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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电影《浴血困牛山》时，我带着挑
剔和质疑的眼光。然而，幸运的是，这部影
片没有让我失望。影片基于真实的革命历
史事件，在还原历史的同时，进行了文学创
造与艺术加工。总体来看，它是一部兼具
思想性艺术性的电影作品。

一是影片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
结合，有机统一。1934年，国民党集结大
批军队，对红军和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残
酷的军事围剿，妄图彻底摧毁中央苏区。
红六军团奉命接受任务，从湘赣苏区出发，
作为先遣部队，担负起为中央红军战略转
移进行探路的重任。其后，途经江西、广
西、湖南、贵州的20多个县，探明军情，查勘
道路。前后历时 80多天，在贵州共 36天，
在铜仁境内就有22 天。这段时间内，敌方
湘、桂、黔三军步步压迫，三面合击，以截断
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的道路，并企图在
乌江一带全歼之。敌人部署严密，料到红
六军团必经余庆、石阡，于是便把湘、桂两
军主力派到石阡等地，企图将红六军团消
灭在石阡地区。为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红十八师五十二团 800余人在师长龙云和
团长田海清的率领下，担负起掩护红六军
团主力突围的重任，继而与湘黔国民党军
和地方民团发生了悲壮的困牛山战斗。经
过殊死搏斗，敌军使出了至为卑劣的手段，
将当地百姓赶至战场，使得红军无法开枪
射击，在宁死不杀害百姓又宁死不当俘虏
的抉择中，百余红军只好选择集体跳崖，壮
烈牺牲。

影片要演绎的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影
片毕竟与历史不同，它在讲述故事的同时，
还必须注重场景感、画面感，注重塑造人
物，要把场景还原，要展现一幅幅清晰的画
面，要把人物从名字还原为具体的活生生
的人，且要符合人们心目中的样子。这首
先就给编剧出了一道难题。我们清楚，好
的剧本往往是一部好影片的基础。要想拍
出一部好电影，还得先写好一个电影脚
本。要想写好这样以历史事实、历史人物、
历史场景为原型的剧本，且不能过于浮夸，
过于虚构，过于塑造，确实需要用心、用功、
用时。因为它的故事框架大家基本都是熟
悉的，你不能生硬搬出别的事实来，不能把
在别的地方发生的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
移植到这个事件中来。它发挥的空间不
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毕竟
拍电影除了遵循生活的真实外，而可以表
现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即在符合生
活真实、符合人之常情、符合事件逻辑的基
础上，加以适当的虚构、点缀、加工，让它为
完成一个故事服务。对艺术作品进行适当
的设计，是很有必要的，它有时会起到意想
不到的效果。采风得来的素材有的是完整
的，有的是零碎的，收到一起，要把它整理
成一个逻辑上和事理上都说得过去的完整
的故事，不仅如此，还得让这个故事有趣、
有情、有味，有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甚
至教育人的艺术力量。那么，在设计剧本
时，就得做足功夫。整体看来，故事叙述得
比较流畅、自然、圆融，具有抓心力。

电影是一种集画面、台词、音乐、光影
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浴血困牛山》这
部影片的画面感是相当强烈的，不管是表
现战场，还是表现战余生活，都给人以视觉
的冲击力。台词设计也合情合理，走的是
老战争片的路线，但与过去有些电影不同
的是，它尽量避免了一些牵强附会的说教，
尽量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身份，体现人
物应有的智商。如敌方高层指挥官说“共
产党治军还是有一套的”，他们有“严密的
纪律”，“我们”必须要用“挤压法”“分割
法”，要把他们分成“千以下的股”，然后再

