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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新作点评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中华民族

的独特智慧和文化精髓，延续着国家和民族的精

神血脉。2016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黑

龙江省同江市八岔村赫哲族群众，他赞扬赫哲族

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特别是渔猎技能高超、图案

艺术精美、伊玛堪说唱很有韵味。

如何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让少数民族

非遗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感受它的生命活力

和时代气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

体中心）制作的原创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

堪”》，完成了一次高水准的艺术实践。

一“听”一“见”重说伊玛堪

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堪”》讲述的是北方

少数民族赫哲族民族史诗伊玛堪的传承故事。赫

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一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

是全国六小少数民族之一，人口只有5000多人。

伊玛堪作为赫哲族世代传承的古老民间说唱艺

术，是赫哲人的生命智慧和生活经验的结晶，记

录了渔猎民族的生命光华，被联合国列入《急需

保护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选为亚太

地区音乐教材的《乌苏里船歌》，就是由伊玛堪小

调《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改编而成。随着时代变迁

和赫哲语语言环境的逐渐消失，伊玛堪这一古老

的说唱艺术形式，正濒临失传的严重危机。20世

纪50年代至今，能够演唱伊玛堪的歌手数量急

剧下降，且大多只能传唱两三个伊玛堪片段，因

此，保护传承传播伊玛堪的任务刻不容缓。

为了挽救濒临失传的伊玛堪，黑龙江广播电

视台创作团队深入赫哲族居住地，探究该民族历

史文化肌理，以赫哲人尤日根一家三代为叙事核

心，生动地展现了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下对伊玛

堪的坚守和传承。在历经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社

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时序变迁

中，尤日根始终坚守“伊玛堪是咱赫哲人的根脉，

不能丢！”的祖训，把伊玛堪蕴含的精神信仰传给

族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儿子尤满江拒学伊玛

堪，为了创收，竟违法炸江鱼，前来劝阻的母亲海

珠沉船离世。尤日根一怒之下把儿子赶出家门，

自己也八年未摸鱼皮鼓。母亲的离世使尤满江顿

然悔过，开始自学伊玛堪，领悟伊玛堪的真谛，终

于用行动得到父亲的原谅，拜父学真传，并把伊

玛堪祖训运用到公司管理上，带领赫哲村成功致

富。孙女尤胡萨代表中国到加拿大进行世界民族

文化交流演出，引起广泛关注。

《赫哲人的“伊玛堪”》选材独特，立意高远，

既有黑龙江本土特色，又具备国际化视野，声乐

苍劲辽阔，诗意清澈悠远，是一部带给听众独特

审美享受的史诗性广播剧佳作。全剧在宏大历史

背景下浓缩了赫哲人的生命根基、精神信仰，不

仅再现了伊玛堪原创发展的历史脉络、力量源

泉，更让听众与剧中人一起生出对伊玛堪价值的

深刻认同感。

“一核三线”打开伊玛堪的生命空间

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堪”》的人物形象塑

造，是在全景式呈现伊玛堪延续的历程中完成

的。全剧按照“一核三线”的人物关系塑造形象。

“一核”指尤日根传承伊玛堪的经历，是全剧叙事

的动力源，围绕他的坚韧、自豪、失落、忧伤、责

任、保护、发展等所作所为展开。“三线”指尤日根

与传承对象之间的关联和冲突：“一线”指尤日根

与师父葛常胜的生死传承，师父作为抗联地下工

作者，是从历史走来的赫哲人精气神的代表，他

