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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 波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文/赵军

《哪吒》：
中国哲学的精神诠释

动漫电影《哪吒》的故事很特

别，根本的特别在于人物的性格

传奇有着很清晰的中国传统哲学

味道。这些年人们都在讨论王阳

明的心学，讨论什么是知行合一，

而对于王阳明的哲学体系，大多

数人至今却还是一知半解，甚至

昏昏者居多。

《哪吒》的故事其实不在于哪

吒的人物命运上，而在于哪吒的

性格成长上。至于哪吒的性格成

长 ，则 更 在 于 其 内 心 的 认 知 上 。

哪吒的意义在于认知自己，然后

认知这个世界，然后才是“我命由

我不由天”。

而 这 恰 恰 也 就 是 王 阳 明 哲

学。王阳明就认为世间万物不由

天来诠释，即不是生物学基因的

命定论者，是由人自己的“心”来

确知的。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

才能自己决定自己是什么。自己

怎样知道自己，就会怎样起来行

动。这就是“知行合一”。

儒家是追求仁义与博爱的，

但这个仁义与博爱必须首先存在

于自己的“认知”当中，如果一个

人 本 身 是 没 有 这 种 良 知 的 认 知

的，那么这个人不可能认识仁义

与博爱。这个使自己本身首先具

备良知的追求然后追求世界的良

知的过程，就是致良知。

在很多观众眼里也许《哪吒》

只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哪吒是

一个改命的人，以为影片的意义

便在这里。这是很不够的，因为，

这不是哪吒形象最深刻的地方。

哪吒改命是因为哪吒认知了自己

的命，而且这种认知没有西方喜

欢诠释和演绎的所谓痛苦而深刻

的反思。

中国哲学强调认知的必然性

和决定性，它们完全不需要很多

的反思，而一旦认知了世界的真

实面目，就同时决定了自己的行

动。哪吒为什么需要认知自己的

命呢？因为哪吒开始并不知道自

己与魔丸的纠结，元始天尊用混

元珠作出了魔丸和灵丸的时候已

经给了它们不同的任务，这两个

任 务 要 决 定 两 个 生 命 不 同 的

归宿。

后面申公豹和龙王密谋调换

灵丸与魔丸，一个是为了自己牟

取仙班的欲望，一个是为了挣脱

龙族千年被囚的命运。但是，对

于哪吒而言，它们和元始天尊一

样都不过是把自己和敖丙当做某

种目的的工具，这个阶段的哪吒

是没有自知的。

没有自知的哪吒顶着魔性任

欲 而 为 ，顽 劣 不 羁 ，甚 至 不 知 孝

慈，父母李靖、殷夫人尽管知道哪

吒的悲剧，但是无法告诉他，只有

默默地给他予父母之爱。中国文

化 在 这 里 的 真 传 与 世 界 是 共 同

的，这就是血缘的情意。它引导

哪吒在内心中完成了一个最终善

良的性格，这是哪吒不能接受陈

塘关全镇百姓被活埋的悲剧的性

格底色。

但是即使这样，促使哪吒反

抗命运的还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百

姓，而是哪吒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这个身世的秘密是敖丙为了报答

哪 吒 的 救 命 之 恩 而 泄 露 给 哪 吒

的。从这一刻起，哪吒才真正有

了反抗命运不公的动力。

“知”的行动意义对于中国故

事中的主人公就是如此重要。这

很 使 人 想 起 孔 夫 子 的 话 ：“ 不 知

命，无以为君子。”这就是儒家的

思想。父母的慈爱之恩给了哪吒

承担道义的思想基础，常年的魔

性习身给了他睥睨世界的勇气和

实力，但是敖丙带给他的自知使

得哪吒第一次了解到灵丸才应该

是自己真实的身世，这种新的认

知改变了哪吒对于命运的态度，

而不仅仅是对于世界的态度。

西 方 文 化 有 所 谓“ 灵 魂 三

问”，即“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

做什么？”中国的“良知三问”更加

精绝，它们是“我的认知正确吗？

怎样做到正确的认知，如何依照

正确的认知去行动？”《哪吒》正好

完成了中国的良知三问。在生命

的最后关头，哪吒获得了正确的

认知，然后在改命的抗争中得以

依照正确的认知去行动。

《哪吒》最后的战斗便是知行

合一的演绎，他和敖丙在与恶魔

申公豹的最后大战中实现了自己

的认知，完成了自己的性格，他们

呈现给李靖殷夫人的完整灵魂便

是完美的文化诠释。“我命由我不

由天”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如果没

有这个对于“命”的正确的认知，

哪吒不可能完美地改命。

因为申公豹也是为着改命，

龙王也是为着改命，为什么我们

都不认同他们，而独独认同哪吒

呢？那是因为影片并没有赋予龙

王 和 申 公 豹 认 知 其 命 的 性 格 刻

画，他们本身就是世界已经安排

了的阻碍哪吒知命的障碍，他们

在戏中的角色就是要哪吒作为牺

牲而蒙骗元始天尊，从而给两人

改命。

因此，电影《哪吒》的核心意

义不在改命，在知命而改命。中

国古代文化不论儒家道家都有这

样一个共识，可以有不同的认知，

但是离开了对于自我的认知，再

厉害的思辨都不是思辨，而认知

的真谛在道家的哲学中则是在自

己 心 中 找 到 真 正 的 和 正 确 的

认知。

道 家 的 底 子 是“ 道 以 自 为

本。”（道家祖先粥子思想）这个

“自”是藏在“道”之中的，而“自”

