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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月光
带我回家

——观《万里归途》有感
朱延嵩

“抉择多难，都已做过，不问得

失，无悔对错，让月光带我回家。”王

菲献唱的电影《万里归途》主题曲中

的歌词，充分展示了外交官的执著

与坚定。

热映的归侨电影《万里归途》，

根据著名的撤侨事件改编。电影的

开 头 中 国 外 交 官 宗 大 伟 用 喇 叭 高

喊：“现在请大家把手上的国旗、护

照举起来，我们带你们回家！”中国

同胞们异口同声地喊着：“回家！回

家！回家！”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一下

就震撼到我。是什么让一群身居异

国 他 乡 的 侨 胞 归 家 的 愿 望 这 般 强

烈？带他们回家的承诺是轻易能实

现的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迅速进入

了影片讲述的情境，进入了硝烟弥

漫，动乱频发的紧张现场。

在人的生命安全难以保障，生

活工作环境遭到破坏，每时每刻与

恐怖与焦灼相伴的时候，最先想到

的应是祖国的怀抱，亲人的温暖。而

要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一盘散沙

地长途跋涉显然是徒劳的，必须有

代 表 国 家 的 外 交 人 员 的 引 领 和 协

调，这样，逆行而来的驻地外交官宗

大伟、成朗毅然担负起这样的职责

和使命。保证每一位侨胞安全回到

祖国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

当宗大伟面对无数对着他的枪

口，霸气地拿出中国外交护照，从容

地走下车穿过密集的人流时，中国

外交官的那种临危不惧震慑了叛军

分子，强大祖国的“护身符”让观众

感到骄傲自豪。中国驻外大使吕毅

松说：“祖国，永远不会放弃任何一

位同胞，我们一定带大家回家。”这

铿锵有力的誓言，表明祖国心系每

一位海外华侨，是每一位游子的依

托和希望，令人无限感动。

外交官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普通

人，是父亲、丈夫和儿子。像影片中

的宗大伟从妻子临产到宝宝出生，

他没尽到准爸爸的责任，却为了侨

民的生命和安全，在已经踏上回国

之路后又折返危险的一线，靠的不

仅仅是信心和勇气，更有智慧的头

脑、丰富的经验、良好的心理素质和

随机应变的能力，显示了他的大义、

担当和无私奉献。

很多人以为外交官这份工作

是光鲜亮丽的，身着西装，感受异

域风光。殊不知，世界局势瞬息万

变，即使在和平的国度里，外交官

们面对的是凶险的政治风云。而当

战争来临，他们面临的是炮火纷

飞，是人性和死亡的洗礼。

《万里归途》中由张译饰演的

真实主人公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

孙必干大使。他曾说过：“除了军人

以外，与炮声最近的是外交官。”他

曾一个人先后担任过沙特，伊拉克

和伊朗大使。他也是唯一一个带武

装人员和保镖的外交官，那是在伊

拉克战后，中国复馆重建期间。

如果没有看《万里归途》这部

电影，我是感受不到外交官的真实

经历如此惊险的。当然，孙必干大

使经历过的远比电影里凶险得多。

该片是根据利比亚撤侨真实事件

改编，讲述的是我国前驻地外交官

宗大伟和外交部新人成朗受命前

往协助撤侨，任务顺利结束，却得

知还有一批被困同胞，正在白婳的

带领下前往边境，他们不得不转战

前往撤离的故事。

片中，张译饰演的宗大伟是有

血有肉有灵魂的，他和成朗赤手空

拳带着 125 个侨胞徒步一百多公

里赶往边境。把一个看似极为普通

却英勇无比的外交官诠释得淋漓

尽致，但在叛军头目的无理挑衅下

的胆怯也发挥得恰到好处。外交官

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有人性

脆弱的部分。他的任务是完成撤

侨，如果他丧命异国，他担心年轻

的成朗也许完不成使命，白婳只能

起协同作用，与上级失去联系后，

大概无人能主导此次撤侨任务，但

是作为一个男人，面对叛军头目提

出的用枪顶着脑门打自己的所谓

的游戏，他也恐惧。万一是实弹呢？

家里还有老婆和未出世的孩子在

等着他回家。此时的镜头切换到先

前宗大伟和老婆打电话聊家常，国

内家人温馨的画面与自己命悬一

线的实际形成强烈的反差，吸引着

观众的共鸣。其实，孙必干大使不

止一次面对这种凶险。如果宗大伟

拒绝开最后一枪，结果会怎样？导

演没有走这条线，任由爱联想的观

众自己去杜撰吧！此处让我想起了

《战狼 2》，吴京身披五星红旗越过