“一股一股地吃掉”，“用二十天来耗死他
们”。这样的台词既表现了敌方的凶残和
狡诈，也体现了敌方的战略意图以及排兵
布阵的智商。这样来写就对了，拍电影就
是要有一种客观的立场，避免把正方设计
得既高又大、既好看又善良，还聪明绝顶，
把反方写得既矮又矬、既丑陋又邪恶，还愚
笨至极。将人物“脸谱化”“极端化”是一种
传统的刻画方式。这样的方式放在现在的
电影里，是不太合适的。现在的观众，大多
都有丰富的观影经历，也都有了一定的观
影经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审美能力，他们
对脸谱化的艺术形式是很反感的，认为那
不真实。他们不再迷信编剧导演造剧的神
力，具有了对电影优劣的分析力和辨别力，
甚至具有了参与力和改造力。他们知道哪
里不合事理，哪里不合逻辑，哪里用功不
够，哪里用力过猛，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
应该怎么改。情节上哪里不对劲，哪个画
面处理得不到位，哪里的配乐、音效出现得
太突兀，哪句台词别扭，哪个人物演技太僵
硬，剧组在化妆、道具、光影的使用上不太
用心，等等，他们马上就能看出来，做出评
判的同时，还能说出应该怎样，应该是什
么，怎样做才能更好，可以说他们是以第二
次创作的方式介入电影本身，对电影“评头
论足”。就算不能改变什么，但不能否认他
们的评判对一部影片的命运走向是相当重
要的。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
电影观赏方面更是这样。现在，他们对电

影是很挑剔的，一部电影出来，
是粗制滥造的亏心之作，还是
精雕细琢的良心之作，经他们
一看，立马就能判断出来。其
评判水准，不亚于专业的影评
人士。有时候，影评人说了还
真的不算，得他们说了算。我
不是专业影评人，只是一位普
通观众。以我的观影经验与审
美能力来观这部影片，感觉它
还是可圈可点的。剧本、服妆、
人设、灯光、道具、音乐等都不
错，都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硬
伤”。有“硬伤”的影片看起来
是很难受的，它会缺少代入感，
很难让人走进去。但这部影片
能把观众带入其中，能抓住人心，能让人产
生共鸣、共情，使观众跟着喜、跟着怒，跟着
哭、跟着笑。这部影片运用各种艺术手段
对历史进行了还原与再现，突出表现了伟
大的长征精神，写出了红军勇于战斗、敢于
战斗，勇于牺牲、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二是影片中地方战争史与国家战争史
互相照应，互相印证。注重挖掘铜仁地方
红色因子，对长征精神做了更为具体的阐
释，使长征精神更为生动，更为形象，更为
可感，为当代中国人弘扬红色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了鲜活的蓝
本。地方战争事件如果不注重挖掘和保
存，疏于复述和宣传，就有可能被历史的洪
流淹没，而它们也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甚
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地方战争史一般来
说都与国家战争史紧密相连。作为近代史
中与战争相关的部分，困牛山战斗不容忽
略。随着相关部门的逐渐重视和研究者的
接续参与，更多的历史真相被挖掘，更多的
历史事实被复原，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困牛
山这一地方战争与全国战争的关联性，并
由困牛山战斗进而研究铜仁地区甚至贵州
全省的战争历史，形成系统的整体的战争
观，进而发现地方战争史对国家战争史所
产生的影响。《浴血困牛山》是部很好的表
现地方战争史的影片，由它这个战斗点，带
出了一条战斗线，甚至一个战斗面，影片通
过敌军将士的对话和我军将士的分析带出
了当时的战争形势，由湘桂黔这个面既而
至乌江这条线，最后把战争聚焦于困牛山
这个点。然而，我们又可从这个点出发，进
而着眼全国的革命形势。所以说，影片在
编剧方面是下了大力气的，既要考虑到以
小见大，又不能盲目乐观地“以偏概全”，既
要兼顾地方战争史，又要观照国家战争
史。如何既凸显地方战争史的意义，又不
夸大它的作用，这是编剧有必要考虑的问
题，这关系到历史事实与观影群众的心理
期待。《浴血困牛山》的编剧显然考虑到了
这个问题，与此片一样，同样是在贵州取材
拍摄的电视剧《伟大的转折》，其编剧也很
好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拍摄的效果也很
不错，既还原了历史事实，又考虑到了观众
的心理期待，还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三是影片中正反两条线互相对比，明
暗、主副线索互为交织，两条线互相促进。

