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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是作品真实的基础
——评康洪雷导演新作《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李树榕

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创作原
则是“除细节的真实，还要塑造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人物。”言外之意，作品的
真实，细节是基础。电视剧亦如此，其
真实感是基于演员表演和服化道等众
多细节基础之上的。日前，央视八套
播出的36集电视剧《父亲的草原母亲
的河》就是康洪雷导演以细节取胜的
不可多得的北疆题材杰作。

50年前，南京青年莫成名逃离
“没有爱”的家庭，带着心爱的大提琴
跟随上山下乡的洪流来到内蒙古草
原，就是为寻找温暖的家和事业归
宿。他将要面临怎样的生存环境？历
经几十年奋斗，他的寻找会有结果
吗？康洪雷导演智慧地用一系列细节
做出回答。

当斯琴高娃扮演的老阿妈出现
时，围绕在她身边的是三个“国家的孩
子”。对待知青，老阿妈依然是悲悯佛
心、厚道仁慈。剧中老阿妈的戏份不
多，但在蒙古族长调的衬托下，导演却
用55秒钟的细节，呈现出草原人民群
众即使生存艰辛，也会因对毛主席的
信仰、秉持“万物有灵”的民俗，细心呵
护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胞生命。

你看，阿妈背着的牛粪筐很沉，踉
跄的脚步很慢，用力的右肩很斜，捡牛
粪的手很糙，跛了的右腿很吃力，挎在
右臂的鞍具很重，摔倒的瞬间很
真……然而阿妈的表情却很平静，因为这是她几十年独自劳动的“日
常”。当然，这个细节得益于老戏骨的表演功力，也是导演的“别有用
心”。无论“三千孤儿入内蒙”，还是广大知青到牧区，草原人民都是在生
活并不宽裕、劳动并不轻松的境遇下欣然接受这些孩子的。

你听，阿妈的语速很慢，粗重的呼吸很缓，以蒙古语为主的台词夹杂
着汉语，真实地再现了牧区人民群众的真实形象。老阿妈一直在努力，努
力劳动、做家务、照顾所有的孩子们——由此体现出的是草原民族敏于
行、讷于言的性格和恪守信义的美德。无论20世纪60年代初，内蒙古自
治区主席乌兰夫向国家承诺：保障南方3000名孤儿“接一个活一个，活一
个壮一个”，还是20世纪60年代末内蒙古牧区接收大量插队落户的知
青，用努力艰辛的劳动面对一切，是草原人民流血流汗、无怨无悔的实际
行动。

熟料，与这55秒镜头衔接的竟然是乌兰牧骑队员说书的声音：“语出
必有源，事出必有名”。这个蒙太奇，产生了1+1>2的效果，深刻的思想
寓于其中。

究其草原人民大爱的“源”和“名”，必须正视蒙古民族集体无意识中
对生命、对大自然、对英雄的崇拜。“娜仁”即太阳，“萨仁”即月亮，“托娅”
即光，是自然崇拜；“其其格”即鲜花，“塔拉”即草原，是生命崇拜；“巴特
尔”即英雄，“阿其图”即恩情，是英雄崇拜和恩仇必报的文化性格。当蒙
古民族的名字里出现这些称谓时，就会理解莫成名何以把内蒙古草原作
为生命和理想的归宿。

阿妈没有丈夫，只有一个弟弟叫仁勤。这是金鸡奖得主、金马奖影帝
涂们扮演的。康导把他定位为长着红色酒糟鼻的老汉：走路，外撇双腿；
眼神，执拗而挑剔；动作，随意而滑稽。尤其是在与知青交往时，语言非常
出彩，不仅汉语中夹杂着蒙古语，而且用词简洁、重复。简洁，是自信、是
性格、是习惯；重复，是汉语词汇量有限。由此，一位生性倔强、威望出众、
自以为是、说一不二、“外冷内热”的“暖水瓶”型老人，即刻以其典型性而
活色生香。

