐明“电影工业美学”
的历史脉络、学理基础与思想精髓，陈旭光
继与李立共同主编《新时代、新美学、新转
向——“电影工业美学”争鸣集》之后，又于
新近推出了作为“中国文联文艺出版报刊
精品工程项目”的个人学术专著《电影工业
美学研究》。

美学之虚与产业之实的联通

“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提出，正是源
于中国电影发展中的现实需求。事实上，在
经历了多年的市场高速发展与媒介技术快
速更迭之后，中国电影业在工业升级换代
过程中不仅生成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
冲突，并且还出现了票房增幅上的疲软之
态。无论是电影艺术与工业的关系，不同文
化之间的冲突，媒介融合过程中电影如何保留本
体性，还是中国如何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等，
都不仅是在电影理论与批评中探讨的学术问题，
更是制约着电影工业生态发展的业界难题。

电影艺术与电影工业是否真的无法和谐相
融？中国电影又该如何通过产业创新来实现电影
强国的目标？陈旭光所构建的“电影工业美学”，正
是试图找到当前中国电影发展中的冲突与断裂之
处，以跨越二元对立的包容态度，以肯定美与实用
并不矛盾的平衡立场，以对策谏言与理论护航的
方式，来对这些断裂之处予以修正。

为了达成此目标，《电影工业美学研究》一书
将“电影工业美学”的理念予以落地，把电影产业
视为一种创意文化产业，从电影工业的美学剧作
生产之维、制片管理之维以及创意营销、品牌战略
和受众之维，展开了对媒介融合时代的电影全产
业链研究。全书所涵盖内容包括对互联网语境下
电影与文学关系进行重思，新力量导演的诗性创
作、创意机制与“制片人中心制”的结合、新媒体参
与的整合营销应用以及受众研究等。

面对电影生态中的种种新变，陈旭光的态度

是“要面对、顺应、‘利用’，也要因势利
导”。简言之，无论是对待电影的受众，还
是面对技术与美学的变革，都要采取顺
应而非顺从的姿态，去调和各种冲突之
间的张力。

多维视角、方法与立场的综合

作为对“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系
统建构与研究总结，《电影工业美学研
究》以开阔的融合视野与兼容综合的体
系设计扩展了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的话
语空间。

首先，该书体现了对历史视野与现
实观照的兼顾，从“电影工业美学”理论
观念的孕育诞生、体系建构及其与中国
电影学派的关系等方面展开对这一自成
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构想的阐释。该书
既重视“电影工业美学”理论资源的历史
积淀，将其视为电影观念史变革背景下
的产物，同时也看重理论的当下性与有
效性，对电影生产的各个维度与阶段均
作出务实的对策谏言，主张“接地气”的
电影生产，追求“电影美学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统一”。

其次，该书反映出对西方理论方法
与本土电影议题的有机结合，跨学科思
维构成了全书的研究特色。《电影工业美
学研究》在理论方法的选择上跳出了电
影学科自身的局限，积极与他域互动，同
时又让这些跨学科的理论方法都能为中
国电影研究所用。一方面，它以西方的

“中层理论”、发生新转向的大众文化理
论、文化研究以及技术美学作为理论和
方法指导，融入网络科学、管理学、经济
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知识方法，理论视野
开阔，研究方式多元。另一方面，面对中
国电影这一具体研究对象，它又充分调
动中国自身的文化资源，聚焦当前中国
电影发展中的冲突与问题，以推动本土
电影发展。

最后，该书还展露了中国电影学者
为超越艺术与工业的二元对立，在电影
批评观念和评价体系上所作的努力。为
调和电影的艺术追求与工业效益之间的
矛盾，《电影工业美学研究》以全局视野，
提出要尊重“常人”之美的观点。该书指
出，在接受电影的大众文化定位的前提
下，电影工业的发展应先追求“平均”，服

膺“制片人中心制”，选择作为消费主体的新“大
众”。这或许会在某些程度上无法凸显小众美学和
作者电影的价值，但《电影工业美学研究》不仅针
对艺术电影和小成本电影制定了“工业化”运营的
策略，而且还呼吁建立更加开放的评价体系，尝试
构建多元化的综合评价标准去寻找不同类别电影
之间的“交界面”，以“平衡”的立场来调和电影不
同维度之间的冲突。

