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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母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牵动亿万国

人的心，但绝大多数人对这一无比“硬核”又充满

神秘色彩的中国航母故事特别是细节的了解应该

不多。因此，以电视剧的形式来艺术地呈现中国航

母的故事，既令人期待，又充满挑战。由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政治工作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联

合摄制，朱秀海编剧，刘家成执导，朱亚文、侯勇、

李幼斌、杜淳领衔主演的国内首部航母舰载机题

材军旅剧《海天雄鹰》，在这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

性的艺术创造，在向海图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语境中书写下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从题材来看，《海天雄鹰》带有揭秘性的叙说

将关于航母特别是航母舰载机的方方面面，生动

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犹如打开了一本航母舰载机

的“百科全书”。这是全剧进行艺术创造的基础。

普通观众对航母、航母舰载机有着强烈的好奇和

宏大的想象，但对于具体情况却知之甚少。

《海天雄鹰》以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舰载机

部队的诞生为叙事线，围绕这条主线，将舰载机

部队涉及的各个维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特

别是人（飞行员）、机（舰载机）、索（阻拦索，帮助

舰载机在航母上停下来）、灯（光学助降系统，辅

助飞行员准确找到航母落点）的每一个环节的表

达，都一次次拉近了观众与航母和舰载机的距

离。《海天雄鹰》以极具创造性的艺术手段，生动

讲述了由来自空军、海军的王牌飞行员组成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一次次

充满极大风险甚至是生命危险的训练的故事。

电视剧通过对秦大地、谢振宇、余涛等进行

陆地机场上舰艏起飞、着舰、挂索、逃逸复飞等模

拟训练，海上寻舰、着舰、挂索、逃逸复飞等实战训

练，以及对“隼式飞行”“鹞式飞行”等飞行技术的

生动展现，揭开了航母和舰载机的神秘面纱，让观

众看个明白。另外，舰载机的攻关团队既有空军、

海军力量，也有中航、中船的地方力量；既有王牌

飞行员，也有专业的心理支援医生，特别是关于心

理支援对处于高风险中的飞行员的重要作用的表

现，出乎观众的意料。总之，看了《海天雄鹰》，航母

和舰载机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它打开了

国人参与中国航母叙事、舰载机叙事的通道。

秦大地、谢振宇、余涛等舰载机飞行员那一

次次令人屏住呼吸、揪心共情、心潮澎湃的飞行

动作，并不是纯粹的“技术流”奇观，而是进一步

带领观众进入崇高美的审美境界。之所以带给观

众崇高美的审美体验，是因为包括舰载机在内的

中国航母本身就是大国重器，更是因为“海天雄

鹰”的军魂国魂，同时也因为该剧与中国向海图

强、民族复兴的时代精神合拍。《海天雄鹰》中崇

高美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它是一曲时代精神的颂

歌，一首“海天雄鹰”的赞歌。舰载机试验试飞大

队是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组建、训练的，可

以说每一步、每一方面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而

最大的危险则是不知道会存在什么危险。令人震

撼的是，海军副司令员衣振邦在训练开始前，首

先是去海边的磨盘山找好将来官兵万一不幸牺

牲后安葬的地方，并将磨盘山改为英雄山，还带

头给自己划了块长眠的地方。

试验试飞大队成立仪式的第一个环节，是播

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牺牲的试验

试飞飞行员的视频，这是对英雄的致敬。飞行员

们不仅不怕牺牲，而且争当第一试飞员去主动争

取第一个直面牺牲。特别是在舰艏起飞时突然出

现的迎面撞墙视觉错误和由隼式飞行减速着舰

改为鹞式飞行高速撞击着舰的重大考验面前，秦

大地、谢振宇、余涛等都想方设法主动请战。

后来，成长为海军航空大学舰载机飞行学院

院长的康延成，在为新一代飞行员做飞行示范

时，为了挽救与鸟群相撞坠落的战斗机而牺牲。

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军人身上，也

体现在了地方专家的身上。中航的梁总因为突发

心梗，牺牲在试验试飞取得最后成功的时刻。

舰载机试验试飞科技含量极高，仅靠牺牲、

奉献和热情是不能够取得成功的。《海天雄鹰》在

礼赞英雄精神的同时，生动彰显了科学精神。虽

然随时都可能牺牲，但牺牲不是目的，而是要战

胜牺牲，保住飞机，完成试验，得到数据和经验，

最大程度减少后面飞行员的牺牲。

谢振宇、余涛之所以坚决要求以看似超乎想

象、有悖一般操作规则的鹞式飞行取代看似安全、

符合传统惯例的隼式飞行着舰，并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建立在各种数据分析、资料研究和实践经验