也就是“知”。“致知”也是“自知”，

致良知就是自良知。知行合一，

不可能单独一个行可以成功，也

不可能一个知能够成功，它只有

一个结论，那就是通过一个由自

身达至的正确的“知”进而通晓一

个外部世界的正确的“知”。

自 身 能 够 达 致 吗 ？ 自 身 凭

什么达致？《哪吒》告诉人们，如

果你认为需要达致，自身是能够

达 致 的 。 致 良 知 是 一 段 天 路 历

程 ，动 漫 电 影 加 上 是 神 话 电 影 ，

这 段 天 路 历 程 就 不 那 么 难 表 现

了。致良知是需要付出牺牲的，

但是灵魂永存，这也是《哪吒》告

诉我们的。

殷夫人看见了哪吒的灵魂就

像看到了哪吒真的回来一样，说

“把娘吓死了！”就是说相信哪吒，

她引以为豪的儿子终于不死。其

实是灵魂不死，灵魂不死就是良

知 不 死 。 那 么 多 的 观 众 喜 欢 哪

吒，哪吒就没有离开啊！最后的

一大段就是哪吒知命而改命的战

斗，而且是得到父母宽慰的接受，

不仅接受哪吒作为他们的儿子，

更是接受哪吒是他们值得骄傲的

儿子。

血缘引发深情，深情引发信

赖，信赖等到了回归，哪吒的良知

的回归，经过最漫长的天路，付诸

生死，赢得灵魂。良知就是这样

的神奇，哪怕是在魔丸之内，良知

一旦激活，哪吒就得出了一个困

境下的正解：不论是灵丸还是魔

丸，你就是你，因为你有比魔丸更

高贵的东西，那就是你对于自身

的命的认知。它属于你的心灵，

而除了这个良知，魔丸也罢，灵丸

也罢，都在你的心灵之外，都覆盖

不了你。

在中国的电影中，如此清楚

地复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的电

影不多见，我不知道编剧导演是

否真的领悟到了哪吒当下的形象

的意义。当观众在欢呼“我命由

我不由天”时，导演是否真的明白

“道以自为本”的真谛？后一个才

是前一个的缘由，即“我命由我不

由天”是因为“道以自为本”，如此

才有我之命由我啊，命本来就在

自己的命中，这不是同义反复，前

一个“命”是没有自知的，后一个

“命”则是已经自知的。

哪吒不正好是因为自知之后

才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吗？现

实题材电影不一定能够拍出这种

致良知的自觉，所以我们感谢超

现实的神话电影《哪吒》，因为它

我们现在知道了，人最宝贵的是

致良知，是认知自己，并且认知自

己的认知。它才创造了灵魂。

■文/王 霞

观澜索源振叶寻根
——评影片《古田军号》

去年看到《红花绿叶》时，一方面惊

讶黄土塬下的村落已被圈圈层层的绿

梯田环绕，那还是《清水里的刀子》中阴

寒苦瘠的西海固吗？一方面困惑这个

富足安康的现代村庄里，朴质的人物和

古典的情感方式竟然一点也没有为物

质生活的翻天变化所干扰。这样一部

与世无争的农村爱情小片，还是刘苗苗

第一次进入大银幕市场之作。没想到

片方拣了个所谓的七夕档，它被扔进虎

狼环伺的暑期当间儿，上映第一周几乎

看不到排片，也是无奈。

叱咤一时的78班电影人最近几年

陆续折戟电影市场，眼看他们的叙事

语法和主题表达失效于当下现实。外

部的时代变迁作用于文本内部的意识

形态混杂，这在中国电影的许多时期

都有出现，但当年最富形式创新和弑

父精神的一代人如今被频频贴上语言

