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许旸

作家迟子建最新小说集 《空色林

澡屋》 集结了她发表过的与 “洗澡”
有关的三篇作品， 隐喻着人性的挣扎

与期许。
（长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快 评

考虑到先

辈们在当年投

身革命时大多

是 热 血 青 年 ，
因而诠释年轻

领袖革命家的

任务交给了同

样青春的演员

来完成。 在剧

中， 张艺兴饰

演牺牲时年仅

22 岁 的 卢 德

铭。 图为该片

剧照。

相关链接

那是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这是部热血激荡的青春片

革命史诗巨制《建军大业》重走建军路，还原60个历史场景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 英

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7 月 28 日 ， 由韩三平任总策划

兼艺术总监、 黄建新监制、 刘伟强执

导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建军大

业》 将全国公映， 谱写革命先辈们用

鲜血写就的史诗，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0 周年献礼。 该片也是继 《建

国大业》 《建党伟业》 之后， “建国

三部曲” 的收官之作。
“一个伟大的国家， 必有一支伟

大的军队 。” 黄建新说 ， “《建 军 大

业》 所聚焦的， 正是一段波澜壮阔的

革命岁月中 ， 为 国 家 为 人 民 鞠 躬 尽

瘁 、 舍 生 忘 死 的 热 血 英 雄 。 ” 那 是

1927 年的中国 ， 风雨飘摇 ， 内忧外

患。 年轻的革命先辈们为解救人民于

水火之中， 为了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

之际， 历尽千难万险， 终于建立了真

正属于人民的军队。 从那时起， 被战

火洗礼过的灵魂， 同人民的命运紧紧

联系在了一起 。 影 片 中 将 有 40%左

右的战争戏份， 重现南昌起义、 三河

坝战役、 秋收起义、 井冈山会师等重

大历史事件。
对于不曾听闻 90 年前鼓角争鸣

的当代观众而言， 《建军大业》 展开

的， 既是一段值得铭记于心的历史，
更是一段具有现实主义价值的革命先

辈心怀家国的青春奋斗史。

炽热军魂点燃每个人
心中的英雄情怀

影片从 1927 年 4 月的上海切入：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第一

次合作破裂。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

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国民党左派及革

命群众等， 一时间， 中国共产党陷入

了白色恐怖时期。 也正是在此期间，
中国共产党的青年领袖们意识到， 只

有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 决定独立领

导武装斗争并创建革命队伍。 各方势

力环伺之下， 8 月 1 日， 周恩来、 谭

平山、 叶挺、 朱德、 刘伯承、 贺龙等

人发动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

民 党 反 动 统 治 的 第 一 枪 。 随 后 的 9
月， 毛泽东等人又在湘赣边界发动秋

收起义， 一众热血青年领袖为未来之

中国开辟新道 路 的 革 命 年 代 就 此 展

开。 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8 月 1 日，
也在之后被定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日。
打磨剧本的两年中， 黄建新与刘

伟强反复思考过一个问题： 这部电影

的意义是什么 。 还 原 磅 礴 的 战 争 场

景， 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

开端， 这是第一重重要意义。 为此，
刘伟强与部分主创率先动身， 重走建

军路。 待他们回到出发点， 积累的资

料堆起来高度 超 过 一 米 。 正 式 开 机

后， 全剧组 600 余人又花 117 天跨越

数千公里， 还原出 60 个颇具历史质

感的场景。 最终整个拍摄期的镜头数

多达 1.2 万个， 动用群众演员 2.5 万

人次。 这些数字不仅远超 “建国三部

曲” 系列的前两部作品， 还创下了近

10 年来华语电影的新纪录。
而在极致视听之外， 感知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命价值， 或许更

富深意。 影片出品方之一、 中影股份

的董事长喇培康曾提及， 自己内心最

仰慕的英雄是贺龙。 正如影片开始时

所讲述的， 在共产党员、 工农群众等

被大肆屠杀的艰难岁月里， 依然有许

多信念坚定的革命者， 面对逆境， 毅

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贺龙就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 疾风知劲草， 烈火见真金。
民族危急时刻， 他立场鲜明地支持中国

