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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我党报务员李白从延安

被派往上海，负责中共上海组织与中

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工作。他为抗日战

争 和 解 放 战 争 的 胜 利 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却不幸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

特务杀害。李白烈士牺牲数十年来，

以他为原型创作的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等影视作品被不断搬上银幕和

荧屏。

近日，由上海歌舞团等单位联合

推出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公

映。2019 年，上海歌舞团创排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获“五个一工程”奖

优秀作品奖。今年 6 月，上海国际电影

节举办，开幕影片为舞剧电影《永不消

逝的电波》。从电影到舞台，又回归电

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展示出持久的

艺术生命力。

从舞剧转变为舞剧电影，影片既保

留了舞剧的性质，以动作表演为主体，

又运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将人物情感、

心理等元素充分拓展。如在旗袍舞中，

李侠（原型为李白）的妻子、中共地下工

作者何兰芬，需要和旗袍店老裁缝、情

报组组长老方完成情报交接任务，而特

务 柳 妮 娜 突 然 以 顾 客 身 份 出 现 在 店

中。如何在特务监视下完成任务，又不

暴露身份，这对何兰芬和她的同志们构

成巨大考验。这段情节在舞台和实景

中分别演绎：在舞台表演中，影片在尊

重原舞剧同时，利用仰拍、打光等电影

手段展现舞台动作的力量感，隐喻正邪

对阵的斗争态势；在实景表演中，影片

利用镜子、珠帘等空间特点，配以长焦

镜头营造出暗流汹涌、剑拔弩张的紧张

氛围。两者通过交叉剪辑同步呈现，舞

台和实景的空间转换、舞蹈和电影表演

的切换、写意和写实的交汇，让观众在

舞台艺术和电影艺术的融合中，体验革

命斗争的惊心动魄，感受革命先烈的智

慧和勇气。同时，传统舞台的叙述空间

也在电影中得到丰富的延展。影片将

舞剧中的黑伞舞，置于实景街道拍摄，

舞蹈的节奏感、力量感与场景的立体感

融为一体，再通过后期特效制作，被形

象化为摩斯密码的雨滴从空中落下，舞

台艺术、视听语言、人物心理同时以电

影的方式融合呈现。

影 片 在 舞 剧 中 融 入 相 关 历 史 影

像。开篇，日军大轰炸、卢沟桥事变等

纪实影像逐一呈现。在延安宝塔山的

背 景 下 ，李 侠 缓 缓 脱 下 军 装 、摘 下 军

帽，穿上西装、系上领带，从一名八路

军战士成为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

接着，苏州河、棉纱厂、织布机渐次出

现 ，何 兰 芬 摘 下 袖 套 和 围 裙 ，穿 上 旗

袍 ，从 一 名 纱 厂 女 工 变 身 都 市 丽 人 。

