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号手就位》：重塑当代青年偶像观
中国首部火箭军题材电视剧开播，观众“屏住呼吸”一起感受祖国强大

“东风快递， 使命必达。” 对于
中国火箭军， 这是无数人熟悉并为之
骄傲的诺言。 但除了阅兵或演练的新
闻里偶有所见所闻， “神圣而神秘”

是火箭军留给绝大多数人的印象。

昨晚， 中国首部火箭军题材电视
剧 《号手就位》 在浙江卫视、 江苏卫
视、 优酷视频开播， 带着观众走近中
国火箭军军营， 走近强军时代一支王
牌之师的锻造日常。

剧中， 夏拙、 欧阳俊、 林安邦、

易子梦等新兵投身军营， 走进了火箭
军王牌部队 270 旅。 他们将在身怀绝
技老兵的带领和感召下， 经历身体和
精神的砥砺后， 最终蜕变为中国火箭
军 “王牌号手”。 而剧集开篇后， 新
兵训练时的讲话逐字逐句传阅在现实
中年轻人的社交圈里。 “火箭军， 是
最具有杀伤力的王牌， 和最具有震慑
力的底牌。” “这里就是你们走向人
生巅峰的锻造厂。”

年轻的观众为什么原封不动照搬
台词？ 刷屏的弹幕代表着态度之一，

“屏住呼吸， 一起感受祖国强大”； 而
主创们此前所希望的， 或许恰是真正
奥义———这部作品可以重塑当代青年
的偶像观。

以全新表达 ， 彰显
新时代新英雄形象

《号手就位》 根据丰杰长篇小说
《斑斓：毕业了，当兵去》改编，李路担
任总导演，张寒冰执导，应良鹏、祖若
蒙 、丰杰编剧 ，李易峰 、陈星旭 、张馨
予、肖央主演。 长久以来，军旅题材都
是中国观众钟爱的类型。 强军目标的
引领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

军营生活也有了新变化。 如何讲好当
代中国军人故事， 如何塑造彰显新时
代精神的新英雄形象， 成为当代军旅

题材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集 ， 主角夏拙的登场 ， 即打
破了固有设定 。 发射架展开 ， 导弹起
竖 ， 威仪的新兵训练式上 ， 所有人听
从号令 ， 唯独他大胆提问 ， 对惯性的
横平竖直训练法则提出质疑， 问得旅长
一时发懵。 夏拙不是胡乱寻找存在感的
“新兵蛋子”， 相反， 他懂得服从命令是
军人天职， 所有的疑问都源于细致观察
以及他作为 “世界大学生超级大脑竞
赛” 冠军的精心测算。 主演肖央谈起在
部队体验生活的感受： “火箭军战士们
的文化水平都很高， 跟我小时候对军人
的印象不太一样 。” 与夏拙同期入伍 ，

欧阳俊是一头 “孤狼”， 凡事都想争第
一； 林安邦不按常理出牌喜欢出风头，

驾驶感和操控感极强 ； 易子梦多才多
艺， 拥有歌手梦。 四个人磕磕碰碰， 一
起成长。

不仅新兵们学历高、 个性鲜明， 剧
中的部队也与演员们设想的不太一样。

被当众挑战威仪， 旅长非但不恼， 回到
办公室， 他还重新测算， 认可了夏拙所
提建议。 “我们的队伍需要统一思想，

但也允许保留个性 、 允许自主思考 。”

一句话， 新时代的军旅之风可见一斑。

后续剧情， 火箭军改制， 于是一系列化
学反应接连产生。 这些年轻人将在使命
与性格的双重锻造中一步步成为王牌号
手， 他们的军旅生活和成长经历， 将从
多维度展现部队发展的壮阔征程和当代
官兵的青春风采。

专业班底护航， 硬核
展现“大国重器”

新兵们正在身体训练， 一辆火箭车
从操场旁驶过， 所有人都停下动作、 看
直了眼。 佯装军报记者的基地副司令员
给新兵们解惑： “这是东风 185G， 火
箭军列装的新型装备 ， 反应快 、 精度

高、 机动能力强， 过去发射一枚老型号的
导弹， 需要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 现
在这个型号性能先进， 集成度特别高， 四
个人就可以操作。” 而随着第二集中 270

旅移防， 高精尖武器装备的呈现， 以及火
箭军神秘洞库训练生活的场景， 都让观众
直呼大开眼界。

对于非军事迷的观众而言， 火箭军实
在有太多知识的盲区 。 不仅是戏外的观
众， 即便剧中的新兵， 也未必应知尽知。

《号手就位》 便借新兵视角， 在讲故事的
过程中， 为观众科普火箭军的军营内外。

相较于行业剧， 军旅题材更有对细节把控
需求的特殊性， 尤其是涉及当代信息化作
战方式和高精尖武器装备的作品， 既要硬
核到让观众大开眼界， 也要细致真实到经
得起军迷审视。