共产党； 南昌起义之后， 多次申请入党

的他终于在瑞金实现夙愿； 而 1928 年

当他回到家乡桑植发动武装起义时， 更

有一番振聋发聩的演说： “我相信， 只

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这就不难解 释 ， 为 什 么 电 影 杀 青

时， 剧组里有许多年轻人落泪了。 黄建

新说： “每个人心中都有英雄情怀。 通

过电影与革命先辈们 ‘对话’ 时， 人们

心里的某一处会被先辈们炽热的军魂、
矢志不渝的信仰深深撼动。”

青春的演员诠释意气风
发的革命先辈 ， 期待年轻能
成战斗力

令人关注的是， 从影片曝光演员阵

容的第一天起， 外界就格外关注这部影

片的主演名单： 片中近 60 位主演， 超

过半数为青年演员 。 作为 “建 国 三 部

曲” 的前作， 《建国大业》 汇聚了百余

位明星演员， 也开启了重大历史革命题

材影片 “数星星” 的模式； 此后的 《建
党伟业》 延用了群星配置； 到了 《建军

大业》， 因着重聚焦南昌起义的前后时

期， 影片所涵盖的主要历史人物比之前

两部减少了半数左右， 角色的年龄也进

一步降低。 以几位革命领袖为例， 2009
年上映的 《建国大业》 里， 毛泽东、 周

恩来、 朱德的扮演者都是特型演员， 分

别为唐国强 、 刘劲 、 王伍福 ； 2011 年

上映的 《建党伟业》 中， 毛泽东、 周恩

来、 李大钊的扮演者分别换成了刘烨、
陈坤、 张嘉译。 此番 《建军大业》， 革

命先辈们的脸孔又年轻了不少， 除了毛

泽东继续由刘烨饰演之外， 周恩来的扮

演者朱亚文、 叶挺的扮演者欧豪、 粟裕

的扮演者刘昊然、 邓小平的扮演者董子

健， 以及鹿晗、 马天宇、 张艺兴、 李易

峰、 陈伟霆、 周冬雨、 关晓彤、 张天爱

等等， 这些年青演员都是演艺生涯头一

遭出演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作品。
他们朝气蓬勃的面貌能否撑得起

风雨如磐的岁月， 这是不少人关心的

话题。 黄建新说： “我们将诠释意气

风发的年轻领袖革命家的任务， 交给

了同样青春的演员来完成。” 考虑到

先辈们在当年投身革命时大多是热血

青年， 这样的选择其实是慎重又严苛

的， 而一众青年演员也都献上了自己

“真诚、 热血的表演”。 预告片的画面

中一一标明了革命先辈们在相应历史

中的年纪。 毛泽东在 33 岁时鞭辟入

里地提出 “枪杆子里出政权”； 南昌

起义时， 周恩来 29 岁， 粟裕 19 岁；
而卢德铭牺牲时年仅 22 岁。

这样一群信仰坚定、 青春热血、
充满智慧的中国青年， 他们曾为革命

抛头颅、 洒热血， 达到了生之为人在

美好年华中极致的闪光点。 现在， 观

众们期待， 正年轻的新时代演员能隐

入那耀眼的光芒， 书写青春大事记的

新篇章。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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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大业》 正式上映前， 外界聚焦的有两点。 一是 “大胆” 的名单： 片中近 60 位主演， 超过半数为青年演员； 另一个是导演刘伟强， 这位擅长动作片

的导演能为影片带来多少加分项， 引人关注。 图为 《建军大业》 海报。

“建国三部曲”谱写革命史诗
■ 《建国大业》

2009 年上映， 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60 周年的献礼作品， 由黄建
新执导，韩三平任制片人。该片最终票
房 3.93 亿元，为当年国产片之最，还
获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 大众电影百
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奖项。

电影故事主线为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 突出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的形成，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
和各民主党派和衷共济、 肝胆相照的
风雨历程。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 ， 《建国大
业》 开创了主旋律影片的全新模式，
成功嫁接了商业与重大历史革命这两
种元素。 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 是片
中有 172 名知名演员 ， 这个阵容既
有唐国强、 刘劲等实力派特型演员，