总之，《电影工业美学研究》是陈旭光立足学
界多位学者对于“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争鸣与探
讨的基础上，所建构出的一个更为完善、系统、综合
的理论体系。它在宏观层面具有革新电影发展观
念，建构新的电影研究方法论体系的“顶层设计”的
特征与效用，在微观层面又能调和电影发展中的
现实冲突，解决一些断裂与难题，基本达成了“互补
辩证、兼容综合且务实有效”的理论建构目标。

该著作提出并初步建构了电影工业美学理论
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在新时代中国电影的现实背景
下，对当代电影生产实践的一次高远、兼容、辩证、务
实的学理思考、理论提升和体系性探索，也是一次中
国电影学术话语体系踏实而有效的建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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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 如长征
——简评电视剧《绝密使命》 □赵 彤

近日，社交媒体被“1.6亿元片酬”和“日均薪酬208万元”刷屏，
演员郑爽因被网络实名举报领取畸高片酬和涉嫌偷税漏税，再次引起
舆论热议。

无德莫谈艺，遵纪守法是艺德最基本的体现，是一个文艺工作者
的行为底线。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和爱国守
法的道德义务。2018年，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
加强对影视行业偷逃税、“天价片酬”等问题的治理。2020年，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管理有关工
作的通知》，对演员片酬作出明确规定。今年1月，中国文联出台自律
公约，要求文艺工作者坚决抵制偷税漏税、签署“阴阳合同”、索取“天

价片酬”等行为。文艺工作者违法失德的丑闻劣迹危害巨大，严重破
坏社会和谐幸福，侵蚀社会公平公正，人们对其深恶痛绝。对于没有
艺德的艺人，社会决不会为其提供发声露脸的机会。电视艺术工作者
承担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使命，理应在业界作出
表率。我们呼吁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修行，遵
纪守法、以德养艺、修身自律，珍惜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舞台，为培根铸
魂、弘扬清风正气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视协电视界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
2021年4月29日

无德莫谈艺 电视艺术工作者要遵纪守法恪守艺德底线书林漫步

4月27日，《阳光劫匪》超前观影暨专家研讨会在京
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办，中国
电影基金会钟惦棐电影评论发展专项基金、吴天明青年
电影基金等联合承办，聚影汇（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承办。《阳光劫匪》讲述了一群朋友为拯救丢失的“爱
女”——老虎娜娜，决定开启一场另类打劫，由此引发了
一场惊心动魄又奇趣横生的冒险之旅的故事。研讨会
上，影片编剧、监制、制片人方励与现场各位专家围绕影
片的类型探索创新、情感主题表达、女性议题、喜剧元素
等方面展开讨论。

据方励透露，《阳光劫匪》在创作时非常自由，没有套
用任何现有的类型模式，而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去思考在
故事情节和感情方面与观众的分享互动，所以在最终的
呈现效果上充满想象力。结合影片本身的创作经历和对
好莱坞类型化电影的思考，方励提出，在现有类型框架
下，我们应当鼓励年轻人自由创作，探索开辟出具有中国
文化特点和类型特点的新类型，丰富电影供给。与会专
家认为，该片打散重组了文艺、喜剧、奇幻、犯罪、推理等
元素，并打破类型界限，做出了大胆勇敢的创新尝试，最
终实现了义气与匪气的交织、阳光与忧虑的交替、正派与
反派的交锋、喜剧与悲剧的交融，是一部魔幻又现实的童
话故事及情感喜剧。在情感设计上，影片将人与老虎之
间细腻的互动和情感，升华到广义的爱。有专家谈到，影
片在轻喜剧的外壳下，延续了导演李玉对女性的一贯关
注，该片核心议题恰在于表现女性对社会情感的需求，对
爱与自由的渴望。 （小 宇）

专家研讨电影《阳光劫匪》

“讴歌时代英雄——《闪亮的坐标》红色讲演人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5月10日，中国视协电视界职业道德建设

委员会在京召开“讴歌时代英雄——《闪亮的坐
标》红色讲演人创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
秘书长范宗钗、高健，二级巡视员冯怀中，中国
文联理论研究室舆情处处长云菲、国内联络部职
业道德建设办公室副主任林德源出席会议，录制
红色文化讲演节目《闪亮的坐标》的讲述人陈宝
国、敬一丹、刘劲、王千源、刘威、王丽云、丁柳元、
颜丹晨、孟阿赛等演员、主持人代表参与座谈，
中国视协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