把传承重担交给尤日根，是生死托付，也是伊玛

堪能否“活态”传承的转折点；“二线”指尤日根与

家庭成员的传承关系，主要集中在儿子认为伊玛

堪过时而不接传，后来父子和解，儿子用伊玛堪

精神理念指导管理带民致富，这是现实关系；“三

线”指尤日根与村民、与各种社会人士的关系，除

了血缘传承，更有各级组织单位的社会广泛传

承，这是实践关系。

师父葛常胜在剧中是一位赋予伊玛堪历史

厚重感的民族英雄，他代表了赫哲人意志坚定、

舍命保脉、永不放弃的精神蕴意；尤日根是新中

国伊玛堪传播者的形象，他把传承伊玛堪与个人

的生存价值、爱情婚姻、捕鱼生产相结合，表现了

赫哲人赓续伊玛堪英雄史诗的勇气。就是在深陷

丧妻之痛时，他也没忘记师父嘱咐，保护着伊玛

堪，直到儿子醒悟认父为师，政府组织开办文化

站，办起传习所、艺术团、出书翻译、参加国际非

遗交流活动等，他将历经沧桑的伊玛堪传给年轻

人，并欣慰地看到它得以传承；儿子尤满江在经

历丧母之痛后，开始自学伊玛堪，以实际行动传

承创新伊玛堪，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者的新形象。

充满生活气息的“诗意”伊玛堪

伊玛堪是赫哲人的生命镜像。全剧以尤日根

的讲述为视角，从个体人生到少数民族群体，从

自然生灵到民族静态符号，从主体人传承到改变

生活，介绍族人与伊玛堪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

诗性的叙事方式，为听众打开富有生命意趣的伊

玛堪。

其一，巧设对话体，创造时空交错的戏剧空

间。该剧让现实中活态传承人尤日根与历史对

话、与生活对话。海珠美丽温柔勤劳，是尤日根传

承伊玛堪的知音，她以母亲的身份保护渔业资源

沉江而死，也是伊玛堪里的英雄。尤日根深情、海

珠温情，俩人对话代表两个不同空间，俩人看似

唠思念，实是围绕伊玛堪的生存成长诉说内心的

担忧和希望，记忆里那些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人和

事，借着对话，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夫妻一问一

答，内心一动一静，时光凝固，挚爱深情，诗意弥

漫，仿佛是现实与历史一同在相互凝视，延展了

诗意的叙事空间，增强了史诗性叙事的现代意

味。对话体，是拓展新时代非遗传承的链接方式，

是声音作品对非遗传承的独特表达。

其二，将非遗符号嵌入听觉场景中，从生活

细节中歌颂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增强价

值认同。当代传承人胡萨说，伊玛堪跟希腊神话、

荷马史诗一样珍贵。全剧把具有代表性的仪式、

才艺展示、服饰、器物、口琴、渔猎工具、渔业养殖

等等，通过生活的具体场景，用演播和音乐音效

表现出来。如在加拿大受到特别关注的“空康吉”

乐器演奏，就代表中国非遗参加了国际巡演。这

些代表伊玛堪实物类的文化符号，听众看不见，

却从人与物的互动中认识到它的文化功能和精

神内涵。广播剧是听觉艺术，调动伊玛堪文化符

号的塑造，能唤醒源源不断的传承意识和能量。

其三，化伊玛堪箭垛式人物为现代形象。特

定情境下人物身份、情感元素直接转化为戏剧元

素，让听众“听”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如尤日根同

一场景下由愤怒的家长转为权威的传艺师父，由

打鱼人变为传习所所长，表现出他作为第一代传

承人几经波折起伏，依旧矢志不渝；而海珠的形

象具有文化“象征体”的意义，她在记忆的历史场

景中是赫哲族文化的母体，在现实场景中是知

音、见证者，尤日根与她的隔空对话，既让思念满

怀真挚，又让历史与现实适时碰撞且充满诗意；

胡萨是年轻学者的代表，在世界舞台代表中国亮

相，是少数民族非遗传承发展的希望；只有尤满

江作为传承者是成长的形象，剧中重点塑造了满

江觉醒转变后，不仅牢记伊玛堪真传，还将之活

学活用于致富实践之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

引领赫哲人向未来发展，这是本剧赋予尤满江形

象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价值和审美特质。

其四，创造诗意的有声空间，突出赫哲人创

造非遗生命的主体价值。剧情开始，三个“部落”

阴森凶险混乱的场景，象征着赫哲族种族生命及

伊玛堪精神财富双重价值的深重危机，葛常胜用

伊玛堪唤醒、引领族人顽强抗争，与抗联携手拼

命守护，体现出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休戚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而与自然界和谐共生，