也不乏当时的小生级别明星 ， 比如陈
坤。 因为出场人物几乎囊括了大半个影
视圈 ， 该片的观影过程被观众戏称为
“数星星”。

而在专业人士眼中， 《建国大业》
在真实再现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基
础上， 打破了领袖人物脸谱化的审美定
势和模式， 显现出了一种站在今天的历
史高度和审美高度才有的人文情怀。 如
受邀参加政协会议的冯玉祥在海上遇
难， 消息传来正在洗脚的毛泽东愤怒地
踢翻了水盆 ， 而周恩来甚至大骂手下
“都是猪脑袋”。 这些独特的审美表现是
“陌生化” 的， 是观众特别乐意看到的，
也是富有感染力和冲击力的。

■ 《建党伟业》

2011 年上映，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的献礼影片 ， 由黄建新执导 ，
韩三平任制片人。 该片延续了 《建国大

业 》 的核心主创班底 ， 最终票房
3.72 亿元 ， 为当年国产片第三 ，
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等奖项。

影片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
开始切入， 一直叙述到 1921 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的重大历
史事件， 重点展现了辛亥革命、 五
四运动和筹备建党这三段史实。

与前作相同 ， 这部 140 分钟
的献礼片中出现了 100 多位明星，
尤其是拍摄起用了更多青春偶像级
的明星， 饰演毛泽东的刘烨、 饰演
周恩来的陈坤 、 饰演邓小平的韩
庚、 饰演胡适的吴彦祖等， 成为一
大热点话题。

■ 《建军大业》

2017 年 7 月 28 日上映 ， 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的献
礼影片。

迟子建：“澡盆”如船，能洗涤心尘

从早年代表作《清水洗尘》、中篇《泥霞池》到
新近小说《空色林澡屋》均聚焦“洗澡”

