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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小道”上踩出“新路”
——访电影《邓小平小道》编剧、艺术监制王兴东 □本报记者 许 莹

由王兴东艺术监制、编剧，雷献禾执导，卢奇联合执
导，卢奇、于慧领衔主演的重大革命题材电影《邓小平小
道》即将于4月22日登陆全国院线。邓小平是改变中国、影
响世界的重要人物，无论是其个人命运的起起伏伏还是由
他改写的中国命运，其分量之重不言而喻。2004年起，王
兴东深入江西陆军学院、新建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起居
室、邓小平同志故居将军楼等地实地采访，数易其稿，历时
15年写就《邓小平小道》电影剧本。银幕内外，“小道”上如
何踩出“新路”，王兴东向记者分享了他的创作经历。

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
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工人师傅们从工厂后墙开了个小
门，并用炉灰渣铺了一条500米长的小路直通他在南昌步
兵学校的住所。人们把这条小道称为“小平小道”。“小平小
道”是邓小平深入群众、探索发展新路的重要标志。在影片
中，罗朋厂长和工人们为邓小平修建的这条小道成为全片
点题式的重要意象。王兴东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这条小
道的表现是有层次的。“为了躲避社会上的发现与批判，同
时节省邓小平上班路上的时间，工人们为他修建了这条小
道。后来，这条小道在剧本中成为工厂到驻地陆军学校的
交通线、专用线、情感线。所有在这条小道上发生的故事，
都是在写邓小平与人民群众情感相系的大路。”

人物和冲突是电影的灵魂。王兴东的剧作始终揪住人
物性格，其笔下的蒋筑英、孔繁森、乔安山、牛玉儒、许海
峰、刘长春、雷经天、邹碧华、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法官妈
妈”尚秀云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笔下的
英模人物和别人的不一样，他总能在每一次创作中不断突
破自我、找寻新意，力求做到人无我有、人优我转。在他看
来，“不嚼别人嚼过的馍”，有所发现才能有所表现，发现一
个从未表现的题材是编剧最有探险和智慧的成果。

王兴东发现，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
节口号，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号召，毛泽东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合法地接生新中国，
于是王兴东聚焦毛泽东领导中共和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完
成了电影《建国大业》，他还创作了孙中山先生推翻封建帝
制领导的《辛亥革命》电影。写好伟人更要有尖锐的戏剧冲
突，写“文革”难，写邓小平更难。王兴东鼓起勇气，刻画了

“文革”中处于人生低谷的邓小平。“‘文革’中除了保留邓
小平党籍外，他被下放到江西参加工厂劳动。一个‘非凡的
人’经历了‘反常的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他在逆境之中
挣扎，在谪居中思考，没想到能在人生低谷得到基层人民
的保护，后来他东山再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者，这
是世界绝无仅有的故事。”王兴东阅读了邓小平女儿毛毛
创作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他发觉，邓小
平很有性格，他善于思考、少言寡语、幽默乐观、软中带韧、
静候时机。邓小平后来见到毛主席说了两个字：忍耐。王兴
东意识到，剧本的主题就应当定位于“忍耐”二字——忍耐
不是认输，而是想得开、挺得住……

王兴东试图通过邓小平“虎落平阳”“忍辱负重”“卧薪
尝胆”“等待时机”“出山返京”结构思路，踩出一条书写伟
人的“新路”。影像叙事过程通篇没有使用写日记、文字、介
绍、展览等文学语言的方式，而是通过影像语言的细节处

理，生动展现了他同底层工人的情谊：是一条通向工厂的
小道，是一件钳工劳动的工具，是一碗解救小平的红糖水，
是一个解决邓朴方翻身的吊环床架，甚至是一包菜籽儿、
一锅粽子……不要小瞧了这些细节处理，小细节背后往往
蕴藏了编剧的诸多苦心。王兴东举例谈到，例如“一碗红糖
水救邓小平”的情节其实很简单，但他并不想做成一个简
单的交代晕倒的事件。他试图在剧本中用交叉蒙太奇的方
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情绪段落。观众事后知道是低血糖，但
戏剧悬念应该是以为邓小平累死了，从而激发了观众的同
情心。在王兴东看来，邓小平喝下这碗红糖水的滋味里，应
该有求生与挣扎，有感动与感激。