感恩黑熊、怀念灵性“海东青”、鱼皮鼓和鱼皮衣

展示、参加“乌日贡”大会等等，皆是以生命热情

投入其中。伊玛堪作为文化产品，已经从非遗的

“物—人—文化”互动，升华为赫哲人及各族人集

体认同的文化价值，它的文化根脉早已深扎在赫

哲人的心上。最后用远方传来海东青“雪爪”的鸣

叫声，赞美了伊玛堪在新时代焕发出的生命活

力。

心灵与天地共鸣的伊玛堪

广播剧能否成功走进现代大众审美视阈，离

不开精美的演播、音乐、音效和剪辑。广播剧《赫

哲人的“伊玛堪”》中，配音演员从主题入手，用与

角色匹配度极高的声音塑造形象，细化人物的细

微情感变化，将外在神情气韵与内在心理变化高

度融合，使每个人物形象鲜活饱满。尤其是气声、

哭声、伴声、远处混声，还有不同场景下同一人物

声带的变化，声音的区分度很到位，强化了故事

情节的整体性、生动性。

背景音乐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成为剧情推

进和转场不可替代的叙事元素。如表现北方的自

然环境，背景声音元素非常丰富，风声、水声、野

兽声、鸟声、林涛声、划桨声，以及神鸟掠过天空

的鸣叫声、地面鸡叫声、人和动物的混杂声，营造

出少数民族地域特有的辽阔、苍远、悲怆、激情、

欢愉的宏大场景，构成了充满神秘感和传奇性色

彩的和谐画面。

值得称道的是，主旋律以《乌苏里船歌》作为

全剧的氛围音乐，根据不同情境，分别改用不同

配声，男女合唱呼唤力量，抒发了赫哲人生活安

定和幸福的内心感受，直到最后主题歌《永远的

“伊玛堪”》响起，为这部时代的广播交响，献上了

最温暖深情的祝福。

原创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堪”》是一部气

势恢宏、充盈着史诗意味的精品佳作，让听众在

一场声音盛宴中感知赫哲人在时光荏苒和社会

变化中的生命追求，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对梦

想和幸福的无限向往，以及赫哲伊玛堪在传统

与现代、各国文明与人类共同文明之间的互鉴

张力和永恒魅力。该剧的推出，不仅是对赫哲文

化的一次深刻诠释，更是对伊玛堪保护与传承

的深情呼唤。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文学伦理学研究所特聘专家）

于敏的电影品格与精神光谱于敏的电影品格与精神光谱
□□丁亚平丁亚平

中国影协召开于敏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

会，我认为这个座谈会特别有价值、有必要。于敏

作为“十七年”电影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电影编剧、

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一种“元电影”式影响的

重要电影人，在多重意义上有着值得研究和讨论

的空间。

《桥》与银幕“新人”

首先我想谈的是他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故事

片编剧所创造的经典性。于敏在自传里曾提及这

个经典的创造是一种偶然的结果。因为当时同时

期另有一部写工人的剧本也完成了，但由于还需

要修改，所以《桥》在时间上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故

事片。但客观去研究，实际上这个“经典”的诞生

亦是必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这需要追溯至延安时

期。于敏先生显然是延安文艺精神的践行者。这

个时期，在延安有两件事对于敏的影响很大，这

种影响小至创作层面，大至人生观念上。第一是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就是1942年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在这一文艺

方针指引下，于敏持续反思了个人的创作思维，

才有了后来《桥》的出现。当时在写作《桥》这一剧

本时，于敏对电影剧作尚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他和王滨等电影人为了创作，响应延安文艺座谈

会提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便专门投

入工农兵的一线工作中去。于敏当时举家搬到鞍

钢，“到生活中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展现的。他

看到了修江上大铁桥的艰难与工人的坚韧不拔，

才写作了《桥》。为了写这个剧本，他每天坐在环

形椅上，佝偻着腰，在膝盖上写作。经典正是这样

写就的。

在“ 文 艺

为 工 农 兵 服

务”的结构中，包含人

民性的两个历史主

体——工人和农民。于敏和王

滨导演合作的《桥》的贡献在

于，它为人民电影创作提供了可行

路径，即在阶级属性的基础上塑造人

物形象和架构故事，“立意把创造历史的

真正主人公化为艺术形象”（于敏：《跋宋杰

文》，《电影艺术》1995年第5期），成为后来工

业题材电影的重要参照。

《桥》的意义还在于，一方面继承了解放区文

艺的传统，使“忆苦思甜”的平民视角成为电影叙

事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形塑了银幕上的知识分

子形象及其期待的视野，作为此后该形象的基本

范式，被广泛接受与借鉴。于是，一种经典的电影

叙事结构得以建立，它展现了社会主义银幕中的

“新人”形象，锚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方向，

成为电影文本的“典型”。

就此而言，于敏和他的《桥》在有关过去的无

限经验形塑关于未来的期待等方面，展现出开辟

性意义。

电影事业的多面手

接下来，我想从电影编剧的身份认知中跳出

来，谈电影家于敏。

1979年，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召开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更