两人互相挽着缓缓走向石库门，走向

市井生活，也走向潜伏人生。在上海

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屠杀，

包括李白在内，多位中共地下工作者

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电影中“八烈

士牺牲”纪实画面反映的就是这段历

史。李侠在这一情节中有段独舞，痛

苦的神情和沉重的肢体动作，将他面

对同志被害，难以抑制又无法言表的

悲愤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其身后的巨

幅背景上，是中共地下工作者被捕的

报纸新闻。紧接着，银幕上出现蜂拥

的人群、呼啸的囚车，国民党反动派在

上海当街枪毙革命志士。一段段真实

影像让观众深切感受到地下工作者所

面临的严酷环境。

虽然全片没有台词，但演员的表

情、肢体动作依然让人体会到一种浓

烈的情感，那是革命爱情、战友之情。

李侠与何兰芬是革命战友，也是夫妻，

片中两人的双人舞不仅保持着原舞剧

中的高水准，而且在电影镜头的诠释

下，又呈现出人物和光影之美。舞台

之外，片中还有两人的家庭实景。在

这一方小天地中，李侠和何兰芬像普

通夫妇一样相濡以沫。早晨，报社职

员李侠匆匆吃着早饭，急着出门上班，

何兰芬拉着他试新织的围巾。傍晚，

两人互相挽着，穿过石库门弄堂回家，

李侠专注而温柔地望着妻子。对这份

穿越时空的爱与信念，笔者在参观李

白故居、品读李白在狱中写给妻子的家

书时，深有体会。李侠和老裁缝老方、

学徒晓光既是战友，也有着家人般的情

谊。在大追捕中，舞台上特务的黑影交

织寓意李侠陷入重重包围。此时，晓光

挺身而出，在电车上一把夺下李侠脖子

上醒目的红围巾，掩护李侠脱身，自己

却牺牲在特务的枪口之下。悲痛的李

侠回忆和晓光、老方共处的时光：老方

给爱徒丈量身高尺寸，李侠教晓光写名

字……当晓光眼含热泪，在舞台上用

力挥舞双手、向大家告别时，观众对于

晓光的不舍之情也被推向高潮。革命

烈士前仆后继，老方也不幸被捕。为

获取情报，李侠冒险前往旗袍店，几经

搜寻，终于发现老方在皮尺中暗藏的

情报。此刻，李侠神情紧张而专注，于

无声处，我们仿佛能听见李侠心中激

动 地 默 念 情 报 。 老 方 的 身 影 渐 渐 隐

去，带着对于战友的不舍和对胜利的

憧憬，他最终在枪声中倒下。

“我爱你，永远！”浦江两岸，何兰

芬 和 李 侠 互 相 用 摩 斯 密 码 打 出 这 行

字 。 这 份 爱 既 代 表 着 两 人 的 革 命 爱

情 ，也 蕴 含 着 对 祖 国 、对 人 民 的 大 爱

之情。

红色经典永流传。由八一电影制

片厂摄制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于

1958年公映，是最早反映这段历史的经

典之作。主人公李侠面对敌人的枪口，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坚毅、深情的目

光 发 报 的 场 景 ，感 染 着 一 代 代 观 众 。

2021年，该片被中国电影资料馆进行了

彩色高清修复，再次公映。穿透时空，

李侠的艺术形象愈加熠熠生辉。2010

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推出电视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该剧在保留电