要在军事知识上不露怯， 专业班底无
疑是必要保障。 原著作者丰杰毕业于二炮
工程学校， 学校经历与工作经验都使他对
火箭军有深入了解。 整部剧创作打磨历时

三年多， 总导演李路曾执导 《人
民的名义》 《巡回检查组》 等爆
款正剧， 导演张寒冰师从康洪雷，

代表作有 《士兵突击》 《我的团
长我的团》 《陆战之王》 等， 拥
有丰富的军旅题材拍摄经验。 同
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
工作部宣传局领衔出品， 进一步
为 《号手就位》 的制作水准背书。

剧本打磨阶段， 主创仅下部
队采风 ， 就前后进行了五六次 ，

跨越大半年时间。 与此同时， 剧
方搭建了一座军事国防重地， 并
在拍摄全程引入军事专家指导 。

导演表示 ， 尽可能地还原现实 ，

是希望这部作品能让观众对火箭
军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火箭军
是最具有杀伤力的王牌和最具有
震慑力的底牌， 火箭军存在的意
义， 不是为了发起战争， 而是为
了避免战争。”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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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1921》：创新视角让今天的青年走近百年前的新青年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点影片，“新生”版预告片和“奔赴”版海报昨首发

本报讯 （首席记者王彦 ）

“我们的使命将将开始。” 隔着铁
窗， 陈独秀与李大钊这样相互鼓
励 。 从一根火柴 ， 到星星之火 ；

从东方破晓， 到红旗漫卷。 激昂
旋律中， 他们说： “这是中国历
史的第一次， 是无比珍贵的第一
次， 是激荡人心的第一次。” 他们
说： “开天辟地， 从无到有， 彻
底改变中国的日子就要来了……”

昨天， 上海出品电影 《1921》

首发 “新生” 版预告片和 “奔赴”

版海报。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重点影片， 《1921》 由
黄建新监制兼导演、 郑大圣联合导
演， 黄轩、 袁文康、 祖峰、 窦骁、

王仁君、 张颂文、 刘家祎、 王俊
凯、 韩东君、 刘昊然、 张超、 张云
龙 、 胡先煦饰演 13 位 “一大代
表”， 陈坤、 李晨、 倪妮、 王源、

欧豪、 俞灏明、 王森、 谷嘉诚、 张
若昀等亦分别承担重要角色。

黄建新表示， 这将是一部以
创新视角来回溯 1921 年的影片 ，

既以类型片的方式解构故事， 也
提供前所未有的丰沛细节， “我
们希望能让今天的年轻人走近百
年前的新青年”。

首发的预告片从一段对话切
入 ， 展现了在彼时黑暗时局下 ，

人民生活水深火热、 救亡图存迫
在眉睫的历史背景。 随着 “五四
运动” 爆发、 知识分子觉醒， 由
“南陈北李” 递出的革命火种， 被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们彻底
点燃。 他们将共同奔赴一个路途
坎坷、 但前途无比光明的新生的
中国。 预告片虽短， 但已有几分
谍战的意味流露出来 。 据悉 ，

《1921》 的故事将由三条线索平行
推进： 欧洲反共势力对国际代表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监视； 日本
警方对来沪日本共产党员的追踪；

国内来自五湖四海、 背景迥异的
代表汇聚上海参与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风云变幻
中， 各种势力交错激荡。

类型片的模式之外， 青春气
息是 《1921》 另一个关键词 ， 影
片将展现革命先辈的 “少年时”。

昨天一并发布的 “奔赴” 版海报
中， 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的 13 位
“一大代表” 集体亮相。 在上海街
头的电车轨道上， 意气风发的青
年面朝东方冉冉升起的旭日展望、

奔跑。 虽姿态不一， 但脸上写满
自信与热血 ， 因为他们胸怀的 ，

都是改变旧中国的鸿鹄之志。

黄建新曾打造过 《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 》 《建军大业 》 三部
曲。 再次回溯建党那一年的风雷
激荡， 他说 《1921》 的一大创新
之处， 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让观
众走近更走进当时那些新青年的
生活与精神世界。 回首中国共产
党的建党历程， 中共一大的召开
以及 13 位代表的群像描摹， 几乎
是所有相关题材影片的必要内容。

但囿于篇幅有限， 过去的影片里
未能充分展现出细节。 黄建新说：

“革命先辈们的名字在今天璀璨夺
目， 但当时的状态其实与现在的
年轻人一样 。 比如毛泽东 27 岁
满怀抱负从长沙来到上海， 在洗
衣房打工存钱准备出国留学； 李
达和王会悟新婚不久蜗居在十平
方米不到的小屋里， 志同道合共
同奋斗。 ”《1921》中，这些平实而
动人的细节都将与观众见面。

主创相信， 正是有了充满烟
火气的人物塑造、 真实充沛的生
活情感， 才能让更多当代年轻人
产生共鸣和激励， 让更多年轻人
真正理解 “理想” 与 “信念” 的
意义。