基础上，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拿出的着舰程序，成为

试验试飞取得成功的关键。而作为隼式飞行坚定

推动者、鹞式飞行坚决反对者的秦大地，在发现问

题之后，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进一步探索

研究实践后，将鹞式飞行作为着舰规程。

当训练从陆地试验场转向航母后，鹞式飞行

如何找到合适的攻角，也是经过科学研究和实践

获得解决的。而作为决策者的衣振邦，特别注重

试验试飞的数据、经验和中航、中船地方专家的

科学意见。剧中将心理支援作为一门科学进行表

现的探索，也令人耳目一新。

任何一项事业取得成功，关键在人。舰载机

试验试飞的主角是军人，《海天雄鹰》成功地塑造

了“海天雄鹰”人物群像。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

原因是有效融合了军旅叙事与生活叙事。军旅叙

事凸显了军人的精气神，生活叙事凸显了他们的

亲切感、立体感。一方面，全剧在历史与现实的勾

连映照下展开具有深邃历史感的军旅叙事。全剧

开场将时间设定在1965年，海军101团团长余

兆年、飞行员吴惊天在中国近海与侵扰我领空的

某国王牌飞行员战斗，余兆年将对手击落。他们

在全剧中所占戏份不多，但他们身上特别是余兆

年身上，那种骨子里的以“空中拼刺刀”精神为代

表的军人肝胆、中国精神，充满强烈的感染力。

雷厉风行、风风火火的衣振邦，曾经在三次

飞机事故中转危为安的试验试飞大队领军人秦

大地，棱角分明、极具个性的飞行员谢振宇，余兆

年孙子、内敛持重的余涛，青春靓丽、直击人心的

航母女兵夏初等军人形象，他们都有着鲜明的性

格特征，有着符合人物定位、剧情逻辑的精神高

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另一方面，全剧在家庭、爱情、亲情等维度展

开具有情感温度的生活叙事。秦大地父亲瘫痪、

儿子脑瘫，急需他在身边，而为了航母舰载机，他

放弃转业地方的高薪，将照顾儿子的重任交给妻

子乌晓；余涛的父亲在试飞中牺牲；谢振宇幼时

父亲去世，母亲在他初三时也病逝；夏初被男友

背叛……他们身上，都有着生活的重负和困境，

都有着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但最终在部队、战友

的帮助下，在自我的砥砺磨炼中，实现了历史使

命与个体生命的融合。

因此，《海天雄鹰》的军旅叙事和生活叙事是

交织在一起的，唯其如此，“海天雄鹰”不仅是一个

生动的意象，更是既可敬又可感可亲可爱的存在。

全剧最后，夏初和柳妮娜带着孩子在海边眺

望，孩子问夏初在听什么，夏初回答在听和平，每

一声海浪都是和平的声响；紧接着一个镜头，谢

振宇在航母上接受记者采访：中国近海任由他人

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全剧终结于

此，可谓意味深长，深刻表明了中国对战争与和

平的态度。止戈为武，既是中国传统智慧，更是说

给当下世界的箴言。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新作点评

我重新翻读了一些以前的资料，包括郑洞天

的访谈。有一段让我感触尤其深，郑洞天曾列出十

部自己最喜欢的十佳影片，分别是《神女》《浪淘

沙》《小城之春》《哀乐中年》《林家铺子》《黄土地》

《芙蓉镇》《活着》《蓝风筝》和《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些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观照人本身。而实