在他阻止知青冬季打井时，一句“我要给你一个告诉！”就把他教训人
时的口头禅流露出来。这是习惯了谓语与宾语倒置句式的草原民族往往
会脱口而出的。这句特色鲜明的口语，在剧中出现了至少三次，以其典型
性使一句台词盘活了一部蒙汉语言的交流史。 一群人在牧区小学的教
室窗户外围观成名怀抱的大提琴，大家不知是什么乐器。仁勤老人一句

“大头琴，很金贵的！”令人忍俊不禁。自以为什么都懂的老人，看着琴体
大于马头琴的乐器，语气庄严、脱口而出的“大”头琴，带有见多识广的经
验主义色彩，也隐含着马头琴改革离不开蒙汉文化、中西文化交融的规
律。当成名借着酒劲倾诉热恋杭拉的心声时，仁勤不冷不热的反应也使
语言非常有张力：“你的事，我怎么知道！”体现出马背民族坦诚和直率的
性格，也蕴含着亲情意义上对“情敌”的仇视。至于老人总是带着怀疑的
态度挂在嘴上的那句“能长久吗？！”更体现出“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的
草原智慧。

当然，更精彩的还有仁勤在服装和综合性表演中的细节。
半个世纪前内蒙古草原上“老男人”普遍的装扮是啥样？一看仁勤便

会知晓。一顶很旧的皮质鸭舌帽，被磨得透着“光泽”，那是老人吃完手把
肉抓来抓去的结果。一双破旧的靴子，在老人迈着有些“罗圈”的双腿时，
毫不违和。尤其是那件永远不会系住领扣的蒙古袍，在看不出来是什么
颜色的“本色”中，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牧区特有的生活，也体现
出拥有丰富草原生活经验的蒙古族汉子的豪迈和自信。

面对塌方的井崖，他要扑进去拯救宁安，那是豁出性命也要一搏的勇
敢和挣扎：“宁安！！宁安！！！”这个细节，是可塑性极大的涂们冒着心脏病
突发的危险为艺术而“玩命”！见到奔丧的宁安父母，他更是痛不欲生：

“宁安，听毛主席话，到草原，我没保护好！”语言简洁，意义深刻。随之即
将下跪的身体颤抖出了撕心裂肺的痛苦。而面对杭拉的婚事，他说：“你
跟他走了，我会难过；他扔下你走了，我会心疼！”这是慈爱的老人对“不是
女儿胜似女儿”的杭拉的真实感情，是一位父亲用哲理和真情激活着无数
父亲的情感体验。

生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是永远逃不出的两难选择？是“能长久
吗”的永恒之问？因而，在仁勤舅舅的口头禅中，观众听到了一种亘古不
变的智慧；在老阿妈坚韧的臂膀上，观众又看到了一种伟大的“担当”。正
是这些不是主干“枝叶”，却在导演运用细节的智慧中，让观众对社会现实
和人性本质进行着深刻思考。

当然，无论配角多么出彩，决定一部电视剧成败，还要看一号人物的
塑造。

“打狼英雄”的桂冠戴在性格懦弱的莫成名头上了，机灵的周伟用南
京口音悄悄跟他讲：“媒体报道时，你要装作一条腿瘸了。这样英雄才真
实。”随后向宁安的位置一瞥：“要是他，一定这样做。”闻此言，成名一改以
往犹疑的眼神，死死盯着对方，一言不发。此刻他的目光不再怯懦，闪烁
出的竟是意欲穿透对方龌龊心理的尖锐。为了杭拉，成名却要放弃上大
学的机会。听着王晓晴连珠炮似的追问：“就算我愿意陪着你做你想做的
一切，你还是会选择她，对吗？”天津方言的“她”介于普通话第三声和第四
声之间，很有杀伤力；成名的眼神有些躲闪，回答却很决绝：“我不能走，我
的心上人在这里。”所以，当他向杭拉求婚时，不仅眼神坚定而幸福，而且
还是用的蒙语。这个细节，不仅体现出融入并尊重草原文化的态度，也是
蒙古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