王兴东在剧本中设计得很清楚，“邓小平晕倒要报到
上级，目的是让儿子邓朴方知道这个坏消息，从而引出邓
朴方的动作。瘫痪的儿子冒雨去找父亲，邓朴方以为父亲
不行了，在淋雨的情况下，他推着轮椅去找，又陷在泥泞的
路上。然后，才有卓琳找邓朴方，和儿子有一场非常感人的
对话……”在王兴东看来，如果仅仅完成“一碗红糖水救邓
小平”这个情节，等于照搬表象事实，而不能揭示人物内心
情感世界的剧烈冲撞。编剧和导演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
要能用一个情节在人物关系上“挤出情感”。

邓小平与儿子邓朴方的人物关系描写是全片一大亮
点。王兴东谈到，“邓朴方没有背叛父亲，为了父亲而跳楼，
瘫痪后来到江西。邓小平必须白天劳动，晚上照顾瘫痪的
儿子，为他搓背、擦澡、翻身。片中邓朴方心灰意冷，觉得看
不到前景，这时邓小平故意把收音机拆坏，拿去让儿子修
理。这里不仅要表现浓浓的父子情义，还有火把倒下火焰
依然向上的精气神儿。王兴东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能唤醒
更多选择“躺平”或身处艰难境遇的年轻人，成就伟大事业
离不开坚强意志、忘我奋斗，这部电影会给人以力量、给人
以希望、给人以精神支柱。

“十年坐得板凳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王兴东着墨每
一笔都有他的思考，例如他写下放期间的邓小平，他的工
资被扣发、不准给中央写信，遭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
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带领家庭开荒种地、节约开
支，由一位总书记变成一位老工人，又由一位老工人转变
成一位老农民，王兴东认为种菜这场戏，不仅是邓小平特
殊情况下的求生方式之一，也促使他在此后能够对农村施
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

从该片创作伊始，王兴东就告诉自己，决不能急功近
利、心态浮躁，那样制作出来的电影是过眼云烟、明日黄花，
而这部电影要成为一块城砖，永远嵌镶在中华民族文化的
城墙上。好电影是拍给时间看的，《邓小平小道》犹如中国改
革开放历史的一个索引，它留下了什么，更待后人说……

2022年 2月，忽然得到一个新闻，我国
“寻找稷下学宫”考古项目获得重大突破，那个
被梁启超评价为“前空往劫，后绝来尘”的“历
史绝唱”的稷下学宫遗址被基本认定。我们马
上意识到五集纪录片《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
宫》的完成恰逢其时，也可以“蹭”个热度，兴奋
度不次于考古界和学术界的同仁们。创作该
片的前前后后仿佛就在昨天。

关于对稷下学宫这一历史遗迹的关注并
准备影像化表达的想法源于2001年的动议，
后于2016年再论证，2017年开始筹备、拍摄、
制作，近日在央视纪录频道特别呈现，倏忽之
间二十多个寒暑走过，感慨大家为一部作品的
坚持和执著。期间我们反复打磨，六易其稿，
尽最大努力保证这部纪录片学术水准严谨、历
史判断科学、文化含量厚重。现在播出的完成
片是5集，每集47分钟，共235分钟，我们努
力在风格走向、讲述方式、内容涵盖、表现手法
等方面不负多年来与时俱进的探索和思考。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
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
想史上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正是以齐国稷
下学宫为中心展开的。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
争鸣的中心舞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
局面的形成。这座学院的荣辱兴衰折射出中
国先秦思想史的发展与融合，是一座集合众多
戏剧性元素与历史悬疑的巨大历史舞台，是适
合用纪录片的形式加以展现的。我们拍摄之
初对自己提出了三个目标：第一，回望稷下历
史深处的辉煌过往；第二，追求与各圈层受众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同频共振；第三，探索优秀
传统文化“两创”国际传播策略的新路径。