僵化和观念倒退的标签，还是挺令人

遗憾的。刘苗苗这部改编自石舒清小

说《表弟》的新片倒是特别，以极大的

诚意做了减法，从剧情到语言，从人物

到情感都来得朴素。没有出现任何宗

教仪式，但却比《清水中的刀子》更接

近石舒清小说对西北穆斯林文化日常

性的表达。

红男绿女的礼俗社会

《红花绿叶》的切入点是婚恋家

庭。有癫痫隐患的自卑青年古柏，有婚

约前史的伤心姑娘阿西燕，一对朴实善

良的青年男女，遵循家长的安排，完成

了相亲、结婚、怀孕的过程，开始了一段

先婚后恋小心翼翼的情感故事。

原小说发表于2004年，刘苗苗却将

故事背景提到了当下，并且选择在宁夏

西吉县鹞子川村拍摄，黄土高原特困地

已变身为绿意多彩的梯田画卷，原小说

中的苦情部分不仅从剧情层面也从视

觉上被第五代电影中常见的黄、红、绿、

白的大色块影调滤掉。

红黄绿的单色处理不仅体现在富

饶的乡土空境里，更深入到角色的家

居、着装和往来上。整洁的瓦房院落，

人物衣着鲜亮干净，往来恭敬有礼。

让穆斯林深入日常的清洁观念随处可

见。早晨青年要打扫院落，媳妇要擦

拭家具，二人小别再聚前都有意洗澡

净身。富有的娘家舅舅因为自家门后

的土堆一直没来及清理而深感不安。

夜晚媳妇怀孕害口要吃生瓜子，丈夫

从他家地里折来向日葵，却说明天还是

去买吧，怀着娃，吃的东西还是干净的

好。这种自爱与自律让影片中的人物

拥有了一种前现代社会才有的从容与

高贵，却不是来自道德约束——像儒家

乡土社会那种，而是源于伊斯兰教的潜

移默化。

即便是故事的戏剧前提也是如

此。家长与媒人有意隐瞒双方信息，让

不愿意婚嫁的年轻男女暂时蒙在鼓里，

相信待夫妻情义到了，自然会在磨合中

彼此接受。这个过程古柏和阿西燕并

不承担道德困境，因为他们彼此没有说

谎。长辈们认为“虫虫子鸟鸟子真主都

给配个对儿”的婚姻信念，需要通过权

宜之计，才能给这对年轻人带来圆满，

所以他们虽然做了隐瞒，也不承担道德

困境。古柏在片尾感慨“哪怕是一个残

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正是理

解了这种善念，并且认识到阿訇所言：

通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把一个婴儿

往这个红尘世界上引领，世上的事情

里，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更担责任的

了！一直以来自卑退缩的古柏知道，只

有开始坦然面对疾病，愿意主将考验放

在自己身上，将疼顾放在你所爱的人身

上，愿意组建承担穆斯林传统里最美好

最亲密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才能

开始融于社群，完成救赎。这也是饱受

多年精神病痛的刘苗苗为小说感动的

部分。

只是刘苗苗将宗教礼俗社群里的

这种怀清守真、琴瑟和谐的男女观念，

在视觉上简单地处理为红男绿女男靓

女俊的着装与家居，比如二十一彩龙凤

呈祥的红绿缎子面婚被成为一对儿青

年情感关系中重要的道具。在片头和

片尾简单地贴上了几帧花枝静好，虫走

蜂飞的空境，将自然景观化作人文生态

的手法稍嫌生硬。并且放置于当下这

个错位感的时代里。影片里出现的手

机、汽车、消费文化、城市流动以及生态

移民等等都没有为影片中的主体人物