从 1998 年发表在 《青年文学》 的

短篇 《清水洗尘》、 2010 年刊发于 《北

京文学》 的中篇 《泥霞池》， 直至去年

发表的 《空色林澡屋》， 虽隔着 18 年斑

驳的光阴， 但作家迟子建三篇小说的情

节都与洗澡有关。 最近， 收入这三部作

品的小说集 《空色林澡屋》 由长江文艺

出版社推出， 从一个侧面描画了她的创

作轨迹。
用迟子建的话来说， 之所以对 “洗

澡” 这一意象情有独钟， 正在于它能冲

去污垢、 洗涤心尘， “澡盆在我眼里是

与我们相伴终生的船， 一条静止航行的

船。 不管我们在尘世受了多少磨难和委

屈， 进入它的怀抱， 就像置身母亲的子

宫， 可以回到人类的童年”。
如果说 《清水洗尘》 侧重展示人性

的压抑和渴望， 《泥霞池》 直面恶劣环

境对人性的扭曲， 那 《空色林澡屋》 则

引渡那些心存善念的人们。 三万字的小

说 《空色林澡屋》 以幽深莫测的乌玛山

区 原 始 森 林 为 背 景 ， 借 用 “套 中 套 ”
的讲述结构 ， 小说中的 “我 ” 带 领 一

支小分队对休养生息后的森林 进 行 实

地勘察 ， 山民关长河一路当向 导 和 护

卫， 藉由森林深处空色林澡屋的线索，
揭开一个女人不幸而传奇的经历———暮

年的皂娘， 最后以开澡屋为生， 在森林

里顽强活了下来 ， 受到附近人 们 的 尊

重， 她守着一条不能入水的船形澡盆，
用生命之泉， 渡着漂泊的自己， 也渡着

漂泊的旅人。
在评论家吴佳燕看来， “洗澡” 在

迟子建的小说中有着巨大隐喻， 与当下

现代生活有一定距离。 “《空色林澡屋》
中的女人虽不幸， 但一直保持着喜欢洗

澡的习惯， 隐喻着她的洁净与美德。 小

说的根底在于书写人性， 传达出作者基

于现实的一种愿望和努力 。 到 大 自 然

去， 到澡盆中去， 去发掘人性的清泉，
成为人们摆脱困境、 安放内心的一种路

径和可能。”
谁的人生不需要洗浴呢？ 即便是一

棵树， 它也渴求雨水的滋养； 一条河，
也需要一场又一场的天浴。 有评论界人

士谈到， 洗澡主题的小说带着天然的精

神体温 ， 迟子建在作 品 中 寄 托 了 对 人

性温暖的期许 ， 那种女性卑微 中 的 隐

忍与向善 ， 指向的 正 是 一种淳朴的精

神能量。
“我们看不见澡盆的航迹， 但当我

们赤身而入， 水波荡漾的一刻， 它就在

我们身下， 曼妙地起航了。 这条没有终

点的船， 不惧惊涛， 不怕旱地， 飞雪也

阻挡不了它的步伐。 它随时出发， 随时

靠岸。 随时褪去我们的尘垢， 收纳我们

的眼泪， 抚慰我们的创伤， 也随时追逐

我们的笑声， 将我们变成一支透明的蜡

烛， 共享温柔的夜色。” 迟子建的笔下

流淌着诗意的文字， 并不担心 “人生努

力洗掉的尘垢， 会在某个时刻， 又会劈

头盖脸朝你袭来”。
这部小说集里充溢着森林、 河流、

山峦等元素， 从小生活在辽阔东北边疆

的迟子建说， 她对四季时移尤其敏感，
哪怕在春天看到一只鸟飞， 冬天瞥到山

间残雪中一朵花开， 都会油然而生一种

喜悦的情怀。 作家坦言， 无论如何， 她

在创作中依然会怀揣对大自然的敬畏之

心， 欣赏晴朗， 也接纳暴雨。

一种沉着的气息，一个思考的空间
———评上海夏季音乐节 MISA 闭幕式音乐会

梁 晴

难忘那一夜， 音乐厅内座无虚席，
观众们对音乐节报以极大的热情及充分

肯定， 台上的出色演出将 2017 年上海

夏季音乐节推向最后沸点。 上半场是辉

煌灿烂的 R·施特劳斯的 《查拉图斯特

拉如是说》， 下半场是德米特里·肖斯

塔科维奇经典深刻而富有情怀的 《d 小

调第五交响曲》， 指挥对老肖的音乐显

然更为用心、 拿捏得更有把握， 从开始

第一音直至结尾都十分到位而抓人， 整

个场子完全被控制住， 落音后掌声雷动

返场数次， 尽管没再加演作品， 但这丝

毫不会影响完美演出给全场观众带来巨

大满足感。 没有场面话语， 只有音乐，
却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夏夜感悟：

其一， 用音乐之光去照亮世界。 尼

采曾在散文诗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中写道： “我愿赠与、 布施我的智慧，
直至人类的智慧变得充盈， 令贫穷的人