际上，一个人的根本偏好，尤其是艺术上的偏爱是

无法隐瞒的，这种偏好中折射的是一个人的审美

趣味、美学倾向和根本价值观念。所以说，我对郑

洞天很直接也是最深刻的感受是他的电影作品及

创作理念上对人的观照、对人的尊重。

首先是电影导演艺术层次。郑洞天导演作为

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以独特的

艺术风格和深刻的社会关怀，赢得了广泛赞誉和

持久影响。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位置，我想自

不必多言。我们在谈到郑导时，通常是无法绕开现

实主义的，它既是导演进行电影艺术创作最典型

的特点之一，也是对同时代有着相似电影艺术追

求、有着相似电影艺术风格的“第四代”导演的集

中展现。而我想强调的是，现实主义风格成立的背

后实际上是对人性的照拂在发挥着核心作用。

比如大家广为熟知的获得过文化部优秀影

片奖和金鸡最佳影片奖的《邻居》，这样一部影

片，它延续了郑洞天等导演追求纪实的现实主义

风格，注重对日常生活，或者如有评论者所说的

对“一种不间断的生活流程感”的细腻刻画，借由

真实的场景和人物，通过对邻里关系的细致描

绘，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进而

表现出社会的变迁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我非常

喜欢这部电影及郑导其他作品的根本原因在于，

它们内在散发出一种“人”的气息，观众无法完全

用“是”或“非”、“好”或“坏”、“善”或“恶”来框定

他们。或者说，影片对“人”的观照是大于社会性

的，电影本身当然接受时代的劲风吹拂，有社会

批判、社会揭露的意味在其中，反映的是社会转

型过程中对人的形塑，社会变迁对人际关系的影

响，但这种社会性并没有使影片变得生硬说教，

没有盖住“人”的气息。

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具有复杂的人性，他们

既有善的一面，也有不足和缺陷，通过对这些角

色的刻画，郑洞天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

性。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心理刻画，《邻居》深

入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观众能够更好地理

解角色的动机和情感变化。如果说社会性大于

“人”，那么影片可能就要换作另一副模样了。这

种微妙的不同很迷人，也是郑导电影之所以有持

久的魅力，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教育理念上对“人”的观照。作为一名

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郑洞天回顾学校78班的

学习生活，是用不同于科学的眼睛去审视它的。

郑洞天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位于朱辛

庄的电影学院的内部电影观摩，称为一种“可爱

的观影方式”。这是首先被打开的一个“虚掩着的

门”。郑洞天回忆说：当年在那里上过电影学院的

人，都会记得在大食堂里看电影的情景：“开完饭

以后，桌子一撤，长条板凳一顺，拉起千疮百孔的

黑幕布窗帘，师生们高高矮矮地挤满一堂。银幕

亮了，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和费穆等众多电影

大师的作品高雅地呈现在眼前，就着皮包机的哗

哗声和豆腐熬白菜的余香。”

