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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并济传递出昂扬的
精神力量
赵 亮

工业题材影视创作天然地具有技术性、专业性
壁垒，主题宏大、严肃且缺少贴近生活的元素，在视
觉转换和戏剧性设置上难度很高，这一题材往往有
着坚硬质感，需刚柔并济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这对
电影创作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影片《钢铁意志》
在这方面做出的突破和努力值得借鉴。

影片将类型叙事贯穿其中。影片开始，采用悬
疑剧的叙事手法，一个个戏剧冲突推动剧情发展，节
奏紧凑。爱情戏的加入还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别样的
观察视角。

影片采用去英雄化的人物处理方式，塑造了
一个个性鲜明、感染力强、从战斗英雄转变为钢铁
工人的赵铁池形象。生活气息和方言的植入，在
表现主题的同时，有效消解了工业题材影片的沉
重，进而生发出喜感。影片中多次出现在孟泰家
里吃饭的场景，达到了“一箭三雕”的功效：一是
让硬核工业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有效嫁接，二是
表现了全国劳动模范孟泰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
神、牺牲精神，三是以酸菜为线索牵起男女主人公
的感情线。色彩上，影片中红色意象的运用格外
引人注目，从熊熊燃烧的炉火、喷薄而出的铁水，
到主要角色的红背心、红围巾，给冷调工业题材电
影加入一抹暖色，使影片在坚硬质感外传递出昂
扬的精神力量。

中国重工业建设之初的
一部“创业史”

苏妮娜

《钢铁意志》是我国从战争年代转到建设时期
的整体性叙事，是中国重工业建设之初的一部“创
业史”。

某种程度上，《钢铁意志》是辽宁这个重工业大
省最有震撼力的故事。“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不难
想象，在这片土地，这样的故事会激起多少观众的
往昔追忆。在和平安宁的生活里，想象不出昔日
开国之初的一代产业工人艰苦奋斗搞生产，还有
勒紧裤带挨饿的感觉，但也正因为体现了这些艰
难，旁证出在一片废墟上搞建设、取得钢铁生产上
零的突破，是何其荣耀的事情。此片更重要的是展
现了新中国第一代工业人的精神风貌。时至今日，
东北人性格中的直率、忠诚、豪爽等品质仍是这段
往事、这种集体攻克难关留下的印迹。

隔了70余年时间回望，再与片中人一起经历一
种新的创造、一次激情燃烧、一次改天换地，仍是激
动不已。国家、民族、集体、个人，我们的祖辈内心的
秩序是显豁明晰的，他们的想法是纯粹简单的，而这
种单纯的情感、执着的信念，才成就了这样感天动地
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不，我们的故事——不应
被遗忘。

浴火奋斗的钢铁史诗
张 丹

《钢铁意志》用“纪实性”和“史诗性”的精准度，
让当下的观众看到 1948年至 1953年鞍钢创造一个
又一个奇迹的辉煌历史。严肃崇高的主题，厚重的
历史背景并没有让影片变得沉重僵化，这得益于影
片巧妙的叙事处理和人间烟火气息的温情传达。

首先，以人为核心选取了最佳叙事视角，全力
打造国家民族大情怀与百姓日常生活追求的小目
标相融合，信仰大道和小人物朴实生活感受相契
合，英雄劳模的奉献牺牲和战友情、亲情、爱情等
人间烟火气相交织，成功拉近了历史和当下的距
离。其次，影片把轻松诙谐的元素巧妙地穿插在严
肃的情节中，一张一弛，松紧有度，成了很好的调
味剂，缓冲了紧张的氛围，使观众的审美感受层次
更加丰富。

这部影片让我们感觉到历史是可以触摸到的，
当下与未来同时也在被审视、观照和反思。遵循着
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清晰的年代刻痕、质感的画面
与扎实的细节更让这种思考充分发酵，让观众从感
观、情感到思想精神的淬炼都饱胀到极致。