这部片子如果说今天来做，是有考古重大
发现的时效性和新鲜度的，而五年前着手拍
摄，确实没有多少参照。我们只能沿着1943
年才出土的“稷下”明代石碑开始回溯历史。
那是一段静静锁在历史中的记忆，也是一段与
受众无交集的尘封故事。因为时间跨度大、涉
及人物多、涵盖内容广、历史空白点与细节争
议多，因此，找到共识、共知和争议、新意的合理结合与配比，是
我们的创作原则之一：史料有明确记载的桥段与内容，一字不
改、全盘搬演；史学界不存在争议的定论，照章引用；史料无明确
记载，史学界又存在多种意见的桥段与内容，优先选取有利于加
强片子故事性与可看性的观点与“可能”，然后利用专家访谈与
解说词点明此段落的“推测成分”与“推测理由”。这些是我们在
创作方法论上的一些考量。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努力把历史的偶然与必然通过影
像呈现出来，把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文明和路径尽可能
梳理清晰，全片通过战国时期五个关键的历史拐点、多个关键
的君主和稷下学士，打造成5集闭合又开放、系列又连续、剧情
又纪实的纪录片。每集的题目也是经过精心思考符合故事化
讲述需要的：《初兴》《争鸣》《星散》《裂变》《垂统》，每集之间独
立又连续，故事里有伟大的君王、聪慧的思想者、宏伟的战役
以及注定要失败的对抗，故事里有爱与背叛，还有各式各样的
统治者，他们或疯狂或残暴或英明，故事里有衔命而出的诸子
百家，有人类文明的道道霞光，我们聚焦这一横贯了150年风
雨沧桑的故事，我们在故事里回望历史的深处，抚摸岁月的肌
理，感受文明的气息，捕捉文化的神韵，也希望通过纪录片传
递精神，把诸如一个讳疾忌医的君主自我救赎的故事到一代
王朝一鸣惊人的从谏之路，故事化、有国际视野地展示出来，
以符合互联思维下全球共享的影像化市场需求，亦不负泱泱
齐鲁之风、浩浩中华文明。

从传播效果和受众抵达率看，这部纪录片也是我们践行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国际传播要求，打造效能突出的国际
传播项目的一次尝试。作为一部历史纪录片，《战国大学堂之稷
下学宫》以历史人物为主视角，真实细致展现了稷下学宫这个舞
台上所发生的历史故事，探究历史背后不为人所知甚至被人误
解的人物细节。人物命运与历史细节是全片的主要分析点，全
片既有纪录片的严谨与厚重，也有电影般的戏剧张力与视觉刺
激。与一般影视剧不同的是，本片讲述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
物、每一段对话、每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
史。而与一般纪录片所不同的是，我们努力从国际传播需求的
高度出发，把所有的历史元素与分析，用最接近于电影的方式表
现出来。而在纪录片的影像风格方面，也使用中国山水画的写
意、人物剪影、绘画三维特效转场以及航拍、延时等对当下进行
投射。我们将史料分析与历史推理相结合，使用 3D 特技、手
绘动画、再现拍摄等技术手段，让被采专家直接介入再现场景，
对历史人物命运与稷下学宫的发展进程展开叙述与探讨，利用
影视语言与学术推想，让观众感受历史的魅力与岁月的变迁。

眼下，稷下学宫考古发掘正持续进行，据报道接下来会寻
找遗址的西墙垣和北墙垣，还将发掘遗址内的建筑基址，进一
步探明其具体用途。随着考古进程的继续，我们也希望能借
着纪录片的创作，走到考古发掘的背后，通过我们的影像和想
象，去探寻稷下学宫传递出的中国文化源头的特质之一——
尊重与包容。