影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重

要的人物形象，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做

了进一步拓展。2023 年播出的电视剧

《破晓东方》从上海解放切入，开篇即

以较大篇幅展现李侠将重要情报发往

延安的惊险故事。紧张的叙事节奏、

动人心魄的敌我周旋，将李侠信仰坚

定、不畏艰险、置生死于度外的艺术形

象，塑造得栩栩如生。2021 年播出的

纪录片《无声的功勋》，聚焦革命年代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百位英雄人

物。李白的故事仍以《永不消逝的电

波》为题展开讲述，该片以情景演绎、沙

画等形式艺术再现李白在隐蔽战线动

人心魄的斗争细节，生动展现他在静默

无声处英勇无畏的革命赤诚。这些作

品和刚刚公映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一样，在不同历史时空中叙述着

同一段岁月，彰显着理想与信仰的恒久

精神魅力与艺术生命力。

近年来，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不断被改编为同题材影视作品——

赋予红色经典新的生命力
■金鸣川谷 李 韬

1994 年公映的电影《弹道无痕》，讲

述了铁匠出身的石平阳入伍到炮兵部队

后，从想着在部队练就好身板，复员后当

一名好铁匠，到成长为一名爱兵、爱炮、

爱 部 队 、技 术 精 湛 的 炮 兵 连 连 长 的 故

事。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改编

自徐贵祥的同名小说，取景地在原炮兵

某师、现在的陆军某旅。

每当新兵下连，该旅都会组织大家

观看该片。战士们跟随石平阳的一步步

转变，感受着老一辈炮兵对火炮的热爱，

激发珍惜岗位、建功军营的精神动力。

炮兵眼中的火炮是有灵性的。片

中，各炮长在炮场上进行训练，随着训练

难度加大，对操作火炮的速度要求越来

越快，班长李四虎下达口令也越来越急

促。手忙脚乱的石平阳感觉衔接太紧

凑，将一组来不及实施的口令快速写在

了炮架上。李四虎看到石平阳的这个举

动后，立刻冲过来一把将石平阳从火炮

上拉下来，第一时间用手指反复地擦石

平阳写的字。眼看擦不掉，李四虎回过

头来对石平阳说：“我让你爱护炮，你还

敢往上面写字！先别练了。”石平阳不懂

班长为何发这么大的火，想着既然班长

不让自己操作火炮，就练起了俯卧撑，引

得战友前来围观。

“你要像老班长一样，把武器当成生

命”“咱们当炮兵的就要像炮一样，响当

当地做人”……班务会上，李四虎的讲话

让石平阳心里泛起阵阵涟漪。“老班长爱

炮如命，我明白了。”石平阳站起身来注

视着李四虎的眼睛，坚定地说。此后，石

平阳便和火炮交上了朋友，苦练专业，操

作火炮的技能不断提升。

就像炮弹出膛就要击中目标一样，

优秀的炮兵战士一旦瞄准了一个目标，

就会铆足干劲去实现。在一次对抗赛

中，比赛双方打成了平手。为了炮班荣

誉，石平阳果断要求加赛。石平阳向着

自己心中的目标，咬牙坚持着，直到战胜

对手并打破纪录。石平阳保持着这种劲

头，来对待涉及火炮的每一项训练。看

着火炮在自己的操作下，一次次精准地

击中目标，石平阳对火炮更加热爱了。

“火炮是有灵性的，你把它当朋友，

它就会关照你。”现在，在陆军某旅，每当

新兵下连时，班长都会借用影片中的台

词叮嘱新兵。在炮兵眼中，上了火炮、摸

过炮身，就和它做了战友，整日的训练就

如同和老朋友不断地交流。达到人与炮

的完美结合后，炮弹出膛后才会更加精

准地命中目标。

在《弹道无痕》中，李四虎欣喜于逐

渐成长的石平阳，将自己作为炮长多年

总结的经验教给了他。这种言传身教是

一代代炮兵无私传授经验的生动写照。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用指瞄法瞄

准目标指挥火炮的战斗英雄李启元，凭

借着对火炮的熟悉，带领连队在战争中

获得“百发百中神炮兵”“威震敌胆”“年

轻健壮的神炮兵”等荣誉。这些老炮兵

靠着在战斗实践中摸索的宝贵经验以老

带新，让年轻的炮兵战士得到更快的成

长，也让很多宝贵的传统得以薪火相承。

在影片中，首长对石平阳的出色表

现非常赞赏，在一次演训中下达了一个

特情课目：前方山脚下发现“敌”坦克，一

炮手双眼被炸，靠平时训练经验，单炮操

作炸掉“敌”坦克。“石平阳，有把握吗？”

听到首长的询问，石平阳不假思索地回

答：“报告首长，有！”回答完毕，石平阳便

用黑布蒙上眼睛来到火炮瞄准装置旁，

根据上报的距离和修正量，仅靠着手感

对火炮进行了瞄准。随着一声响亮的

“放”，“敌”坦克被一发炮弹击中。

“你是我所认识的最纯粹的炮手。”

这是在片尾，首长给予石平阳的评价。

看完影片，做一名“最纯粹的炮手”也成

为很多官兵努力的方向。在该旅，战士

都想成为像李启元一样的炮兵，炮班争

当“神炮班”，炮连争当“神炮连”，无论个

人还是集体，他们的目标都是百发百中。

《弹道无痕》展示出炮兵对专业技

能 的 极 致 追 求 和 敢 打 必 胜 的 战 斗 精

神。平凡岗位成就英雄兵。在该旅，一

个个“李启元”“石平阳”正在成长，他们

在各自的战位上苦练本领，划出精彩的

“青春弹道”。划出精彩的“青春弹道”
■晋 蒙 王政杰

扫码观看电影《弹道

无痕》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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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纪录片《无声的功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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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纪录片《吕梁山上》在央视纪

