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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恒。”
观罢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不由
慨叹这样一部信仰力量、历史质感和艺
术水准兼备的影片，作为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开幕电影，可说是实至名归。

2018年12月，上海歌舞团创排的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横空出世，在上
海市舞蹈中心剧场开启连续 8 场的试
演，接受观众的评判。试演成功后，在六
年多的时间里，已在全国各地演出六百
多场。这部舞剧，不仅舞台综合呈现水
准已经日臻完美成熟，剧情讲述的共产
党员李侠和兰芬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正因如此，如何将一部知名舞剧改编成
电影，用镜头语言演绎舞台艺术，更加需
要做细致的考量。

电影总导演郑大圣出身艺术世家，外公黄佐临是与北京人艺
院长焦菊隐并称“南黄北焦”的戏剧大师，母亲黄蜀芹是《青春万
岁》《人鬼情》《围城》等影视剧的导演。血脉传承和耳濡目染，仿
佛冥冥中注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舞剧是写意和反叙事的，
而电影是写实和求叙事的。从舞剧到舞剧电影，他所面临的问题
是，如何让这两种看似南辕北辙的艺术形式有机融合，保留住舞
剧的精粹，又焕新求变，打造一部经得住大众挑剔和时间淘洗的
电影精品。

电影理所当然地启用了舞剧的原班人马。影片中饰演李侠
和兰芬的，也是舞剧中相应角色的扮演者王佳俊和朱洁静。因为
有了远近、俯仰镜头的自如运用，与观剧相比，观影可以无障碍地
透过演员的眼神、动作感受影片力图传达的隐蔽战线的凶险、夫
妇相濡以沫的柔情，以及革命者用生命守护密码、传递密码的壮
烈等情感讯号。

电影也理所当然地保留了舞剧中为人津津乐道的《渔光曲》
群舞片段。与舞剧略有不同的是，群舞被移到了影片的开端，随
着质朴清新、舒缓平和却自有一股内在激荡力量的乐声响起，演
员们用一个板凳、一把蒲扇、一身旗袍，自然而然地带领观众走进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弄堂，这是百姓生活气息最浓的地
方，也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根据地，更喻示了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
来自人民。

有传承，更要有创新。电影，自有其区别于舞台的表现手法
和艺术特质，所以才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影片中，在表现交通员小裁缝牺牲一节时，以俯拍视角表现
他中弹卧倒在电车轨道中。场景的设计，首先是突出了上海老城
厢的特点，画面也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十字交错、晦暗冰冷的
电车轨道渐渐变成明亮的红色，这是年轻战士的热血在汩汩流
淌，更是红色信念如电波般传播到城市的角角落落。而遗落在轨
道间的红围巾，本是兰芬为李侠织就，而小裁缝为掩护李侠又将
它围在自己的颈间。一条围巾，是对革命者怀揣“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信念前仆后继的礼赞，也是对千万烈士的永久祭
奠和怀念。这种视觉冲击力，在舞台上实现起来难度较大，而电
影则通过对镜头角度以及光影、色彩的运用，完成了壮美的叙事。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李侠是一名共产党员，
同时也是兰芬的丈夫，是兰芬腹中孩子的父亲。爱一个人和爱许
多人，爱自己的小家和爱属于人民的国家，在李侠看来，不需要做
艰难的取舍，也不需要片刻的犹疑。“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
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
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
永福也。”林觉民烈士于1911年就义前写下的《与妻书》中对妻
子意映的殷殷嘱托，相信正是李侠与兰芬诀别时刻心情的真实写
照。影片中李侠在兰芬肩头敲出一串摩斯密码，以及最终密码解
密，LOVE 、FOREVER两个单词点出全片主题，前后衔接自然，呼应
巧妙，是源于舞剧高于舞剧的创作，这份直抵人心的深意令人感
怀。

当然影片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电影开始即打出“1937”的
字幕，简单交代了延安宝塔山的画面和兰芬脱下工装换上旗袍的
画面，接着就显示“1948”的字幕。对于不熟悉剧情的观众来说
仿佛有点突兀，而看过1954年版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观众
则知道，李侠参加过长征，受组织安排于1937年从延安来到上海
开启隐秘战线的斗争；而兰芬作为党在纺织工厂发展的积极分
子，也是在同年接受组织安排与李侠假扮夫妻，开始地下工作。
暗战、牺牲等主要故事情节是从1948年及以后集中呈现并渐次
进入高潮。而舞剧、舞剧电影主要表现的也是这段时期的内容，
因此对两个时间点分别交代似无必要。

据相关报道，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影片首映现场，现年96岁
的李康将女士现身银幕，发来了祝贺视频。当年正是她，作为西
柏坡电台值守人员，接收到了李白烈士（影片中李侠的原型）以宝
贵生命为代价发来的国民党江防部署的密电。史料显示，1948
年12月30日凌晨。西柏坡电台收到来自上海“峰台”（李白烈士
发报用电台）电文的最终内容是“等等。再见”，这也许就是1954
年版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广为传颂的台词，也是这部在一百多
分钟里保持“缄默”的舞剧电影唯一的一句台词“永别了，同志们，
我想念你们”的创作源泉。