我在《中国电影通史》写新时期的第七章第

一节中，专门设了“打开虚掩的门：电影学院的内

部观摩”一小节，就是因为看了郑洞天这个描述

很受触动而写下的。其中贯注的个性风貌，有一

种时代和精神气质，体现了电影以至文明、人性、

文化的意识与自觉。

作为一名教师，郑洞天关注人本身，把学生看

作是独特的个体，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是尊重学

生、尊重一个独立个体的基本条件。他曾提出：“电

影学院的教师要引导、启发学生能够尽早地意识

到这个核心，并且牢固地树立把对人的认识当作

艺术的命根子的思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对

“人”的照拂是他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在某种意

义上，这个根本上的价值观念决定了郑洞天导演

的艺术高度，也影响着他教学育人的深度。同时，

郑洞天认为：“从事电影的人必须热爱生活，要有

投入生活、投入社会的热情。”一个好的导演、好的

创作者一定是“热爱生活”的，只有以热爱生活的

态度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才会看到和发现生活

里那些细枝末节的、甚至是不被常人所察觉到的

趣味所在，而这是一个好的导演、好的创作者的基

本素质，也是一个好导演区别于他人的最关键的

素质。我想这对于我们当下的电影教育、艺术教育

实在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今，跟十几年前、二

十几年前相比，青年力量的导演技法、艺术技巧显

然都有着很大的成长，然而我们看到的不少作品

就是少了些“人”的味道，当技巧大于情感，那么技

巧就会掉入陷阱，成为一种形式化的“套路”，无法

从内在情绪上感染打动观众。

在电影导演、电影专业教授的身份之外，郑

洞天还是一名电影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发表在

《当代电影》1987年第1期上的《仅仅七年》，就是

一篇宏论，有历史价值和历史眼光，更有犀利的

敏锐的洞察力。比如，他认为张忻与李陀1979年

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具有独特的创新

思想，充满勇敢的探索精神，为中国电影今后的

发展找到了新的途径”，这个判断非常精准。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交，很多

研讨活动上都能看到郑洞天的身影，听到他精彩

的侃侃而谈，感受到他的非凡气度、猎猎雄风。他

们那一代电影评论人，都以不尽相同的审美理

想、批评模式和殊异的主体意识、心智趣味，共同

促进电影创作的繁盛和文化的鲜活气氛。那时的

他，是我心目中的学术江湖的偶像。他不管是电

影文本分析还是电影现象评介，都直中要害，颇

见对电影认识的功力。郑老的电影批评有一个特

点是在磨砺中生成，于回旋中前行，与时俱进，不

变的还是对人的照拂。

比如他谈到商业片。1984年7月25日至31

日，“导演艺术学术讨论会”召开。会上，导演郑洞

天提出：“自有电影直到当今，世界上每天生产的

影片绝大多数是以商品性为主的影片，即使是那

些艺术价值较高、在电影史上留名的少数‘艺术

电影’，也无不具有商品性的成分。近年来，这两

类电影的相互吸收还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

郑洞天还说：“商业性”这个“幽灵”这一次在中国

大地上“徘徊”，不像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并没有

明显的政治背景，问题的提出“主要出于经济上

的原因”。他认为，电影自有其艺术规律，蕴含着

创作者的思想，只是这些文化和思想承载在不同

的影片里，不在于一部影片是专门的商业片或是

专门的艺术片，所以说，与其说界定商业片还是

艺术片，不如说是怎样在一部电影中最大限度地

将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更好。这样的认

识一方面体现出艺术性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可以

看出是站在观众角度去思考。

在这个发言中，郑洞天还说：“国家包下来的

影片发行方式、‘饥不择食’的广大观众市场, 使

我们多年来感觉不到许多影片实际上没有人爱

看的现实。现在条件稍一变化，‘给什么看什么’

的局面立即烟消。”因此，他的兴趣点和关注方

向，还是观众，是历史的大势和人。

郑洞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便提出要开

发“观众学”研究，指出：“观众学应研究社会意识

的动向、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各种层次观众对

各类不同影片的反响和要求，国内外受观众欢迎

和不受欢迎的影片的经验等。”这些内容实际上

就是今天大数据分析观众观影取向、偏好的雏

形，而郑洞天提出来的时候，中国电影尚未建立

产业体系，足见其高瞻远瞩。

无论是郑洞天导演，还是郑洞天教授，抑或

作为评论家的郑洞天，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是我

们尊敬的郑洞天先生的光华流彩、颖然风神，是

郑洞天这个鲜活、丰富的人，这个有趣的灵魂。现

实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倒影，我们看向它的时候，

映照的是自我的精神世界，只有真正热爱生活、

热爱他人的人，才会从其中看到人的完整性，理

解人的多向度和世界的复杂。也正是这样，郑洞

天将对人的观照从生活延伸到创作，再扩展至教

学育人和更大的世界，形成了自我的电影宇宙，

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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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的照拂：郑洞天的电影世界
□丁亚平

本报讯 6月 14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电视剧司、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腾讯视

频主办，优酷、爱奇艺联合主办的2024网络电

影创投“新光计划”启动会在京举行。活动旨

在发掘优秀内容、培养行业人才、激发行业活

力，为网络电影营造更好的创作环境，为讲好

中国故事贡献力量。

“网络电影创投活动的举办及持续开展，

将对网络电影的精品创作和繁荣发展起到巨

大推动作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

长高长力表示，当前网络电影的发展有四个有

利条件：一是观众对网络影视的潜在观影需求

尚未得到充分满足。二是随着基于4K超高

清、全景声等技术的家庭影院的普及，大众网

络电影观赏行为逐渐养成。三是多年来行业

培养储备了大量青年艺术人才，成为网络电影

创作的重要力量。四是网络视听平台已形成

成熟的商业模式，并仍在探索创新，使优秀作

品能及时获得良好的市场回报，不断促进网络

电影再生产。

与会嘉宾谈到，当下网络电影已进入探索

新时代主流精神与价值的时代，高质量人才的

流动与循环会形成良性的行业生态系统。“新

光计划”打造了一条生产通道，将让更多有活

力、有潜力、有创新力的人才与内容在此涌现，

为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能量。

据悉，此次“新光计划”注重对电影人才的

深度培养，主办方三大视频平台将全面联动行

业优质资源，为项目孵化提供有力支持，帮助

优秀作品从概念走向现实，实现艺术价值和社

会价值的统一，为电影人提供更多学习、实践

的平台和展示窗口。启动仪式上，“新光计划”