交战区，观众的内心是亢奋的。尽

管这两部电影都是根据真实事件

改编的，且都是与撤侨相关，但《万

里归途》的叙事手法要婉约些，也

更接近现实。当然，我不是否认《战

狼 2》这 部 电 影 不 是 现 实 主 义 题

材。站在一个七尺男儿的立场，宗

大伟赌了最后一枪，也许他料定枪

里面压根就没有子弹，因为叛军头

目再怎么凶残，也不会拿自己的脑

袋开花。尽管宗大伟有胆怯过，但

更多的是勇敢，是他肩上所扛的责

任——带领同胞回国。

再来说说成朗这个人物。成朗

的饰演者是王俊凯，新生代演员，

青涩，直率，演技日趋成熟。王俊凯

也注入了人物灵魂。当他看到希望

时，眼里充满了泪花。作为年轻的

外交官，他没有工作经验，有的只

是满腔的热血和理想，在撤侨过程

中，为了一句实话，当场和宗大伟

闹翻，给撤侨工作带来了被动。后

来在工作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理解

了宗大伟和前辈们的工作方式，逐

渐成熟稳重。年轻人，多的是棱角，

多的是锋芒，不经历点事儿是不懂

隐忍的。摄像机是他自始至终的道

具，最终赢得胜利还多亏了他用摄

像机实拍，他敢于揭露真相，且向

世界人民揭露，叛军头目才不敢制

造屠杀事件。成朗驻外工作，第一

次遇到如此艰辛的撤侨工作，他勇

往直前，火箭炮就在身边落下，他

无所畏惧。本可以凭着语言不通不

去参与滞留工厂的撤侨任务，但他

主动请缨，足可见年轻一代的蓬勃

力量。现在九零后乃至零零后都有

担当了，民族有希望！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有一种坚韧，穿越枪林弹

雨，一抬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龙

的传人傲然于世，仍不停止前进的

步伐。

踏漠渡洋的万里归途
杨雪笠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

的路……”这首《星星点灯》作为配乐出现在电影《万里归

途》中。外交官宗大伟与随行成朗二人前往战乱前线撤侨，

这两个年纪相差一轮的人，同在此刻肩负起撤侨回家的责

任，成为无关他人，仅求被自己认可的英雄。

此时，响起“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却发誓要

带着你远走，到海角天边”的配乐，说明正是这份“不知天

高地厚”的责任感令此二人在枪林弹雨中照亮了华侨同胞

回家的路。

影片开场，通过警方与叛军、民众的多方交战，展现了

努米亚国内复杂的局势。中方的华兴公司在努米亚边境有

千余名同胞没有护照，无法撤离，而一场规模越来越大的

暴乱，正在席卷了努米亚全国。

在此背景下，一名家中有妻子待产的外交官宗大伟和

语言不通的年轻官员成朗，历经被俘、轰炸、徒步穿越沙漠

等困境后，终于将百余名中国同胞送回祖国的怀抱。

“广漠杳无穷，孤城四面空。马行高碛上，日堕迥沙

中……”遥空无边，枪械与尸体却处处提示着沙漠危机

的边界，成朗一行犹如一幅古战图，归途之路的艰辛坎

坷被隐在蜿蜒曲折的沙丘后，狂舞于黑夜的篝火，抗击

风暴后刻入皮肤的尘土，展现的不仅是外交人员不惜一

切代价带领国人回家的决心，更是同胞们强大的求生意

志。这条万里归途路伟大的，不仅是徒行边境的奇迹，更

是即使有矛盾，但在面临生死选择时，始终闪耀着人性

之光的人们。

令人惊喜的是，电影在剧作上并没有试图通过“伟光

正”外交官形象来表达人性之光，而是通过一个普通人的

视角来撼动观者内心。在宗大伟一行的人物出场戏中，导

演用远景拍摄在人海中被推搡着寻找同胞的主角，这种

“狼狈感”立刻将角色与观众的心理距离拉近：画面中的人

物不再是观众心中假定的英雄，仅仅是一群承担了工作责

任的普通人。

成朗是个“只求真理，不顾管理”的初生牛犊，宗大

伟是个“敢于跟领导讨价还价，敢于在践行宴上直言”的

普通同事，章宁则是“为了立功才接撤侨活”的人……这

些人像极了生活中我们身边的人。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普

遍性格特征的角色，才更能代表宏大叙事中的“大多数

人”，才能令这条踱步三万余的沙漠求生路深深刻在观

者的心头。

同为撤侨故事，《万里归途》常被与《战狼 2》比较。在主

题表达上，《战狼 2》强调国家是人民身后的强大力量，而

《万里归途》表达的则是全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怎样世

界便怎样。

在努米亚警局爆炸场面中，导演将镜头对准被炸成

两段的童子军、头破血流的外交职员、四处逃亡的努米亚

民众，以鸟瞰镜头强化死亡威胁的压迫感，目的是用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眼光看待战争——子弹面前没有种族，只