正反两条线讲的是国民党官员指挥
“围剿”的这条线与红军将领指挥“反围剿”
的这条线。一方面是敌军的步步紧逼、围
追堵截，一方面是我军的迂回进退、反攻突
围。两条线索进行对比，首先增强了故事
张力，营造出紧张的叙事氛围。大家一边
为敌方的阴谋阳谋感到压抑，一边又为我
方或正确或错误的决策感到揪心。一方面
为见到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敌军蜂拥而来
感到紧张，一方面又为我军对外界讯息掌
握得不够及时、对外界形势估判得不够准
确而分外焦灼。其次更能凸显作品的主
题。敌我双方，无论是战备物资、参战人
数，还是作战力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
种明显的“悬殊感”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但是，我军有着无与伦比的“舍我其谁”的
革命精神，有着可歌可泣的为民情怀。多
与少形成对比，强与弱形成对比，反与正形
成对比，杀民与保民形成对比，穷追猛打与
顽强反抗形成对比，这增强了情节的抓地
力，同时升华了作品的主题。

明暗两条线在该片中可以这样理解，
红六军团主力突围为暗线，由师长龙云和
团长田海清率领的红十八师五十二团 800
余人所进行的掩护为明线。影片设计的是
暗线与明线双向进行，但在情节的推进中
又有所侧重，影片内容偏重于表现红五十
二团的突围掩护战，而重中之重又在于表
现困牛山战斗。这样明暗线互相交织又有
所侧重，更能丰富影片的内容，增强故事的
层次感、立体感和紧张感，同时也能让影片
聚焦于“浴血困牛山”这个主要表现点上，
进一步凸显了作品主题。

本片中的主线与副线可以这样理解，
一条是“部队战争线”，一条是“百姓助战
线”，主线围绕赵一鹏、田海清等人所领导
的正面战争展开，副线围绕滕丹丹、黄素娥
等人所进行的群众助战行动展开。主副两
条线互相交织，互为促进。影片在东江岸
月亮湖之战中，安排赵一鹏与滕丹丹第一
次见面，接下来又顺其自然地安排军民相

逢聚凤寨，让赵一鹏见到了滕寨主、滕延年
等人。其中还穿插了一条分线，那就是赵
一鹏与滕丹丹的爱情线，也就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革命爱情线。这个爱情故事是虚构
的，它表现的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红色浪漫，
同时也体现着一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
这样的设计有其合理性，它的加入使这部
电影的内容更加丰富了，为传统的战争题
材注入了一些人性、人情的因素。这条爱
情线应该算是副线的分线，这条分线的作
用不容小觑，它使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变成可能，同时也起到了串连人物关系、推
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

表现战争的电影，一般都不会自始至
终充斥战争场面，其间一定会有一个“缓
坡”，所谓“文武之道，有张有弛”，电影尤其
讲究一个“张弛度”，一般都会在紧张的战
争之余，安排一些战外的情节和场景，如
《战狼 2》中华侨与非洲工人在工厂里围着
篝火喝酒跳舞的情节，《长津湖》中七连战
士在冰天雪地里啃冻土豆的画面，《金刚
川》中女通讯员辛芹与工兵连班长刘浩道
那句“前线见，刘浩同志”温馨而庄严的场
景，《志愿军》中民众积极捐款捐物参与到
后方支援工作的场景，等等。《浴血困牛山》
这部影片同样也有这样“弛”的情节，如赵
一鹏与滕丹丹在牯藏节上牵手跳舞、黄素
娥与石大富在朱氏药行内吃饭说话、红军
在朱家坝街头夜宿和白天里做饭等，都是
影片的非战争场面，穿插在紧张的战争情
节之间，较好地舒缓了氛围，同时又为下一
阶段的紧张战事蓄了势、积了力、酝酿了情
绪。其中又安排了一些细节，如石大富偷
偷地拿桐油去给红军做饭、黄素娥无意中
发现桐油少了等细节，这些都为后面的情
节发展做了铺垫，相当于传统小说中的“草
灰蛇线”。如果没有这些安排和铺垫，这个
故事很多地方就连接不起来，很多情节就
经不起推敲。当然，在处理这些细节与画
面的时候，影片还是有些瑕疵，存在着“简
单处理”，“勉强添凑”的问题，这里就不做
具体说明了。