再现与表现相结合，历史性与戏剧性相统一，
以史鉴今，以史促今，艺术的高度与思想的高度并
举，是主旋律电影追求的目标。《钢铁意志》无疑向
这个目标推进了一大步，而且为许多观众上了一堂
中国钢铁工业开创史的大课，释放出了巨大的精神
动能。

重启一段历史
和一种精神

程远征

影片《钢铁意志》不仅重启了一段历史，而且重
启了一种精神。通过这部影片，观众可以了解到当
时的时代背景。整体的置景美工，也为重返历史提
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叙事上，影片用两位主人公——刘烨饰演的
厂长赵铁池和韩雪饰演的工程师孙雪飞各自的经
历以及两人的关系变化，推动着主要情节的发展。
其中，人民成为重要的表现对象，主要表现为群像
的塑造，以及主要情节线索和人民日常生活的结
合。在这部影片中，除了两个主要角色，老工人孟
泰、政委程时勋、技术能手王崇伦等角色都拥有让
人印象深刻的戏份。这不仅是情节的需要，还因为
在那个时代，群体生活是一种日常状态。时代的精
神和个人形象的塑造，也需要依托群体生活来加以
呈现。几个角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工人祝贺、战
士周刚和排长王鑫，他们的奉献是坚定信仰和与人
民融为一体的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也印证了只有
拥有对国家和人民热爱的信念，才会有真正的“钢
铁意志”。

影片中对于鞍钢历史的重现，不仅是地方叙事
的一种表达，更是国家历史叙事的一种补充。片中
表现出的“钢铁意志”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也是对
现实的鼓舞。

几位评论者不约而同地将“工业美学”
作为《钢铁意志》艺术追求的总结。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一级作家刘恩
波用“深情”“踏实”“艺术化”三个词来总结

《钢铁意志》的整体风格。深情，是这部影片
散发出来的品质，一代钢铁壮士的使命感、
责任感和家国情怀。踏实，指的是影片着力
点所在，编剧和导演用生活的本色、历史的
厚重塑造了那一代钢铁工人的群体形象，展
现了他们的精神风采。艺术化，是说影片规
避了说教、图解等痼疾，将浑厚深沉的主题
融化在一系列丰富的感人至深的细节中。

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副教授蒋尧尧
说，钢筋水泥的空间与热血激情浇铸着的理
想信念、生命热情混合在一起构成了工业题
材影视剧独特的叙事图景，呈现出工业题材
影视剧独特的审美特征。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辽宁大学广播
影视学院教授马琳则从类型化的角度来总
结《钢铁意志》的经验。她认为，辽宁电影一

直在坚持主旋律创作，主旋律电影如果想走
商业路线，一定要落到类型片的框架里。《钢
铁意志》的类型化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
面：讲好英雄的成长，是类型片必须解决的
问题，人物的成长必须要有“弧光”。“弧光”
即人物性格的变化与成长轨迹。《钢铁意志》
的主人公赵铁池的“弧光”伴随着鞍钢的复
苏与炉火的燃烧。

强功能性人物的塑造，也是类型片不可
或缺的。马琳认为，在《钢铁意志》里，孟泰
在影片中是一个强功能的人物形象，孟泰之
强不仅在于他的技艺精湛和劳模身份，更在
于他与鞍钢之间所形成的深入骨髓的血肉
关联。

此外，还有影片线性叙事的巧妙串联。
影片没有利用僵化旁白和历史记录，而是以
市井人声来体现新中国新工业建设的迫切，

“磨剪子抢菜刀”的市井呼唤在炼钢的三个
重要时间节点1948年、1951年、1953年反复
出现……

从主旋律到类型化
影视创作的新尝试

电影《钢铁意志》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评价该部影片——

主题创作与时代表达的精准结合
本报记者 赵乃林

对辽宁电影来说，
国庆档上映的《钢铁意
志》具有节点性意义，或
如一些评论者所说“具

有里程碑意义”。
对辽宁文艺来说，《钢铁意志》所

带来的启示同样巨大，无论是对本土
题材的挖掘，还是对真实人物和历史
事件的再现与艺术化表达，都有诸多
值得深入研究之处，如有评论者所
说，是“工业美学”的探索与突破。