剧情结束时，成名喝醉了。不知是承诺出任亚洲艺术团总监的幸福
还是困惑，但有一点很明确，王晓晴，这位昔日的同志，当下欧亚唱片公司
的亚洲代表，选择中国艺术家担此重任，让他激动不已：“王晓晴，你太有
眼力了！”是酒后“真言”还是“妄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他出现了幻
觉，这是“内蒙古蒙古族无伴奏合唱团”蝉联三届“世界合唱比赛”金奖的
演出现场，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引来了阿妈和仁勤，引来了宁安和杭
拉，成名幸福地笑了。此刻，虚实结合、情景交融的意境，耐人寻味，发人
深省……

是啊，如何在世界大变局中正确对待“自由与金钱”“尊严与权力”？
如何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勇敢地正视人性中“无解”的命题？都深刻地
寓于这些细节之中了。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内蒙古文史馆馆员）

2023“人音杯”大赛决赛
暨教学成果总展演在京举办

本报讯 8月11日晚，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以下简称“人音社”）主
办的2023“人音杯”菲伯尔钢琴大赛颁奖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
场举行，为期一周的2023“人音杯”大赛决赛圆满落下帷幕。

本届决赛是由“菲伯尔钢琴大赛决赛暨教学成果总展演”与“小
提琴大赛决赛暨教学成果总展演”组成。来自全国十多个赛区的近
千名优秀参赛选手、数十名专家评委、以及选手指导教师、选手亲属
等齐聚北京，共同参与精彩纷呈的活动。活动不仅有紧张激烈的比
赛环节，还特别开设有专家讲座、教学研讨会、琴童家长讲座、专家一
对一课堂、舞美艺术工作坊、舞台展演等丰富内容。

颁奖音乐会上，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经理、“人音杯”大赛执行总监
魏振华在致辞中表示，在参赛过程中，选手们表现都非常出色，展现出
了时代新人的闪亮风采。为推动“教育数字化”，人音社推出“人音学
琴 App”等数字化音乐学习工具，以提供“有品质”的内容和服务，帮
助孩子们了解热爱音乐、快乐成长。

从2021年起，人音社发起“人音杯”大赛暨教学成果展演，分为地区
初赛与全国决赛，累计已有近万名选手参赛。赛事秉承“以赛促学、以赛
研学、以赛导学”的办赛理念，致力于搭建高品质的音乐“学习平台、交流
平台、展演平台”，赛事规模和影响逐年扩大，已成为社会关注度、认可度
较高的教学型赛事。

（音 闻）

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国歌剧舞剧院
携手共推中国歌剧艺术新发展

本报讯 8月14日，中国音乐学院与
中国歌剧舞剧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
式在京举行。中国音乐学院党委常委、副院
长王萃与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田彦作为签约双方代表签署了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签约仪式上，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心
草致辞表示，中国音乐学院作为国家“双一
流”院校，在中国歌剧的表演、创作、理论研
究人才培养方面卓有建树，培养了大批具
有极高艺术水平、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研
究能力的专门人才。双方将在过去多年的
良好合作基础上更加深入紧密地开展战略
合作，立足国家文化战略需求，在文化和旅
游部高校共建工作基础上共同开展高质量
经典剧目和原创歌剧的排演，共建产学研
演一体化的歌剧人才培养实践平台，培养
国家急需的歌剧表演、理论研究、创作及管
理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双方资源共
享，共同开展国家级重大课题，以服务北京

“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共同谱写新时代中
国歌剧的全新篇章。

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诸葛燕喃希
望通过此次战略合作，以歌剧原创剧目的创
作演出、经典剧目的复排为依托，携手并进
再攀艺术高峰；为双方艺术人才的培养建设
搭载更宽阔、更多维的平台；在中国歌剧理
论的学术研究、体系建设方面有更重大的发
现与突破，共同为中国歌剧的传承、创新与
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战
略合作签约，是双方在新时代共同推动中国
歌剧的全新起点。未来，双方将携手共建，
联合打造中国歌剧艺术新高地，共同助力中
国歌剧表演、创作、理论研究及管理领域的
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联合开展精品歌剧
创作与制作，推动歌剧艺术的普及与提高，
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国家文化强国
战略做出重要贡献。