文化

■本报记者 李婷

九成学员为80后90后，上海市民艺术夜校魅力何在？
46 门课程 1200 个名额 5 分钟

内被抢空， 最受欢迎的木艺课 50 秒
就被秒光———这是今年上海市民艺
术夜校春季班线上报名出现的火爆
场景 。 该艺术夜校究竟有何魔力 ？

春季班开学第一天， 记者走进总校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一探究竟。

艺术入门， 让更多
中青年放飞梦想

“以前都是陪着儿子上各种兴
趣班， 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艺
术时间。” 从浦东下完班直接赶来的

王静支起画架， 在老师的指导下， 尝试
用三原色调出 12 种颜色。 王静说， 她
一直很崇拜会画画的人， 家里也置办了
画板、 画笔， 但没有勇气下笔， 如今终
于有机会学画了。

她报名的光影美术课是上海市民艺
术夜校今年新开设的课程， 负责授课的
是巴塞当代美术馆馆长徐杨洋。 为了让
学员们更快入门， 她特意带来了几幅馆
藏青年艺术家的作品。

“相比美术馆公共教育课， 这里的
课程会更加简单细致和通俗易懂。” 第
一节课， 徐杨洋向学员讲述了现代艺术
的时间轴、 梵高的生平， 再以他的画作
为例， 教大家如何调色。 两节课后， 学
员就可以完成一幅自己的 《向日葵 》。

结业之后， 会有学员静态作品展示， 希

望以这种方式给更多人放飞梦想的机
会。

“说到艺术教育， 多聚焦于儿童、

青少年， 比比皆是的各类培训班便可为
证 ， 还有就是针对退休人群的老年大
学， 中青年艺术教育却鲜有人问津， 即
便有， 费用也很高。” 市群艺馆馆长吴
鹏宏说， 市民艺术夜校开设的初衷便是
填补这一空白， 它定位 18 岁到 55 岁中
青年人群， 通过公益性普及艺术教育的
模式 ， 化隐性需求为显性需求 。 自

2016 年开设以来 ， 四年多时间里 ， 上
海市民艺术夜校课程一加再加， 课时也
由 8 次上升为 12 次。 从学员报名情况
来 看 ， 80 后 占 比 70% ， 90 后 占 比

20%， 证明这类课程确实受中青年人群
喜欢。

生活美学， 为平淡注
入多姿多彩

记者在现场看到， 前来上课的学员
很多是上班族，他们下班后匆匆赶来，不
少人都顾不上吃晚饭， 但对于艺术的渴
求让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从插花、香道
到手机摄影，再到水彩画，傅美清连续报
了四期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的课程。“这里
的课程都是跟生活美学有关， 学了马上
就能用上， 让原本平淡的生活多姿多彩
起来。 ”傅美清以摄影为例，以前在景区
拍照，基本是拍人头，自从上了手机摄影
课， 她发现原来可以选角度巧妙避开人
群， 找到自己满意的构图。 而上了插花
课，她会时不时买些鲜花回家，不仅家里

变得香香的美美的，心情也开朗很多。

事实上，实用、上手快、能迅速看到成
果， 正是上海市民艺术夜校课程设置的一
大标准。 比如，上完非洲鼓一期 12 次课程
后，学员至少可以打出一首完整的曲子。在
中式点心课上， 大厨每一节课教大家做一
道点心，12 节课就是 12 道点心，让五星级
酒店的点心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上海市民艺术夜校项目负责人杨玲
芝透露，开设四年多来 ，艺术夜校的课程
在不断增加的同时， 也依据报名踊跃度、

出勤率等淘汰了一批老课程，为的是以更
加时尚、新颖的内容形式吸引年轻人。 “以
前我们主要是和社会教育机构合作。 经过
不断摸索， 现在有包括朱宗庆打击乐团、

上海阿卡贝拉中心等在内越来越多垂直
细分领域的专业机构加入进来，为我们开

设更多丰富的专业课程提供了很好
的途径。 ”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
对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回应广大
市民的需求，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今年
正式扩容，春季在静安、徐汇、长宁、

虹口四个区设置了分校，四所分校下
周将陆续开课。 下半年，普陀、浦东、

闵行、青浦、奉贤等五个区也将陆续
加入“夜校大军”，初步计划可以增加

800个名额，这意味着，更多中青年能
够有机会在忙碌的工作、 生活之余，

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心灵栖息地。吴
鹏宏透露， 街镇的积极性也很高，希
望能参与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的公共
文化服务中。“也许有一天，上海市民
艺术夜校可以开到我们的家门口。 ”

中国首部火箭军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昨晚在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优酷视频开播，带着观众走近中国火箭军军营，走近强军时代一支王牌之师的锻造日常。

青 春 气 息 是

《1921》的一个关键

词。“奔赴”版海报中，

平均年龄只有 28岁的

13 位“一大代表”集体

亮相。在上海街头的电

车轨道上，意气风发的

青年面朝东方冉冉升

起的旭日展望、奔跑。

虽姿态不一，但脸上写

满自信与热血，因为他

们胸怀的，都是改变旧

中国的鸿鹄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