（作者系纪录片《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总撰稿、总制
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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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有很多思想和感受是语言文字无法准
确表达的，但是通过画面和声音就可以做
到。据调查显示，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
视觉，11%来自听觉。视听语言是在现代技
术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新的综合艺术，是
将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融合产生的新的表
情达意的语言符号。“图像化”时代，视听语
言素养的优劣直接影响一个人获取信息的
广度和深度，也决定了其自身审美水平和
创造性的高低。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视听语
言的基本训练和培养较为迟滞，或者根本
缺失。年满18岁的大学生，虽然也非常依
赖“看”和“听”，但对视听语言规则的掌握
却很有限。调查显示，大部分大学生都爱看
电影和追剧，热衷的类型多是爱情片、喜剧
片和动作片，仅有不到10％的人倾向于文
艺片。影视素养的不足，致使多数青少年只
能看到影像表面的东西，而发掘不出有意
义的内涵。这无疑影响了青少年影视艺术
接受的审美品位，成为影视艺术审美的制
约瓶颈。

因此，尽早掌握基本视听语言的应用，
对提高青少年一代审美品位有着重要意
义。笔者建议在中小学时期开设视听语言
相关兴趣课程。一方面是时势使然，“图像
化”时代，“看”与“听”的隐性控制力量很
强，很多青少年幼儿时期便开始接触电子
设备。掌握基本视听语言可以降低“盲从”
概率。另一方面，图片、视频的拍摄和制作
成本低廉，随手可得。智能手机和剪辑软件

已经非常普及，可随拍随剪，即便是添加一
些外置设备，成本也不会太高，而进行基本
视听语言的学习也能够相应提升视频制作
的品质。

当下语文教育已经意识到借鉴视听语
言成果的重要性，在作文课上也经常会采
取放映影视剧的方式让同学们进行分析，
但着眼点仍是激发学生写作兴趣、丰富写
作技巧、提高写作成绩。我们需要着力培养
的不仅仅是文字写作功力，更需要培养孩
子们的视频写作能力。著名导演谢飞近年
来屡次提到过尽早培养孩子视听素养的重
要意义。他说：“在我看来，视听写作是21
世纪全世界的现代人必备的技能之一。”

“视听写作时代到来了，我认为所有的年轻
人，无论你现在是学文、学工、学理、学商，
你们都有责任学会视听写作，你们都有可
能在用视听手段创造艺术品的道路上成为
一个很有才华、有很多成果的一员。”“通过
看电影和拍电影，主要是培养三个能力：视
觉形象的感悟力，艺术作品的构思力和创
作实践的执行力。这些能力有些孩子天生
就具有，长到十七八岁进入电影学院前已
经具备了。”

视听语言既然称为“语言”，必然有它
的语法和修辞方式。画面主要包括景别、焦
距、镜头角度、镜头运动、构图、光线、色彩
等，声音主要包括人声、音效和音乐，每一
种元素都承载了影视作品形式美感的信息
符号。比如远景景别可以营造出磅礴的气

势，常常应用于影片或者某个独立的叙事
段落的开篇和结尾；全景景别更贴近人物
可及的活动空间，能够使观众看清楚人物
的形体动作和人物与环境的关系……镜头
运动、光线、色彩、声音等都对刻画人物、推
进情节有重要作用。而对上述各种表现元
素及其相互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构思，又
将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凝练的概括能力
揭示现实生活中种种现象的内在联系。

长期以来，由于对视听语言形式美感
的认识不足，人们在观看影视作品时，更多
是被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形象所吸引，有时
辜负了很多导演以及影视相关从业人员苦
心营造的视听盛宴。

我认为，对于中小学生视听写作能力
的培养，可以与文本写作相配合，目的是训
练学生用不同方式去认识世界和表达自身
情感。同一个场景，选择用不同语言去表
现，给人的感受也会不同。这里简单说一下
电影思维和文学思维的关系问题：文字是
一种抽象的平面表意符号，需由审美者运
用主观思维“再造”形象；而视听语言则是
一种与视听形象同步发生的立体语言系
统，它直接诉诸受众感官，以形象的逼真性
再现和反映生活。具体教学中，教师可以指
定一个题目令学生作出两种作文，评改时
可以将视听作文与文字作文进行比对，指
出二者异同，我想这对学生思维能力的提
高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此特别提出一种基础的蒙太奇思维