四是影片中百姓情感与将士情怀想融
相通，相牵相系。与以往拍摄的革命题材
的影片一样，该片体现着“军民一家”“兵爱
民，民拥兵”的鱼水深情，体现着我军“不拿
百姓一针一线”“不侵民不扰民”的严明纪
律。影片注重要传达的是，为百姓而战、为
百姓而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的“民本”思
想。即以人为本，人民利益至上，把人民的
生命看得比天还高、比地还重。这样，更加
深刻地展现了战争的性质，这是一场正义
的战争，是一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舍
命的战争。

五是影片在结构上注重首尾呼应，注
重现实与历史的穿插映照。电影开头，石
大富带领子孙后代前来困牛山寻找记忆，
并为年轻一代讲述过去的人与事，故事由
此展开，顺理成章。故事讲完，回到现实，
他重回困牛山激战现场，参拜烈士陵园，与
逝去英雄进行隔空对话。他当年是一个小
孩子，而那些英雄也只是一群大孩子。但
他们永远停留在了做孩子的年纪，而受到
他们保护侥幸活下来的他已经成了耄耋老
者，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
革命的故事有人讲述，革命的接力棒有人
接续，革命的精神有人传承，革命的火种不
会熄灭，革命的鲜红记忆永远不会消逝。
影片讲述的是历史上一个英雄的革命群体
英勇赴难的故事，充满着悲剧色彩，然而，
影片又巧妙地用现实图景来映照革命最后
的胜利，饱含着英勇与壮烈，含蓄地表明了
此次战争的意义，以牺牲小我来保全大我，
以牺牲军队来保全百姓，以牺牲部分为代
价进而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整体作战做
出调整和部署，最后取得更大的胜利，直到
解放全中国，实现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翻身
梦想。这样一来，影片的立意就进一步凸
显出来了。困牛山战斗不只是一次战斗那
么简单，它在我党的战争历程中起着很重
要的作用，它是火种，即将形成燎原之势，
在子夜时分，为党的革命事业照亮出路和
希望。

《浴血困牛山》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战争
影片，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是一个
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值得我们观看、欣赏
与回味，因为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一个永
不消逝的红色记忆。

唐竹英

很少有人真正关注
过用铜仁本土方言写作
的作家群，原因不言自
喻，所谓“学院派”文艺
评论家们从来都不曾重
视过他们，而一般读者
和文学爱好者虽然喜
欢，但是少有话语权，基
本上不能够替他们发
声。于是，这些坚持用
本土方言写作的作家们
仿佛成了一群“无家可
归的孩子”，没有归属
感，只能在夹缝中艰难
求生存——唐锦和就
是其中的一位。

我很早就认识唐锦
和，那时他在原县级铜
仁市民政局当局长。后
来调到了地区方志办，
不久被提拔为方志办
副主任。从此，他潜心
地方志的研究，一直干
到退休。因为工作上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他
接触到了大量的铜仁地
区地方志研究的素材，
其中有很多材料修官方
志用不上，这些用剩下
来的“边角料”就成了“食之无味，弃之
可惜”的“鸡肋”。但他独具慧眼地从这
些“鸡肋”里发现了另外的价值和“味
道”——何不将这些资料利用起来，整
理编辑成书出版呢？于是就有了第一
本《铜仁歇后语》（2012年11月中国文
联出版社出版）的出炉。从此就一发而
不可收，截止目前，他已经出版发行了
《铜仁歇后语》系列丛书1-4集，共收录
了流行于铜仁地区9000余条歇后语，充
满了浓郁的地方民间文化色彩。另外
还有《铜仁民间故事》（2018年 6月团结
出版社出版）《铜仁民风民俗》（2021年
12 月团结出版社出版）《铜仁笑话》
（2022年8月线装书局出版）等类书出版
发行。