带来现代性的负面困扰。

淳朴可信的旁白视角

除了穆斯林社群信仰的日常化书

写，男主古柏的角色塑造也为本片的古

典爱情方式提供了可信度。这种小夫

妻婚内爱情的影片可以联想谢晋的《牧

马人》（1982）与让·维果的《驳船亚特兰

大》（1934）。相同的是这样的爱情方式

都需要提供一个封闭性的情感空间。

《牧马人》来自于特殊时代，来自于政治

暴力对两个被社会抛弃者的圈禁。一

旦遭遇时代变迁和解禁，两个家庭背

景、教育程度与修养喜好完全不同的夫

妻势必面临情感考验。《驳船亚特兰大》

来自特殊空间，来自那条塞纳河上流动

的驳船。所以两个年轻人婚后的爱情

坎坷来自驳船空间意外的岸上停留和

巴黎诱惑。《红花绿叶》则是穆斯林的传

统家族文化空间与男主古柏的主观视

角设置。

《红花绿叶》不像上述两部影片为

这样的情感关系提供了男女双方的平

等互动。《红花绿叶》从古柏一方内心

体验入手，细致刻画了他对美丽妻子

的心动、卑微、愤怒、呵护、热烈和亏欠

的种种心思，在这段情感历程中，古柏

身患癫痫病的自卑和爱情中男孩的自

卑重合，这都导致他的情感指向的封

闭性。刘苗苗找到的这个素人演员将

古柏的憨直、笨拙与善念准确地表现

出来，同时作家石舒清专门为成片写

作的九段精彩旁白也成就了这个敏感

深情的人物。而实际上，古柏与阿西

燕的情感关系并不平等。阿西燕与她

的死去的前未婚夫在家庭和个人情感

上才更加般配，甚至影片暗示与古柏

同一天结婚的表哥，对比社会地位、个

人才能也远比古柏更应该拥有阿西燕

的爱情。这种算计恰恰为影片所否

定。在古柏与阿西燕的情感交互中，

阿西燕始终处于古柏视角下观察和承

受的对象，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古柏

的真挚付出和诚意坦白，这才是影片

讲述的重点。

由于视点的局限，故事背后的社会

现实被大大弱化，为影片蒙上了一层非

写实的色彩。同时也让这段古典爱情

在人物关系和悬念的设置上比较接近

童话模式。例如预言并推进这段爱情

的女巫式的人物是媒人新妈，破坏、削

弱、阻挠这段爱情的恶人般的人物是大

夫爹。特别是大夫爹一方面精于算计，

全吃全占，一方面能言善辩，得便宜卖

乖，他的行为大大违背了穆斯林的宗教

道德。这个人物每一次出现都对古柏

的进行否定，但影片的用意在于古柏的

态度变化。从片头的礼貌冷淡敌对，到

片尾明明知道他在炫耀和盘算仍然笑

着接受了他的交易。

很多人有感于在《红花绿叶》不染

尘埃的朴素情感中重拾善念。石舒清

与刘苗苗合作后记下一句：染于苍则

苍，染于黄则黄——愿与每一个在影院

里看到此片的人共享。

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率

领秋收起义部队，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进

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提出“支部建在

连上”，实行党的领导和民主制度，为建设

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1928年4月，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