（音 讯）

评 点

据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2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
上人口达2.8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9.8%。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中国电
影也不乏以老年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创作，不同导演探讨了老年人所面临的生死、
家庭、伦理等问题。随着社会发展，老年题材电影的选择也有着变迁。20世纪
80年代，老年题材常围绕着改革开放等社会背景而呈现，更加关注身份的转换
和形象的转型。21世纪以来，老年题材开始在城市与乡村两个叙事空间中围绕
养老与终老、团圆与慈孝、孤寂与死亡等展开。当下，电影观众以年轻人居多，如
何解决年轻观众与老年题材电影的“两张皮”问题，中国电影人作出了可喜的探
索。今年3月上映的《脐带》入围第3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6月
作为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的《我爱你！》，上映一周便突破三亿票
房。老年题材电影在口碑、票房上获得了双丰收。

老年题材影片中，对于养老问题的呈现，许多观众担心影片会不会陷入过度
煽情、抑郁伤感的氛围？但是，观众在观看《我爱你！》时，影院始终伴随着快乐的
欢笑声，尽管也有几处场景击中些许观众的泪点，但影片整体上仍然不失轻松活
泼、温情动人的基调，为观众上演了一段中国老年人的集体狂欢，犹如一部老年
版的“青春片”。《我爱你！》中，常为戒的形象在屏幕上是少有的，一身潮衣、满口
网络用语、会打游戏排位、会拍视频的“潮爷爷”看似生活充满情趣，但孙女一语
说破，打游戏是为了讨好孙子，看孙子是为了讨好女儿，拍影片是为了讨好孙女，
家人讨好一圈，一个人时却提不起精神。当李慧如进入他的生活，老常也因家庭
关系等现实问题将慧如赶走。直至影片最后，两人终于认清了自己，冲破了思维
的禁锢，如年轻人般放肆去爱。影片用青春偶像喜剧的外衣，把老年角色包装成
青年人的模样，飙车、打架、泼水、谈恋爱，打破了观众对老年形象的固有认知。

电影《脐带》也是用年轻人的视角去阅读老年人。妈妈因患有阿尔兹海默
病，行为举止与常人不同。困在城市里的她，把大儿子一家彻底击垮，可当她回
到草原，却呈现出一种少女般的纯真与活泼。在昏暗的影院中哼唱喜爱的曲子，
在粼粼的湖岸边尽情舞蹈，为了一只羔羊执着地寻找羊群，看到空中盘旋的无人
机虔诚地祷告。影片中，传统的母子照顾关系被置换，儿子站到了长者的角度，
去照看“年幼”的母亲。这种置换令年轻观众置身其中，逆行的母子关系与逆行
的人生更能引发年轻观众的共鸣。

当今社会各领域实现了数字化和智能化，人们习惯于手机购物、社交、学
习。老年人由于年龄较大，繁杂的操作成为许多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桎梏，影响着
老年人对手机的使用。手机智能化为年轻一代带来了各种便利，也剥夺了很多
老人的话语权。在电影《我爱你！》中就有所体现，山哥的团圆家宴上，孩子们拿
着手机办公、上课、游戏，各忙各的，四位老人无法融入。社会话语权的弱势，使
得老年群体的想法难以在社会生活中表露。《我爱你！》中最直抒胸臆的一段，是
常为戒鞭笞不孝子，怒砸伪寿宴。发声，既是常为戒为山哥和欣姐鸣不平，又是
他自身的爆发。其实，这个桥段给年轻人很多反思，并不是所有老人都会采用这
样激烈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心声，更多时候，需要年轻一代去观察和体味。