训练方法：相似性类比。蒙太奇就是组接，
画面与声音都能够进行有意义的组接，而
镜头的合理组接更加基础。利用物体的相
似性寻找类比进行组接是思维训练的重要
方面。常见的如圆接圆方接方、动接动静接
静。想把类比做好，便要求我们要透过事物
的表象看到本质，那如何判断事物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事物根本就没有“内
在的”“唯一的”本质。看到什么取决于怎么
看，也就是视角。类比没有对不对，只有好
不好，因此也可以说类比是一种艺术。冬奥
期间，新华网首支XR创意视频《冰雪荧煌》
发布，很快就获得了超 2.8 亿的全网访问
量。这支视频的核心创意，就是看到了敦煌
舞中飞天与冰雪运动在展现空中技巧时的
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恰当地运用相似
性类比进行训练，对提高学生的视听素养，
激发创造性思维大有裨益。

普多夫金说：“蒙太奇是电影艺术所发
现并加以发展的一种新方法，它能够深刻
地揭示和鲜明地表现出现实生活所存在的
一切联系，从表面的联系直到最深刻的联
系。”视听写作和文学写作本质上都是对世
界的认识和思想的传达，只不过方式不同
而已。学习视听语言，要注重通过技巧传达
思想和观点，片面追求技巧是舍本逐末，这
是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视听写作时需要特
别留意的。

（作者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研究处
研究员）

4月17日，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国际合
作司、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特别指导，湖南广电联
合TVB出品的音乐原创节目《声生不息·港乐季》发
布引言篇，回溯港乐发展，探寻内地和香港文化脉络，
诉说同根同源的中华情。为献礼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节目集齐内地与香港16组传奇歌手，唱响经典港
乐，用音乐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引言篇中，来自内地和香港的新老歌手与专家
学者共同探讨港乐发展史，追溯文化中的一脉相承。
早在港乐诞生之初，内地民众将音乐萌芽带至香港
时，将地方戏、民间小曲小调和粤剧深度融合，从而慢
慢形成了独特的粤语流行音乐。

粤语是中华文明的传承，港乐是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的注脚。香江词人郑国江认为港乐就是代表香港的
音乐，是香港人在传递他们的心声。《声生不息·港乐
季》从文化根源的角度，在新时代环境下追溯港乐的
发展历史，探寻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通过内地和香
港传奇歌手对港乐的重新演绎，为人民提供感知社会
脉搏、探寻文化源流的机会，让年轻的一代人真正了
解到港乐的精神内核，传承背后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
感。让歌手与观众再次感受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情
感连接。

《声生不息》将一首首凝聚了国人共同情感的港
乐金曲重新传唱，让有传播意义、审美价值的港乐重
回大众视野。4月，我们期待无远弗届的港乐再次响
彻内地与香港。 （湘 闻）

《声生不息》献礼香港回归25周年
构筑内地和香港文化交流桥梁

中小学视听语言素养的提高与蒙太奇思维训练
□马天博

纪录片《文学的日常》第二季
沿作家日常小径通向文学广阔天地

时隔两年，纪录片导演王圣志团队制作
的《文学的日常》第二季，将于4月21日在东
南卫视、海峡卫视和优酷视频一同上线。延
续第一季基调和风格，《文学的日常》第二季
依然从朋友的拜访切入，文学家敞开精神世
界，二人一同在与文学家创作发生密切联系
的地方游弋，在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间穿
梭，给予观众真实具象的文学思考与丰厚细
腻的人生体悟。

《文学的日常》第二季有六位文学家和
他们的朋友现身，分别是刘亮程与洪启、于

坚与虎良灿、李修文与韩松落、双雪涛与史
航、李洱与张清华、陈彦与陈小朵。他们畅游
于更广阔的天地：到乌鲁木齐的牧场上放
歌，于敦煌的漫天黄沙里弹吉他，去建水走
一趟三百年历史的百拱桥；他们徜徉于鼎沸
的烟火人间：钻胡同跟大爷们话当年，蹲路
边与牧羊人闲话，入城中村和打工人扯家
常……相较于第一季，第二季将打开层次更
丰富的生活样貌，呈现更广袤丰美的风土民
情，直面现代生活的困境，重新发现中国人
的生活美学。 （许 莹）

新时代审美文化新时代审美文化
与审美教育与审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