名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当时成立了新的书记

处，袁文殊为第一书记，于敏也是书记之一，还兼

任过《人民电影》的主编和艺术研究部主任。无论

是电影创作还是办刊，他的宗旨都是脚踏实地，

绝不空谈。对于概念化的电影认识，他是很反对

的，其观点是“但是艺术绝对地需要追本溯源，需

要探寻带有规律性的创作经验。所谓借鉴，一要

广，即今古中外法，不光研究上品，也要涉猎中品

和下品。多多比较才会有独到的鉴别。二要精，即

深入到形象思维和创作方法的最奥秘的所

在”（于敏：《银幕呼唤可爱的艺术形象》，《电影艺

术》1995年第1期）。于敏还论述过“好电影”，他

说：“什么样的电影是好电影?从接受者的我说，

起码的要求是看时不打哈欠，愿意一直看到底。

这样的电影每年都有一些，或者说，颇不少。可以

给它们打一个加号。如果影片看完以后，其中的

人物形象，不论是可爱可憎可鄙可恨可笑，能萦

回于我的心头；其中的情节，不论是可喜可悲可

怒可乐，能引起我的回味；而通过这人物形象和

情节场面，能使我的心灵受到感染，使我对人生

对社会增加一点认识，这样就可以给它两个加

号。艺术无止境。如果影片更好，除了上面说的一

套，还站在时代的前列，形象地说出千万人想说

还说不出的，想喊还喊不响的，想做还做不到的，

一句话，是公认的我们时代的艺术典范，让人看

一遍不够，还想再而三地观赏它，那就可以打三

个乃至更多的加号了。”（于敏：《好电影四点

论》，《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5期）他的论

述，和我写过好几篇文章提出并做持续阐述的

“基本电影”及其包含的何种期待与要求是一致

的。我想，这对今天的中国电影确实是非常有意

义的。

对于办刊，于敏先生同样高标准严要求，认

为要研究真问题，研究对电影有实际价值的问

题，而不是空泛地夸夸其谈。从20世纪80年代到

90年代，他在《电影艺术》上发表过多篇有见解的

文章，他的观点，当然包含某种过去、当下与未来

之间特定的关系与印记，但勇于“求真”，树立现

实主义大旗，是他努力的鲜明取向。同时，他还是

金鸡奖第一届25位评委之一，后来还陆续担任

多届金鸡奖的评委。

我们看到，于敏既有电影创作的多个实践，

有着卓越的成就，还有办电影刊物的经验，并持

续参与到电影评奖的工作中，发表理论文章，还

积极倡导“来自第一线”的群众影评、“工人影

评”，可以称得上是电影事业的多面手。

站在时代精神的风口浪尖上

最后，我想说的是他的精神光谱。于敏有一

本自传，书名叫作《一生是学生：于敏自传》。

“一生是学生”，是他的谦虚表达。但我通读

他的自传后，感觉到于敏先生是非常真诚地“站

在时代精神的风口浪尖上”（于敏：《银幕呼唤可

爱的艺术形象》，《电影艺术》1995年第1期）。他

在写剧本时，反复表示自己什么都不懂，担心写

不好。后来尽管他资历老，经验丰富，但是在担任

电影刊物主编和担任电影节评委时，他仍旧觉得

自己是个外行人，常常表示自己是个不及格的评

委。而其实，伴随时代的脚步，他“一直在行走”，

在观察，在思考。这样的意识与品格是如今浮躁

的环境下，我们都需要去学习的。2009年，当时

95岁高龄的他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会议室，来参

加我参与编写的《延安文艺史》（艾克恩主编，两

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的新书发布。

他曾在28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参加延安文艺座谈

会，是那张珍贵的座谈会全体代表合影照中的八

十余人之一。新书发布会那天，于敏表现出对延

安所怀有的深厚感情，他是那天到会艺术家和前

辈中年龄最大的，他身形挺拔，发言思路清晰，而

且还是那么活泼、灵动、有趣，他的思想活力、生

命活力格外惊人。我想正是“一直在行走”的初

心，让他始终是年轻的、热情的、可爱的，也是开

放的、属于未来的。

（本文系作者在“纪念于敏诞辰110周年座谈

会”上的发言，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二级研究

员、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

一部北方少数民族非遗史诗的生命之歌一部北方少数民族非遗史诗的生命之歌
——评原创广播剧《赫哲人的“伊玛堪”》

□李英姿

于敏（1914年4月—2014年10

月），出生于山东省潍县（今山东潍

坊市），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作

家、文艺理论家，中国影协原书记

处书记。他曾编剧新中国第一部

故事片《桥》和在中国电影史上享

有盛名的爱国影片《赵一曼》，后又

创作了《高歌猛进》《无穷潜力》《工

地一青年》《炉火正红》《天外有青

天》等一系列讴歌新中国工业建

设、赞美中国工人阶级伟大功绩的

工业题材电影剧本。1978年，于敏

调入中国影协担任书记处书记、

《电影艺术》杂志主编，主导创立了

中国电影金鸡奖，为中国影协的发

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5 月 23 日，时值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 82 周年，由中国文联、中国影

协、山东省文联共同主办的纪念于

敏 诞 辰 110 周 年 座 谈 会 在 京 举

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谢力，中国评协主席、中国文联

原副主席夏潮，中国影协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等领导与相

关专家、艺术家及于敏同志家属代

表，深情回顾了与于敏同志交往点

滴，充分肯定了于敏同志在电影创

作、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等方面所

取得的成就，认为于敏同志始终把

表现劳动人民作为自己的创作信

条，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其创

作理念、创作态度和艺术追求对当

今文艺工作者有着宝贵的启示意

义。本报特刊发与会专家丁亚平

发言文章，共同缅怀于敏同志忠诚

为党、一心为民、赤诚为艺的光辉

一生。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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