义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

冈山会师，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

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战争的发展，红四军党

内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

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

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发生了争

论。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上

杭县古田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

“古田会议”。会上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

的建设经验，纠正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

种错误思想，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决议案》，该决议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

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坚实基

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真正讲思想建

党，是在古田会议上，是从古田会议开始

的。因此，该决议亦不啻为我们党建党的

一个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无疑是我党、

我军建设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今年，

适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和古田会议胜

利召开九十周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的重点献礼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

厂和福建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陈力导

演执导的《古田军号》，撷取了古田会议前

后的那段历史，用跨越九十年时空的艺术

表达，以真诚的艺术表现和创新的艺术手

法，从一个红军小号手孙子的视角，讲述

了1929年红四军到达闽西后鲜为人知的

那段峥嵘岁月，真实鲜活地再现了年轻的

革命领袖带领着年轻的军队，战胜各种矛

盾和困难，确立“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

的重要原则，在绝境中历经艰难曲折，开

辟出革命成功之路的伟大历程。

《古田军号》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全片

自始至终鼓荡着激昂蓬勃之“气”。影片

开始，伴着强烈、急促的鼓点，热闹的人群

聚拢在土楼中，观看着舞龙盛会。画面随

着舞龙队伍上下翻飞，灵动中不乏沉稳，

构成恢弘的场面和强悍的气势，一开场便

将观众紧紧地“抓住”。随着红军小号手

孙子的画外音响起，影片从当下的舞龙场

景转换到古田会议时期的板凳龙场景，小

号手一手握着军号，一手紧紧攥着毛委员

的手出现在画面中，当下的舞龙场景被九

十年前的景象所取代，观众被带到了那个

关系着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波诡云谲的

战斗时期。影片中多次出现小号手的父

亲、哥哥在激烈的战斗中牺牲，毛委员冒

着枪林弹雨返身来到小号手哥哥的身边，

从他手中接过军号的闪回画面，将红军从

井冈山突围，一路突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

截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历程，形象而又简

洁地呈现出来。这其中所表现出的红军

坚韧不拔、不畏牺牲、坚信革命必将胜利

的英雄豪气被彰显无遗。即便是在战斗

最残酷，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年轻

的革命领袖仍然对革命的前景充满乐观，

对革命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影片中，面

对着夹杂着伤员的打了败仗情绪低落的

红军队伍，坐在路旁台阶上的林彪不无忧

虑地问毛泽东：“红旗还能打多久？”身染

重病的毛泽东沉思片刻，继而坚定而沉稳

地答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语调平稳，

但却豪气冲天。影片中的军号不仅是一件

道具，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毛委员把

从牺牲的小号手父兄手里接过的军号交到

小号手的手中，勉励他要继承父兄的遗志；

小号手先是被带有军阀气的官兵打伤，军

号被夺走；整军之后，军号失而复得，小号

手带伤学吹军号；朱德军长亲自示范，教小

号手吹冲锋号；最后在战场上，穿上新军装

的小号手效仿朱军长英姿，鼓足气力吹响

冲锋号。伴着声震长空的嘹亮军号声，影

片从当年古田会议时的场景切换到新时代

人民解放军的形象，观众看到人民军队铁

流滚滚、排山倒海的气势，感受到新时代

军队的强大，祖国的强大，进而观澜索源，

振叶寻根，从根本上认识到确立“思想建

党”和“政治建军”重要原则的重大意义，

也为当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提供了形象而生动的教材。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秉承唯物史观

进行艺术创作是《古田军号》的又一突出

特点。考察中共党史、人民解放军军史不

难发现，自朱、毛率领红四军井冈山突围，

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来，随着

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

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阶级

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

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

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

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

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

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

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

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

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

争论。如何真实客观地表现那段历史、表

现那段历史中党和军队年轻的领导者之

间的矛盾与分歧，是《古田军号》创作中必

须面对的问题。影片的创作者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历

史，不回避领袖间矛盾冲突，将历史难点

转化为艺术亮点，为影片增色不少，也为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新的视角和方法。诚如有论者