而“六地”红色文化的提炼与
总结无疑是《钢铁意志》创作的基
本理论支撑。也正基于此，在10
月 27日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和省
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的“辽
宁艺坛”上，省内众多文艺评论者
从电影《钢铁意志》谈起，最终落
脚到“挖掘本土题材，助力‘六地’
创作”上。

那么，在评论者的视角中，
如何通过文艺创作挖掘辽宁地
域的精神财富，让红色文化历久
弥新，深深浸入辽宁人民的精神
血脉？《钢铁意志》提供了哪些成
功经验和有益探索？本期话题
聚焦于此。

党的十八大以来，辽宁电影始终坚持
走主旋律英模题材路线，坚持以 3年 2部
的节奏产出，坚持自主创作本土题材作
品。近十年来，创作生产了《郭明义》《雷
锋在1959》《毛丰美》《为了这片土地》《黄
玫瑰》《守望青春》等多部作品，先后获得
了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华
表奖提名等多个奖项。与这些作品相比，

《钢铁意志》中同样出现了孟泰、王崇伦等
真实的英模人物，内容更加丰富。

《钢铁意志》涉及了辽宁“六地”文化
的哪些内容，这是论坛上众多发言者都谈
到的问题。

全程参与《钢铁意志》整个创作生产
过程的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姝
作为主讲人，谈到了《钢铁意志》的几大突
破，其中第一个就是题材上的突破：“六
地”文化的理论提炼，让创作者的视野打
开了，在时间轴和空间向都有了挖掘和
延展的可能。《钢铁意志》带我们回到了
共和国工业的“起点”，也就是“共和国工
业的奠基地”。这就使得工业题材的意
义，在空间上，从辽宁扩展到全国；在时
间上，回到了“之初”；在精神意义上，是
伟大建党精神的体现，表达了党从革命

时期到建设时期的重大历史决策意义。
同时，《钢铁意志》还写到了“抗美援朝出
征地”“雷锋精神发祥地”，还有第一枚金
属国徽的呈现。

“六地”无疑是可以持续挖掘的富矿，
李姝介绍，除了已经推出的电影《钢铁意
志》《雷锋在1959》，以及我省协助拍摄的

《金刚川》《长津湖》等，还有即将开拍的沈
阳市重点项目影片《龙虎风云》等，电视剧
方面也有数个即将开拍的与“六地”有直
接间接关联的项目。

视野打开，如何进行深度挖掘？辽宁
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张守志认为：其一，

《钢铁意志》对辽宁的“六地”文化通过形象
化塑造和艺术化表达，唤起观众的情感共
鸣，为辽宁“六地”文艺创作提供了经验。
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劳模
精神等，与辽宁“六地”文化同根同源、血
脉相连，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让辽宁“六
地”文化走向全国。其二，应聚力形成辽
宁“六地”文艺创作品牌新优势，从电影

《钢铁意志》呈现的历史纵深和内容体量
上来看，如若通过品牌化的项目制作，能
够极大地开掘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展现历
史细节，塑造更为生动鲜活的人物群像。

从“英模”到“六地”
理论成果打开文艺创作新视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
神力量的优秀作品。”通过《钢铁意志》的
成功实践来回应这一要求，那就是要通过
弘扬红色文化，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
供精神动力。

李姝举了个例子，要在自主创新上攻坚
突破，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解决卡脖子
的问题，这是今天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所在。《钢铁意志》讲述的 70 年前“卡脖
子”问题，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的诞生完全是
当时鞍钢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创新创业、
艰苦攻关的结果。网络评论区有网友就此
展开讨论：一名网友说，高炉里的铁砣子真
的是抠出来的吗？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靠
意志吗？另一个网友回复说，是的，我们打
仗当然也靠战略战术，我们建设国家当然
也靠科学技术，我们改革发展当然也靠统
筹规划，但最根本的就是共产党人和广大
群众有这样的一股劲儿，靠的就是我们抠
铁砣子的精神。70年前的科技水平与今天
不可同日而语，但影片展现的是一种精神、
一种激励，这一点观众感受到了，也受到了
鼓舞。