我们先来看看《铜仁歇后语》系列
丛书。自2012年出版过一个单行本后，
近年来又陆续出版了《铜仁歇后语》（1-
4册），总共收录了铜仁本地流行的歇后
语九千余条。在编篡体例上借鉴了字
书辞典归类方法，按照歇后语第一字笔
画数为序进行排列，在同一笔画数中又
按横、竖、撇、点、折序列排列，查找非常
方便。每个歇后
语后面都有一个
例句，对于意思不
大好懂的歇后语
还附有“解释”，中
间还穿插了一些
典故、故事和笑
话，把对应的歇后
语的产生、流传、
变化等都作了说
明。最妙的是这
些歇后语和典故、
故事、笑话都是采
用铜仁方言来叙
述的，充满了浓郁
的 地 方 文 化 特
色。比如：

脚踩烟锅巴
——差（踩）火。
铜仁方言把踩念
着“差”，“差火”就
是差劲、不得行的
意思。烟锅巴也是方言，即烟头、烟屁股。

拉子叫向盐——向、向、向、向咸
了。“拉子”在铜仁方言里是说话结巴的
人。向盐就是放盐。“向”应该是“相”，
即“相料”“佐料”之意。

想捉个腊埃来下酒——倒着腊埃
咬一口。腊埃，铜仁方言指螃蟹，当然，
这两个字只是拟音，本字应该不是。也
可能是地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倒
着”的“着”音“凿”，是“被”“遭”的意思。

本系列丛书基本上都用方言记录，
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除了九千余条铜仁歇后语的收集
与整理外，唐锦和还用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来整理铜仁民间故事。我最早读
到他的民间故事是二十年前发表在《黔
东作家》上的《见官大三级》，题材属于
幽默与讽刺的民间小故事，有点类似中
学课本里的《连升三级》。那时，他还在
碧江区（原县级铜仁市）民政局工作。
不久就调到市里（原铜仁地区）去了，他
在铜仁地方志办公室任副主任，在下乡
收集有关历史资料的同时搜集了大量
的民间故事素材。他整理创作的民间
故事，无论是取材，还是语言风格，以及
叙事的方式，都保持原汁原味的铜仁地
方特色，充满了乡土气息，字里行间仿
佛能闻到田里秧苗和猪牛圈里散发出
来的气味。我采访他，“你这些故事是
有生活素材的呢？还是自己编的？”他
拍着胸脯对我说，“全是听人摆的，没有
一个是自己乱编的。”我的脑海里顿时
浮现出历史上那个叫蒲松龄的文学家，
在自家门前摆放桌椅板凳请过往行人
喝茶聊天讲故事的场景。他说：“《铜仁
民间故事》全部是我从小到大听来的，
也有很多是我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
人物和故事。”他于是给我讲了他正在
写的一个故事，本来写了两千多字，结
果主人公的命运太悲惨，他不忍心写下

去，竟然在电脑上把写
好的文稿删掉了。想不
到表面上看似豪放洒脱的
他，内心也有这么柔软的
一面。

继2018年6月编著
出版了《铜仁民间故事》
后，他孜孜以求，笔耕不
辍，于 2021年又出版了
《铜仁民风民俗》（团结
出版社出版），全书 20
多万字、近 300幅图片，
包括“婚姻家庭”“农耕
习俗”“生活习俗”“匠人
匠作”“传统节日”“称呼
礼仪”“健身游戏”“丧葬
习俗”“民间信仰”九个
部分。该书是他经过三
年多的时间，调查、走访
了数十人，一点一滴搜
集、整理、编写出来的。
打开书页，一股新鲜的
田野之风扑面而来，一
页一页都是生动丰富的
生活画卷，对于铜仁本
地读者，有一种熟悉和
亲切的感觉。对于外地
读者，也会被书中所描
绘的绮丽的少数民族地