所言：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没

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古田会议；正是

一年零八个月的朱、毛之争孕育了古田会

议。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古田会议召开前

的各种矛盾、争论，涉及我党我军的众多

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朱德、支持朱德的

陈毅、支持毛泽东的林彪，以及在其中激

化矛盾的刘安恭，还有作为中央领导人的

周恩来等，并恰如其分、分寸得当地予以

艺术表现，既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战斗友

情，又有坚守信念、坚持原则、追求真理的

性格体现，生动具体，真实感人。例如：影

片中朱、毛、陈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由木板

隔出各自的小房间，导演通过一个小窗口

开开合合的桥段，将三人的交流、交锋、争

吵、和解、分离与思念，细致入微地用镜头

切换组合，可谓匠心独具，妙趣横生，异彩

纷呈。《古田军号》充分采用“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没有回避九十年前

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真实矛盾，毛泽东、朱

德、陈毅等年轻的领导人为了共同的信

仰，为探索革命真理而产生了冲突与矛

盾，并在经过激烈的冲突后形成了思想认

识上的高度统一和紧密团结。在内忧外

患、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年轻的革命领

袖们以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品质坚持理

想信念，在枪林弹雨中探索方向，在人民

和军队中寻找答案，在激烈的“碰撞”中擦

出了真理的火花。导演陈力表示：“在新

时代如何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我们

一直在力求创新和突破，力求让宏大叙事

与个性表达实现完美融合。”不可否认，

《古田军号》做到了。

演员的出色表演、音乐的强劲烘托、

细节的匠心设置共同成就了《古田军号》

的成功。青年演员王仁君饰演的36岁的

毛泽东，坚持原则，沉稳果敢，在革命低潮

时深入人民群众中，从人民群众中感受到

力量，最终将革命引导上正确的轨道；王

志飞饰演的43岁的朱德，一脸严肃紧绷

着嘴的表情极具神韵；刘智扬扮演的年轻

的陈毅，从朱、毛夹缝中的左右为难到关

键时刻的敢于担当，表现得栩栩如生；张

一山饰演的林彪，虽然戏份不多，却处处

准确精当；胡兵则把刘安恭的“特派员”角

色、形式主义作风表现得深入骨髓，入木

三分；孙维民、李幼斌等“老戏骨”则把“五

光十色”的小人物表现得多姿多彩；嘉央

桑珠扮演的傅柏翠，虽出场不多，却将一

个带领农民分自家田地的集大地主、高级

知识分子、我党闽西革命领导人于一身的

形象，立在了银幕上，成为令人难忘的瞬

间经典……居文沛为影片所配的音乐，或

激昂嘹亮，或低徊浅吟，与影片中的几段

舞龙场景相辅相成的咚咚鼓声，激越人

心；女声清唱的闽西民歌，虽低沉，但清

脆，与抬伤员的画面相结合，表达出红军

不屈不挠的精神。纵观全片，音乐与影片

相契合，成为影片不可分离、血乳交融的

一部分，将历史内涵与时尚审美有机融

合、浑然天成，创造了震撼人心的视听效

果。细节为影片的主题表达提供了有力

支撑，无论是小军号、板凳龙，还是隔板小

窗、雪地上留下的群众送来的粮食，无不

在一点一滴中展现出深刻的情感和宏大

的主题。影片最后，行军队伍中的林裁缝

对毛委员说他带着他的三个儿子都参加

了红军，这与《血战湘江》中林裁缝和他的

三个儿子都相继英勇牺牲，他剩下的唯一

的最小的儿子毅然加入红军相互呼应，凸

显出人民群众为革命胜利所付出的巨大

牺牲。

《古田军号》是一部极具艺术表现力

和艺术震撼力的优秀影片，形象、生动、全

面又深刻地展示了我党、我军在那段艰苦

岁月里的真实历史场景。观澜索源，振叶

寻根，影片引领我们去思考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当下，我们的未来……

《红花绿叶》：

不染尘埃的爱情如何养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