有生死。

人类陷入灾难里，生命被威胁时，或被棍棒敲打头颅，

或被枪口抵住脑袋，此刻的求救、惊恐、绝望、叫喊，只剩来

自灵魂深处求生本能的呐喊。这种普遍化、随机性的死亡

痛楚，将渴望和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通过一束打在

银幕上的光无差别地传达向观众。

努米亚撤侨的原型事件是 2011 年利比亚撤侨，此次

撤侨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还是第一

次借第三国改道、第一次派出海陆空三军进行撤侨的行

动，体现了中国在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和世界人民的友好

帮助。

从“穷则独善其身”到“于我之下，兼济天下”的人物价

值观变化，反映的是大国人民的思想格局，是强大祖国不

惜代价保护战乱中同胞安全回家的责任，更是人类命运体

下帮助亚非拉人民共创美好未来的承诺。

电影中，在章宁中弹离世后，宗大伟面对章宁夫妻视

如己出的努米亚籍女孩说：“老章的孩子越长越像我了。”

死亡夺不走的，是被传递的爱与责任。

《株洲歌剧艺术史》出版
记录株洲七十多年歌剧发展历程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温琳

日前，记录株洲歌剧 70 多年发展历程的《株洲歌剧

艺术史》付梓出版，该书由市文化艺术创作中心统筹，张

湘彦编著，书中不仅详尽介绍了株洲歌剧艺术发展的 4

个阶段，还收录了 14个株洲优秀原创剧本。

我市歌剧艺术史分四个阶段
株洲歌剧艺术在发展道路上经过 70 多年的探索，吸

收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文化，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民

族歌剧艺术之路，曾有多部剧目获得全国各项大奖，成绩

斐然，也让株洲被誉为“歌剧之乡”“音乐之城”。

书中介绍，株洲歌剧艺术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初步繁荣阶段、上世纪 70 年代的探索中前进阶

段、改革开放后的崛起与丰收阶段、新世纪的创新与开拓

阶段。

其中，株洲歌剧的萌芽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9

年，我市以建筑部歌舞团的部分演员作为班底，正式组建

“株洲市文艺工作团”，即后来的株洲市歌舞剧团，并创作

了《阿凹山歌》《特别代号》《血泪樱花》等一系列革命题材

的歌剧。

改革开放之后，株洲歌剧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好势头，特别是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接连不

断的全国歌剧汇演，催生了新作品的涌现，也为株洲歌剧

艺术的全新发展带来了重大契机，诞生了《玉姑》《小巷歌

声》《华夏始祖》《从前有一座山》等一系列好作品。

进入 21 世纪之后，株洲市在全省率先实行文化体制

改革，于 2006 年将原有的株洲市花鼓戏剧团和株洲市歌

舞剧团两个市级专业剧团整合为一，组建了株洲艺术剧

院。到了 2012 年，株洲艺术剧院又划转为公益性事业单

位，更名为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这一阶段先后创排出

《鹅卵石》《天使合唱团》《英·雄》。

诞生过多部重量级作品
在株洲 70 多年的歌剧艺术史中，诞生了《特别代号》

《泪血樱花》《送货路上》《小巷歌声》《从前有座山》《沥沥

太阳雨》《天使合唱团》《英·雄》等诸多重量级作品。

轻歌剧《小巷歌声》是第一个走出株洲的原创剧目，该

剧描写的是一群热爱音乐的都市年轻人，在时代大变动中

所经历的种种人生状况。1986年 12月，该剧参加全国歌剧

交流演出，荣获创作和演出双优奖；1988 年 9 月应文化部

和中国歌剧协会的邀请进京演出，时任文化部代部长贺敬

之看了演出动情地说：“《小巷歌声》为首都吹来一股改革

开放的清风，这是一出与青年观众对话的好戏。”