蒋尧尧说，《钢铁意志》中传递出的老一
辈鞍钢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敢为人先、不
惧困难的精神都能够成为今天年轻观众的
精神给养。影片中还特别谈到了一个年轻
的科技人员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贡献，
这也应和了当下对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

力量，努力培养造就大国工匠、青年科技人
才、高技能人才的相关要求。影片中，老一
代工人有着改天换地、改造世界的主人翁
自觉。只有工人不把他们面对、操控机器
当作简单的重复性劳动，而是带着创新的
理想、带着对象化了的情感，才能彰显其
主体性地位。这种主体性的地位在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进程中仍发挥最
大的效用。

而实现这个现实针对性，就需要在“六
地”创作中有更多贴近时代、贴近受众情感
的精准表达。辽宁省电影家协会负责人田
晓佳将此总结为“主题创作与时代表达的
精准结合”，也就是在主题明确的情况下，
运用具有当代电影特征的叙事节奏和视听
呈现，让观众在影片中发现新的审美空间、
新的审美体验。以《钢铁意志》为例，首先
是鲜活的个体生命与集体意识并存。创作
者通过大量细节打磨出人物鲜活、立体的
不同侧面，又共同构建了那段历史中人物
的精神气质，让观众经由角色升华为对其
背后工匠精神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其
次是追求强戏剧性和复杂叙事。《钢铁意
志》努力在历史真实和创作空间之间达到
一种平衡。在影片的类型元素上体现出叠
加、混搭、融合的特点，带来更多元的想象
空间和艺术质感。最后是“大主题、小切
口”，寻求艺术上的创新和突破，注重用符
合当代观众审美趣味的艺术表达来完成当
代讲述。

从再现历史到响应现实
文艺创作的新探索

工业题材文艺创作在辽宁一直有
着 扎 实 的 基 础 ，涌 现 出 众 多 优 秀 作
品。《钢铁意志》与这些作品相比，有何
不同？

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负责人赵亮
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以往的工业题材影
视剧，多是以工业作为时代背景，讲述
工人及工人家庭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大
潮中的探索突围，更多的是展现人物
命运的起伏流转，称其为历史年代剧
更为贴切。而电影《钢铁意志》可以说
是一部“纯钢打造”的名副其实的工业题
材电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位评论者认为
《钢铁意志》具有史诗般意味。辽宁省文
化艺术研究院编辑苏妮娜以“重温中华人
民共和国‘时间开始了’的时刻”来形容它
的价值：“《钢铁意志》是中国重工业建设
之初的一部‘创业史’。”辽宁省电影家协
会主席庚钟银认为，影片反映了大时代，
抒发了大情感，场景和音乐制作上可谓是

大手笔，可圈可点。
但是，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工业题材

天然有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坚硬质感，在观
众眼缘上并不讨巧。在叙事手法上，既要
突出主题，把握住工业题材的硬核特质，
又要让原本粗粝、冷峻的工业美学拥有温
度，让人产生亲近感，满足观众的审美需
求，这对影片创作者来说是一个难度不小
的挑战。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二级编
剧张倩说，《钢铁意志》的经验在于将切入
点聚焦于鞍钢第一炉铁的诞生，却不止于
此。在以工业生产为主的主干上，艺术地
加入了悬疑、爱情、战争等故事线索，人物
刻画得生动立体，突破了个人英雄主义的
窠臼。

与会者一致认为，《钢铁意志》的热
映，提振了工业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士
气。可以看出，只要深入挖掘，讲“好”故
事，“讲”好故事，面对真实问题，辽宁工
业题材影视作品大有可为，这也是一种
文化自信。

从工人形象到工业形象
工业题材创作的新视角

《钢铁意志》中第一枚金属国徽诞生的场景。

《钢铁意志》电影海报。

影片中年轻工人王崇伦（右一）研制出新电机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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