细则正式发布。即日起至7月15日，该计划

接受网络电影类项目申报。申报项目主要以

网络视频平台为主发行阵地，不限题材与类

型，鼓励作品扎根现实，倡导不同题材类型交

融，期待具有创新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活动将

历时5个月，经初审、复审及路演等环节，最终

优选出10部作品，由三家平台为其提供前期

开发资金扶持，以及最低30%、最高100%的

单项目制作资金扶持。

（路斐斐）

2024网络电影创投“新光计划”在京启动

本报讯 6月26日，非遗器乐剧《中轴之

光》登上北京老舍剧场演出，该剧由国乐演奏

家吴茜总导演、领衔主演，主要讲述了海归音

乐学生与鲁班爷、乐神素女在北京中轴线上的

文化体验故事，从永定门、天坛、钟鼓楼等非遗

建筑，到箜篌、古琴、古筝等非遗乐器，再到非

遗戏曲和非遗舞蹈，用沉浸式体验展现北京中

轴线积淀的丰厚历史文化，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象天法地、中正和合、礼乐交融的“中轴精

神”。该剧不仅是北京市宣传思想文化高层次

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也是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专项扶持资金支持项目。

《中轴之光》分为《礼乐交融希望之光》《象

天法地敬畏之光》《以中为尊奋进之光》《中正

和合和谐之光》、尾声五部分，荟萃中国古代建

筑的精髓、非遗乐器的天籁之音、书法艺术的

高远意境、绘画艺术的绚丽多彩、戏曲文化的

生动鲜活、舞蹈文化的蹁跹身影。该剧的一大

亮点在于复古乐器的大量使用，以及对多项非

遗乐器演奏技艺进行呈现。中国汉代的箜篌、

唐代的箜篌，复原曾侯乙墓出土的古乐器五弦

琴、十弦琴，琴瑟和合中“瑟”的复原，敦煌雷公

鼓的复原品……一件件失传许久的古代乐器，

在中轴线上重获新“声”。该剧将非遗戏曲、舞

蹈和绘画技艺完美结合在一起，再现了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灿烂辉煌。 （许 莹）

非遗器乐剧《中轴之光》登上老舍剧场演出

本报讯 “以诗传情，以乐抒怀，走出剧场，

那些被唱诵的诗词，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6月

22日、23日晚，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国古诗词合

唱新书、CD唱片首发式暨金巍合唱作品音乐会

在江西赣州举办。首发式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江

西理工大学主办。

本次发布的《中国古诗词合唱45首》新

书、《点燃青春——中国古诗词合唱系列之一》

CD唱片均由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金巍教授

作曲，充分展现出古人先贤的报国之志、故乡

之恋、童年之忆、亲情之暖、人生之悟。新书收

录了金巍历时三十余载创作积累的经典中国

古诗词合唱作品45首，在作品的风格、样式、

历史时期及演唱难度等方面精心编排，以适应

各类合唱团及合唱爱好者的需求；CD唱片由

江西理工大学八角之声合唱团录制，精心选取

了《诗经》、汉乐府及曹操、李白、杜甫、白居易、

苏轼、文天祥、李清照等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的经典诗词18首。

首发式暨金巍合唱作品音乐会绝大部

分曲目选自金巍新著，由来自江西省赣州市

的各界合唱团体“把古诗词唱成歌”，让人们

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艺术魅

力与人文情怀。

中国古诗词合唱新书、CD唱片在赣州首发

电视剧《海天雄鹰》:

打开中国航母舰载机叙事通道
□康 伟

艺 谭

电视剧电视剧《《海天雄鹰海天雄鹰》》剧照剧照

电视剧电视剧《《海天雄鹰海天雄鹰》》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