死亡是任何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死亡的认知和情感
反应是不同的。在电影《我爱你！》中，山哥与欣姐是最令观众意难平的一对爱
人。贫困的生活、冷漠的子女、老伴的顽疾，时刻给山哥施以身体和心灵的双重
打压。乐观的态度、豁达的思想，又支持着山哥给老伴以体面的生活，结识了李
慧如和常为戒，山哥收获了真挚的友谊。但当最后一根稻草把人压倒，欣姐裤子
上鲜红的血迹告诉山哥，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于是在家庭团聚的闹剧之后，山
哥平静地选择与欣姐离开。这一段让所有观众都感到痛心流泪。导演在讲述这
一结局的时候不想死气沉沉。但正是这轻巧，加强了此段的分量，让人不禁思考
生存和死亡的意义。山哥在剧中说了一句：“这对于我们，不是结束，是重生。”旁
人所悲切的结局，在当事人看来是一场重生的仪式：一丝不苟地擦拭，有条不紊
地交代，不再为生活所束缚，不再为子女所奔波，紧紧握手静静睡去。死亡既不
可避免，那就泰然处之。

电影《脐带》中，母亲因病症而糊涂，整个叙事都是以儿子阿鲁斯的视角展
开。但在梦境中，母亲有了清醒的认知和自我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亲人才能
更加真切地理解和感悟她对死亡的看法，才会将
曾经害怕悲伤的事情看作是一件可以欣然接受的
事实。因此，阿鲁斯才会解开与母亲的羁绊，送她
前行。影片中大量的象征镜头和诗意化的表达，
配以色彩绚丽的场景和充满活力的
民族音乐，减少了观众面对死亡的
压迫感，令死亡变得轻盈而浪漫。
人生的终点是死亡，死亡是新的自
由和重生。老年题材电影通过视角
的转换和诗意的描绘，平缓、温暖地
引导观众提升对死亡的理性认知，
缓解死亡焦虑及亲人离世所带来的
情感冲击，引导年轻人站在当事人
的角度，理解老年人对自我生命的
认知，注重生命感悟。

以《脐带》《我爱你！》为例，老年
题材电影在故事创作和画面审美不
断提升的同时，更加细腻地对当代
各种生活状态的老年人进行刻画，
站在老年人的角度，追寻老年群体
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需求。我们可喜
地看到，现阶段老年题材影片创作
中，因生活物资充足和精神文明追
求所带来的自觉与自信在主人公身
上有充沛体现。影片中的生命轮回
也很好地解答了如何老去的问题，
让观众能够直面当下、消除恐惧、正
视生活，珍惜眼前的温暖和美好，拥
有从容老去的信心和力量。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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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北京师范大学发起的“电影下乡——新时代大学生美育支教行”
活动第四站落地新疆阿克陶县。本站将围绕“电影+天文”的主题，以电影为媒，
载天文之梦，探索“电影+N”的跨学科乡村美育支教创新模式。8月10日晚，活动
启动仪式于新疆阿克陶县丝路佳苑小学正式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美育中心副主任陈刚
在致辞中强调，长期以来，北京师范大学深切关注新疆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深
入推进实施“强师工程”，为新疆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教育教学人才。北师大
天文学学科于2020年落地克州，本站“电影下乡”将以“电影+天文”为主题，用
电影带领孩子们共同探索天文世界的奥秘。希望将北师大的优势学科形成合力，
打造学科交叉融合的乡村美育支教的创新模式，共同助力乡村的文化振兴和教
育振兴。

本次“电影下乡”新疆阿克陶站放映的影片是《独行月球》。活动邀请《独行月
球》主创人员为孩子们分享了电影拍摄背后的故事。《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抵
御小行星的撞击，拯救地球而部署的“月盾计划”失败后，独孤月在月球上的生活
故事，通过独孤月的个体成长，完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主题叙事，
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

用光影点缀星河，用影像汇聚星光。未来几日的活动中，“美育支教团”将围
绕“电影+天文”主题设计多种多样的活动课程，通过讲述宇宙奥秘、天文科普，
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天文情怀，探索“师范＋艺术”的美育支教新模式，以乡村特
色天文美育助推青少年素质全面发展。 （影 讯）

以电影为媒载天文之梦

2023年“电影下乡”走进新疆阿克陶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