感受到富有 。” 1896 年 R·施特劳斯就

写下这部著名的交响诗， 试图用音乐来

传达人类这种理想过程。 不得不承认，
这部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对乐队各

方面都非常挑剔， 上交演奏略显不足，
如管乐部分相对薄弱 、 管乐音 准 不 够

好、 音色板块之间的衔接缺乏准备、 乐

句起落收放显露过多痕迹， 对丰富的音

乐层次处理及推进步骤的安排 不 够 精

细。 好在这样一部精神至上的作品， 确

定了大气磅礴的格局。 上交选择这部作

品， 很明确就是选择了对崇高精神的接

力传递， MISA 基于古典音乐， 以加料

（+流行、 +戏曲、 +多元、 +创作） 变换

出无穷可能， 用音乐之光去照亮黑暗与

深渊， 点亮人心。
其二， 在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品

格。 本场音乐会的副标题 “上海交响乐

团 2017 欧洲巡演预演”， 老肖 《第五》
属巡演曲目， 它通常被认为是老肖 “个
性形成” 的重要作品， 其诞生经过长时

间的内心酝酿， 在前面四部交响曲及歌

剧创作的经验积累之后， 老肖能够很好

地体现一个成年者的感情体验及思考。
第一乐章冷峻的主题被很冷静地奏出，
弦乐组很有韧劲， 之后的打击乐和管乐

配合十分到位， 余隆手下的乐队完全被

捏成了一个整体， 不同线索的矛盾与压

力交代清晰。 第二乐章无论是指挥还是

乐队都表现得很出彩， 不同节奏及音色

的协调变换准确而生动， 古老的舞蹈与

现代语言相互碰撞， 颇有情趣而不落俗

套。 第三乐章是以室内性的弦乐为主，
表面看舒缓 ， 实际是内在情绪 集 聚 发

酵， 气息仍然拽得很紧。 第四乐章很有

光彩 ， 从热烈的全奏到弦乐室 内 化 片

段、 从小提琴、 中提琴到竖琴的精彩独

奏， 音乐张弛得当， 各管乐声部也表现

出色， 作品意图呈现很完整， 也有自己

的立场。 音乐会结束后， 有人对我说：
“上交这个肖五很好， 但不如之前圣彼

得堡交响乐团的演出那么触动或刻骨铭

心。” 而我回答说： 不必跟谁比， 不是

说我们不能比 ， 而是我们不应 该 成 为

谁， 可能你从圣彼得堡的肖五中听出透

不过的压力及通过斗争获得的胜利， 而

我在当晚的肖五中听到内心与外界不可

回避的对峙以及化解、 释怀和超越。 毫

无疑问， 乐团通过肖五展现出中国交响

乐团的精湛技术及不凡水准。
其三， 中国音乐身份认同是什么？

此次上交的欧洲巡演， 将参加琉森音乐

节、 蒂罗尔节日剧院夏日艺术节、 格拉

芬内格艺术节和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等

音乐节演出， 被认为 “是国内乐团首次

登上世界顶级音乐节及上交历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其中 8 月 20 日晚

在琉森音乐节主场 KKL 音乐厅的演出

尤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古老的

音乐节近些年主办者特别强调每届的中

心主题， 如 “机智” “心灵”， 今年是

“身份认同”， 为此上交精心安排了演出

曲目———有 20 世纪在中国发展的俄罗

斯 作 曲 家 阿 甫 夏 洛 穆 夫 ( Aaron
Avshalomov ， 1894–1965) 的代表交

响诗 《北平胡同》， 这是一部很优秀的

独具中国风的作品。 曾有人说， 阿甫夏

洛穆夫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及思考甚

至超过很多中国作曲家， 他曾发出肺腑

之言： “你们要热爱你们自己的音乐，
中国的传统非常优秀。” 在当下文化全

球化趋势越演越烈之时， 文化身份认同

话题变得更为严肃。 与历届相比， 今年

的 MISA 闭幕式不是简单拼凑一场 “看

起来是” 的中国风秀， 更透出一种沉着

的气息， 给人留出一个思考的空间。 想

起几天前纽约爱乐演奏的温顿·马萨利

斯 2016 年新作 《第四交响曲 “丛林”》，
颇有启发， 六个乐章大型作品， 是爵士

与古典、 传统与当代、 技术与心灵、 世

界与特定城市诸多关系结合的新型 “史
诗”， 我们被那群纽约人的孤独、 激情、
智慧与理想所深深打动。 试想如果纽爱

只带来马勒、 斯特拉文斯基等， 即使再

完美无瑕， 也不是一支有纽约魂的当代

纽爱。 这也正是琉森话题的探讨意义：
什么决定了你的与众不同？ 你的文化起

源在哪？什么决定着你的现在与未来？我
们有没有可能改变或感化周遭？ 虽然这

些问题并不好回答， 起码我们意识到了

把 R·施特劳斯、肖斯塔科维奇、阿甫夏

洛穆夫、马萨利斯、甚至《梁祝》演奏得再

美妙，还都不是真正的当下中国声音，他
们只是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答案的途径。

八年了， 因为有 MISA， 魔都夏夜

变得更加迷人了。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