录频道播出。该片以红军东征、抗战时

期创建根据地等历史事件为背景，呈现

了可歌可泣的吕梁革命英雄事迹，展现

了“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

吕梁精神形成过程。

在叙述脉络上，该片系统梳理了

1936 年至 1948 年间，我党在吕梁地区

领导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1936

年，为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陕甘革

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

中 国 人 民 红 军 抗 日 先 锋 军 的 名 义 东

征。东征历时 75 天，向当地群众宣传

了党的抗日主张，为日后创建晋绥抗日

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东征中，红

15 军团第 75 师参谋长毕士悌率先头团

横渡黄河，不料船到河中央被敌人发

现，他不顾个人安危率领官兵强行渡

河，成功突破了敌人河防阵地，却在后

续作战中不幸牺牲。战争年代，革命先

烈血洒吕梁山，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对

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

在叙述形式上，该片多次采用第

三人称视角呈现吕梁地区革命历史，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便是其中的

讲述者之一。1937 年，福尔曼和时任

第 120 师 师 长 的 贺 龙 在 延 安 初 次 相

识。不久，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

示，第 120 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

前线，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1944 年，

当福尔曼和贺龙在晋绥边区再次相见

时，这里残酷的战斗生活与军民乐观

开朗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给这名美

国记者留下深刻印象。为了让部队始

终保持昂扬的战斗精神，贺龙组建“战

斗篮球队”，以丰富官兵文化生活。同

时，片中还通过“山药蛋派”作家马烽

的回忆，展现边区群众顽强坚毅、奉献

牺牲的英勇事迹。1940 年，离石县碾

墕村妇女张秋林在晋绥边区抗日工作

团的号召下，成为全村第一个送丈夫

参军的妇女。后来，面对儿子被杀的

残酷现实，她化悲痛为力量，大力组织

边区妇女织布纺棉做军鞋，有力支援

了前线战斗，她也因此被评为边区妇

女劳动英雄。“为群众服务就是为孩子

报仇，搞好合作社就是与敌人在经济

上作斗争。”张秋林的一番话深深打动

了马烽。马烽将采访的 120 位边区劳

动模范事迹写成了连载故事并出版，

这便是家喻户晓的《吕梁英雄传》。

在叙述内容上，该片通过查阅大量

文献资料、采访亲历者，真实展现了当年

吕梁地区的战斗和生活往事。片中，如

今 90 多岁高龄的徐爱民曾担任中央机

要员。1947年，她随中央后委一同转移

至吕梁临县三交镇，因保密工作需要，她

和同事平日以“文化工作队队员”为掩护

身份，担负着中央机关与各部队电报通

联的重要任务。为解决大功率电台供电

缺陷，中央后委机关挑选部分有战斗经

验的人员重返陕北。他们在敌人重兵之

下取回发电设备与器材，建立起固定通

信基地与通信总台，保证了中央与各野

战军通信联络通畅。吕梁士绅刘少白为

创办边区第一家银行——兴县农民银

行，带领员工克服纸张与设备上的困难，

创造性地用土质纸替代印钞纸，发动员

工用钢笔为钞票编号，仅用一个月时间

就完成了第一组钞票印刷，保证了抗战

时期第一组钞票的成功发行。此外，兴

县农民银行还涉及存、放款以及农业贷

款等业务，为边区群众经济生产提供了

巨大帮助。兴县农民银行后改组为西北

农民银行，发布了陕甘宁晋绥五省第一

种通用货币——西农币。1948年，西北

农民银行与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共

同组成了中国人民银行。边区政府积累

的建设经验是我党在政权建设、经济建

设、土地改革等方面的初步探索，更是老

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彻底

解放和伟大复兴的漫漫征途上迈出的坚

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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