范宗钗副秘书长指出电视界职业道德建
设委员会成立半年来主动作为、及时发声，坚
持弘扬清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在网络媒体
和全社会均引起巨大关注和强烈反响，发挥了
积极正面引领作用，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闪亮的坐标》是对建党百年的一份礼赞，也是
中国视协充分发挥影响力、凝聚力和引领作用
的一次具体实践。

与会代表结合参与录制《闪亮的坐标》时
讲述革命先烈英勇事迹的过程，以及过往的艺
术创作经历，畅谈了重温光辉历史、传承红色
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的感想和体会，也表达了
努力从自身做起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引领带动
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追求崇德尚艺的努力和决心。陈宝国
表示，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次创作，也是一
次再教育、再学习的过程，作为演员应该有这
份责任感和使命感，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我们
党的文化事业、文艺事业尽自己的力量。刘劲
谈到，文艺工作者作为公众人物，是党的宣传
员，是意识形态的守护者，不能为一些微小的
个人的私利，把最重要的东西丢失了。《闪亮的
坐标》中每一个英雄都有坚定的信念，党领导
的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离不开坚强的信念和钢
铁般的意志。敬一丹讲到，以前自己习惯用访
谈的方式表达，这次参加讲演节目，融入不同
的背景空间，进行戏剧化地表达，更容易带入

真挚饱满的感情，是一次全新的体验。王丽云
建议在每个剧组都建立临时党支部，让党的思
想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她说自己是具有47年
党龄的老党员，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秉
持着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原则，希
望为观众带来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主旋律作品。

胡占凡在会议总结中说，做好职业道德建
设工作，需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
培育健康的行风，引导从业人员塑造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注重品德修养的修
炼，尤其是青年一代的道德养成，培养行动自
觉；三是健全约束机制，通过行为守则或自律
公约等形式对创作行为进行规范。今后，中国
视协将持续加强对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家的宣
传力度，带动整个电视界追求真才学、好德行、
高品位，带动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用高尚的道
德情操和优秀的电视作品引领社会风尚，为营
造电视界风清气正良好氛围贡献力量。（视讯）

4月23日，由中国电视艺委
会主办的电视剧《陪你一起长大》
研讨会在京举行。电视剧《陪你一
起长大》主要围绕四个不同家庭
的育儿故事展开，并就此对亲子
关系、婚姻关系等展开深入探讨。
笑中带泪的家庭故事、真挚细腻
的亲子情感，引发观众共鸣，不少
网友评论“仿佛看到了自己带娃
的样子”，同时也唤起民众对家庭
教育尺度的进一步思考。

本剧导演陈昆晖谈到，《陪你
一起长大》之所以选择幼升小这
一时间节点，是因为在幼升小这
个阶段，孩子们的自主意识还不
够，帮助子女们在面对社会化、系
统化的教育时做出选择，就成了
年轻父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阶段往往
能够暴露出家长们在孩子教育问
题上的盲目性和盲从性。“我们利
用这个节点让观众置身事外来看
这四个不同家庭的故事，并且从他们的
故事中悟到教育的本质是一个灵魂对
另外一个灵魂的唤醒，是同步成长。陪
着孩子一起长大，其实是家长最好的教
育方式。”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既有全景展

现，又有重点聚焦。一方面，该剧涵
盖了各种有关教育的热点话题，覆
盖面广，时效性强；另一方面，该剧
的焦点并非置于学校，而是置于家
长。该剧探索从人物焦虑过渡到人
物觉醒与治愈，特别是剧中女主角
苏醒作为一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的角色，很多台词给人醍醐灌顶之
感，最终以她为代表的四个家庭智
慧地退出内卷化困境，回归育人初
心，这不仅是对角色的一种治愈，
也是对观众的一种治愈，体现了人
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善意。该剧
除了直面教育领域家长的困惑焦
虑与苦恼，还由此引申出女性意识
的觉醒。该剧透过女性对孩子教
育问题的不同态度，以及由于孩子
教育问题引发的家庭和情感关系
的变化，展现了现代女性的生活状
态、她们的人生价值追求以及其对
精神家园的追寻，最终每位女性都
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也有专家认

为，现阶段该剧打磨得过于精细，缺少
一种生活自然形态的丰富性和粗糙感。
此外，矛盾冲突还不够极致，若能给人
物施加更大压力，对于人物的选择做出
更清晰的解释，人物性格将会表现得更
充分。 （许 莹）

电
视
剧
《
陪
你
一
起
长
大
》
：

家
长
与
子
女
共
同
成
长
的
生
活
暖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