作为株洲歌剧高峰的《从前有一座山》，由株洲市歌

舞剧团排演后，1989 年参加湖南省第二节“洞庭之秋”艺

术节，一举夺得 11 单项奖，被省内外专家们认定为一部

最具潜质的好戏。1991 年下半年，全国首届国家级戏剧大

奖“文华奖”在北京揭晓，《从前有座山》名列歌剧“文华

奖”之首，同时获得文华剧目奖、文华导演奖、文华舞美设

计奖、文华作曲奖、文华表演奖。

民族歌剧《英·雄》是我市近年来的艺术大制作。该剧

以炎陵革命先烈何孟雄和其妻子缪伯英的故事为蓝本创

作而成，是一部具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史诗品格的民

族歌剧。2018 年该剧进京参加中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并

在同年的第六届湖南省艺术节荣获“田汉大奖”；2019 年，

代表湖南参加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获得中国文化艺术

政府奖“文华大奖”提名奖，并荣获省“五个一工程”奖。

新时代株洲歌剧将走向何方？
在新时代，株洲歌剧艺术该走向何方？《株洲歌剧艺

术史》也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把握创作规律，与时俱进打造具有株洲特色的歌剧。

戏剧是歌剧的骨架，音乐是歌剧的骨肉，音乐与戏剧融合

市歌剧艺术走向各层次发展的理想境界。打造与时俱进

打造具有株洲特色的民族歌剧不仅需要讲本土故事，融

入本土音乐，还要触发观众的情感与共鸣，以鲜明的本土

特色、本土风格、本土气派，在全国形成影响力。

改善外部环境，建立健全有效的歌剧创作激励机制。

目前，歌剧界存在创作、市场、观众萎缩，人心浮躁等问

题，剧团可以从创建题材创意策划机制、对剧本创作过程

进行时段化管理、优化剧本创作评审机制、对重点题材的

剧本创作实行招标制、推行剧作者在剧团挂职制度等方

面入手，激励歌剧创作。

繁荣发展歌剧艺术，需要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轮

驱动”。歌剧艺术需要扶持和培养，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

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除了要经受得住市场的检验外，各级

文化主管部门的助力最为关键，各部门能够在资金和政

策上将歌剧艺术“扶上马，送一程”，企业能够积极赞助，

有助于歌剧艺术的繁荣发展。

创新与继承并举，做好传统优秀歌剧剧目的复排和

再包装。株洲曾有多部剧目获得全国各项大奖，诞生了很

多经典剧目，应该积极整理这些经典剧目进行经常性演

出，复排时加入新的时代元素，既刻意培养年轻一代观

众，又保持创新的可能。

积极面向观众，培育成熟的歌剧艺术与演出市场。歌

剧艺术的生命在于舞台，观众是真正的上帝。如何让一部

优秀的歌剧作品，迅速被观众知晓？需要加强剧目宣传，

举办常规性的主题活动，加强和歌剧爱好者互动，培育艺

术与市场的土壤，以带动株洲歌剧艺术的繁荣。

11 月 13 日晚，市作协联合石峰

区朗诵协会、市因诵结缘读书会，

举办了一场以“同心抗疫 微光成

炬”为主题的本土作家抗疫作品线

上诵读会。

当晚 8 时，别具一格的朗诵会

拉开序幕。朗诵爱好者们以微信群

为“舞台”，用声音和文字架起一座

众志成城的桥梁，抒发内心对株洲

最真挚的祝福，讴歌全市人民和社

会各界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的“抗疫

精神”，凝聚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

朗诵会分为抗疫礼赞和静默

纪实两篇，共有来自社会各界的 22

名朗诵者以独诵、合诵、讲述的形

式，采用 PPT、音频、视频配套展示。

这些有故事、有温度、有情怀的声

音和文字，时而激情满怀，时而催

人泪下，深深触动了每一名听众。

朗诵会再现了防疫人员披星

戴月，一线基层工作者日夜兼程，

志愿者默默奉献，广大居民万众一

心的伟大壮举。本次活动前后进行

了两个半小时，通过 8 个微信群同

步直播，不仅展现了作家笔下语言

的魅力，也彰显了朗诵者的情怀和

使命。

《株洲歌剧艺术史》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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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再度侵袭株洲，在“静默”期间，宅家的人们一定看了不少电影，毕
竟无论在任何时候，电影都是陪伴我们打发时间、陶冶情操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还记得，在
疫情之前，影院放映的众多电影中，我们看到了一部令大多数人交口称赞的作品，这就是
《万里归途》。近期，我们收到不少关于这部电影的影评，特挑出几篇刊出给大家欣赏。

市作协举办本土抗疫作品线上诵读会
温琳 黄明 王依

离炮声最近的英雄
——观《万里归途》有感

阳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