区的民风民俗所吸引。这种用方言记
录的鲜活的生活“样本”，不仅给读者带
来阅读的快乐，也有赓续历史文脉、讲
好铜仁故事，起到地方正风俗、乐教化
的功用。对于官修的正史起到了“查缺
补漏”的作用。既可以当作有趣的文字
让普通读者来欣赏、阅读，又可以当作
地方文史资料供专家查阅、考证。确实
是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的。

《铜仁笑话》（线装书局出版）是最
近才出版的。正如作者在“前言”里所
说的“铜仁地区生活着汉、苗、侗、土家、
仡佬等32个民族，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
活、斗争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笑话。
铜仁地区笑话在传承过程中，经过千人
万口的修改、补充，其讽刺性、娱乐性和
趣味性不断提高。”“铜仁笑话有一定的
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教育价值和娱乐
价值。”该书共收录笑话 700多个，分人
物笑话、人与动物笑话、动物笑话三大
类，每类按汉语拼音音节表的顺序排
列，便于读者查阅。这同样是采用铜仁
方言写成的一本书。下面，我着重来谈
谈他用方言写作的一些特色。

铜仁地区的
方言属于北方方
言 区 的 西 南 官
话。从地理上来
看，古代地处东楚
北蜀，如今是湘黔
渝交汇之地。在
民族构成上，铜仁
原为苗族聚居区，
境内汉民大多是
明清时期从江西
迁移来的，加上原
先还有侗、土家、
仡佬等其他少数
民族。各民族经
过长期的文化交
流与发展，早已融
为一体，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不
分彼此，语言亦复
如是。由于作者
出生在碧江区灯

塔社区，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以东部漾头
话为代表，分布于漾头、瓦屋、瓮慢、白
水、滑石一带，属于含湘赣方言成分较
多的西南官话。因此，他采用的大多是
铜仁东部片区的方言。

比如，啷，铜仁方言中读上声
“lang”，意为“这，什么，哪样”，可与“个”
组成“啷个”或“啷个啷个写”。又如，可
可哉，方言意为很少。像“啷可可哉”就
是“这么一点点”之意……凡此种种，不
胜枚举。作为铜仁本地人一读便知其
义，乡音不改，乡愁倍增。

当然，书中很多方言在文字书写上
不够规范，这是因为作者只注重发音而
没有仔细推敲语言文字的源流变化所
造成的。比如，书中“嘎婆”这个词在铜
仁方言中指“外婆”，但其实应该写作

“家婆”才对，因为铜仁人觉得“外婆”的
称呼太生疏、见外了，故以“家婆”称呼
显得更加亲切，而“家”在方言中有读作

“嘎”音的。另外，作者为了拟音，还生
造了一些字，比如用“掌”跟“力”字合在
一起造了一个字来表示揉搓面粉的

“Yua”（读音上声）字，我认为是不严谨
的。类似的生造字还有，今后如能避
免，最好。

作为坚持用方言写作的作家，唐锦
和能够在退休以后投入这么多的热情、
精力和时间来搜集、整理、编写、出版铜
仁地区民间文化的丛书，难能可贵。这
些书籍的出版发行，对内可以保护、传
承和发展地方文脉，对外可以宣传本地
民风民俗，讲好铜仁故事，提高知名度，
促进文化旅游发展。总之，对于像唐锦
和这样的本土方言作家，理应走进新时
代大众的视野，成为我们了解本乡本土
民风民俗的“辞书字典”。从而更加激
发我们热爱家乡，守望故土，赓续文
脉，留住乡愁。这也是我写作本文的
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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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浴血困牛山困牛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