虽然时空相隔，革命先烈的身影从未走远。红色电波不会消
失，它将永远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中滴答作响。

作者简介：张瑜，特约评论员。

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多年来，产生了众多海洋题材电
影。从海上仙山的海洋想象到国际力量的角斗场，体现
了中国电影海洋观念的不断变化。

1927年的《海角诗人》，讲述了一个不堪忍受城市牢
笼的诗人到海边疗愈的故事。诗人来到海岛居住。这里
的海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海洋认识，即将海洋视为世外
仙山，心灵的栖居之所。先秦文学中大量“海”的叙述赋
予海洋仙山以奇幻色彩，后世逐渐演变为文人士大夫的
精神归宿。孔子的“乘桴浮于海”，屈原的“浮江淮而入海
兮从子胥而自适”，苏轼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等
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塑造了中国人对海洋的想象。《海角诗
人》的片名“海角”体现的海洋是被陆地文明中心放逐的
边缘角落。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海洋叙事开始关注现代
议题。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经济上受到西方工业的
强烈冲击，传统与现代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军事上，
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中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民族
危机。海洋文明威胁着陆地文明的生存，“救国”成为此
时海洋题材电影隐藏的主题。《渔光曲》中的徐家住在东
海渔村，靠捕鱼为业，影片虽然用优美的画面表现了海边
的美景，呈现出乡土中国的诗意之美，但影片指出，全家
人辛苦一年，还欠下了巨额债务。富家子子英想通过学
习国外新技术来发展国家产业，代表了面对西方现代性
入侵，主动学习西方文化来救中国的“五四”新青年形象，
《渔光曲》中的海洋具有了现代性的意味。

西方现代性开启于航海大发现，西方17至18世纪
出现了诸多关于旅行、冒险、航海的文学作品，主要涉及
风暴、沉船、荒岛等元素。这些作品对海洋的书写建构着
西方的现代历史话语。“荒岛叙事”则集中体现了西方现
代性的话语表达。一个人在海难事件中被抛荒岛，人在
陆地上的安全感不复存在，首先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必须
开发荒岛以维持生存；其次还可能面临野人的袭击，对野
人的驯化正代表着“文明世界”对“野蛮世界”的征服。因
此，“荒岛叙事”实际上体现了现代性哲思。1936年，吴永
刚的《浪淘沙》和孙瑜的《到自然去》都在青岛拍摄。两部
影片都有一个叙事要素：海难，众人被抛荒岛陷入困境，
原有身份瓦解。《浪淘沙》中的警察和匪徒是政治的隐喻，
由于人性贪婪的本质，既没能改造荒岛，也未能回到“文
明的世界”，最终内耗而死。《到自然去》中，身为奴仆的马
龙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从依附他人转变为掌握命运的
自由人。这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势
进入，原有的社会结构、身份定位、价值观念都需要重新
设置。马龙回到陆地世界后，开始关注并思考自身，反思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传统中国遭到瓦解后召唤现代性
的隐喻。

海洋，并不是世外桃源，而是权力的角斗场。近代中
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最痛苦、最耻辱、最直接的
体验来自海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封
闭中国的大门，逼迫中国人的目光从陆权转移到对海权
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拍摄了一系列海战题材电影，如
《甲午风云》《南海风云》《海魂》《碧海丹心》等。这些影片
扩大了中国电影的表现范围，也呈现出比较明确的海洋
意识，对于塑造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甲午风云》和《南海风云》对中国历史上两场海战的艺术
表达，将海洋叙事深入到海权争夺、海洋政治以及海洋文
化的思考。《甲午风云》以中日甲午海战为内容，以悲壮的
影像反思了这场给中国国运带来了巨大转折的海战深层
次的政治原因，也开启了“甲午叙事”的先河。《南海风云》
则以胜利者姿态激发着人们的爱国热情。1974年1月，
越南4艘军舰入侵西沙海域撞毁我渔船，解放军实施自卫
反击，击沉对方军舰夺回珊瑚岛。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
海上反侵略作战，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海军史上首次
对外战争的完胜。

进入新时代，《战狼2》《红海行动》《紧急救援》《守岛
人》等海洋题材大片的出现，契合时代要求，讲述了中国
崛起背景下新的海洋观念。这些影片以海外撤侨、海上
作战、海上救援为叙事内容，表达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
展示了中国在海洋文明中的大国形象，彰显了大国风
范。未来中国电影仍需更多的海洋叙事，坚定中国立场，
树立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海洋故事。

作者简介：乔洁琼，青岛科技大学副教授，青岛市首
批签约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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