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海老兵》是高希希导演的26集军旅题材电

视连续剧，2018年3月12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

档首播。该剧以独特的影像语言讲述新中国第一

代援疆战士数十年如一日建设新疆的故事，展现

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援疆历史，刻画了性格鲜明的

人物形象，表达了对援疆历史的缅怀，对援疆英雄

的礼赞。深刻的主题和精湛的艺术，为该剧赢得

广泛好评。

一、展现波澜壮阔的援疆历史

建国初年开始的老兵援疆是真实的历史事

件。近年来，这段历史受到电视剧创作界的关注，

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作品，如《戈壁母亲》《花儿

与远方》《兵团往事》《八千湘女上天山》等。这些电

视剧从援疆女兵的角度展现这段历史，为观众揭开

援疆兵团神秘的面纱，使“兵团精神”得以发扬光

大。从这一点来看，《沙海老兵》与其他援疆题材电

视剧的主旨是一致的。不过，与上述作品相比，《沙

海老兵》述史更完整，气魄更宏大，它全景式地表现

了第一代兵团人扎根新疆的过程，将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表现得富有传奇色彩。

《沙海老兵》的第1集至第4集主要讲述英雄团

进入新疆的经过，这是援疆前史。这4集聚焦“十五

天徒步穿越死亡之海”、“神兵天降歼灭国民党残留

部队”这两个堪称奇迹的事件，将英雄团的英勇无

畏展露无遗，为援疆行动奏响了雄壮的序曲。

第5集到第18集集中讲述英雄团援疆第一年

的故事，修渠、垦荒、种地、建房、婚恋是其中的主要

情节。与前4集紧张的剧情相比，这部分叙事节奏

舒缓，情调也由悲壮变为欢乐。修渠是建设新疆行

动中的第一个任务，该剧首先以一组镜头展现热火

朝天的劳动场面，接着插入郭背锅等人“算计”栗峰

的吉普车的趣事，不久镜头又转回修渠工地，通过

对张远发、姚大勇言行的特写，表现战士们的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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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最后以老兵们观看慰问团的表演作结。这段

情节结构紧凑，风格明快，充分展示了老兵们的工

作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垦荒、种地、建房等

事件则分散在各集，层层渲染老兵们筚路蓝缕而又

异彩纷呈的创业过程。

《沙海老兵》用了大量篇幅表现老兵们的婚恋

生活。从第6集起，援疆女兵加入英雄团，女兵的到

来给热闹又单调的劳动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英

雄团的战士和女兵们共同训练、共同劳动，他们的

爱情也悄然萌发，茁壮生长。该剧重点讲述了刘德

寿和枣花、姚大勇和马云芳、郭学成和李瑛、栗峰和

文清、嘎子和曼丽这几对爱人相知相恋的故事，每

段故事都曲折有致，富有情趣。栗峰和文清的恋爱

过程让人忍俊不禁。栗峰先是乱点鸳鸯谱，想要撮

合文清和盛成福，在撮合不成后，经政委林善海提

醒，才知道文清喜欢的是自己。栗峰其实也喜欢文

清，只是不好意思承认，直到被师长“逼迫”，惊觉要

失去文清时才下定决心追求她，在通过了文清的考

验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又如郭学成和李瑛。郭学

成最初喜欢的是左小湘，为了赢得左小湘的爱，他

又是送牛肉，又是与“情敌”张远发进行劳动比赛。

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左小湘并没有被他打

动。就在他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沮丧时，他偶遇李

瑛，一番聊天后，他发现和这个姑娘十分投缘，李瑛

也爱慕这位“土八路”，两人很快就喜结连理。剧中

的爱情故事与援疆故事水乳交融，战士们因援疆事

业结成伴侣，援疆事业也因爱情的滋润而充满浪漫

情调。

《沙海老兵》讲述的不仅是援疆故事，更是爱与

奉献的故事。最后8集重点表现老兵们对新疆的深

厚感情。在三十多年的岁月里，老兵们立足沙海，

为新疆的建设贡献出全部力量，新疆成为他们无法

割舍的第二故乡，就像栗峰说的，“这是我的家，是

我的根，不管我去哪，走到什么地方，我家不能丢，

根不能丢”（第24集）。在这几十年中，无论时代怎

么变迁，无论遇到什么风浪，老兵们都不改援疆初

心。老团长栗峰、老政委林善海曾经被调往条件更

好的地方，他们放心不下和田，后来又找了机会调

回来。70年代末，嘎子和曼丽夫妇本可以按政策回

上海生活，但是嘎子说，他的根已经扎在这里，他无

论如何也不会离开。曼丽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也

留了下来，和嘎子一起建设新疆。怀着对新疆的深

情，老兵们将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上，活

着——他们默默奉献，死了——他们就长眠在胡杨

林里，守护着这片土地。

在该剧的结尾，老兵们都垂垂老矣，两鬓苍苍

的他们激动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庄严的国庆阅兵

仪式，之后来到那片埋葬着战友的胡杨林，和他们

一道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分享作为共和国儿女的

喜悦和自豪，诉说这一生的无愧无悔。在他们身

边，清澈的渠水缓缓流淌，传扬着老兵们铸剑为犁

的光辉业绩，高大的胡杨树静立不动，见证着沙海

变绿洲的神奇变化。

二、塑造勇敢真诚的英雄形象

正如美国学者哈尔·西梅尔斯汀所指出的，英

雄是电视情节剧的核心。高希希是一位有着英雄

情结的导演，他的军旅题材剧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

的英雄形象，如《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马上天

下》中的陈秋石等。《沙海老兵》也不例外。在援疆

历史的框架内，该剧着力刻画了一群活跃在沙海深

处的老兵。这些老兵有着异于常人的果敢坚毅，有

着战天斗地的浪漫激情，有着感人至深的真诚善

良，正是他们，使沙海的故事成为传奇。

《沙海老兵》以对英雄的礼赞开场。第1集开头

有一段画外音，是由子辈转述的英雄团老兵的话

语：“父亲说，他是一名老兵。为了人民的解放事

业，无数的人民子弟兵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勇往直

前。那些难忘的往事已融进了他的血液，那些往事

也成为了他的精神魂。”这样的开头为全剧的英雄

叙事奠定了基调。接下来，发生在嘉峪关的一场激

烈的遭遇战，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英雄团战士“不

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本色。随着剧情的展开，

一个个鲜活的英雄进入观众的视野。

团长栗峰是《沙海老兵》的主人公，是该剧着力

刻画的英雄人物。作为部队的高级将领，栗峰充分

展现了领导者的能力、魄力和仁心。他忠诚于党和

人民的事业，永远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先。

栗峰有着过人的军事才华和胆识，他带领英雄团打

了无数个胜仗。在英雄团转为生产建设部队后，他

又带着全团战士扎根和田，开展生产，将沙漠变成

良田。栗峰对和田充满感情，不管身在何方，他都

将和田当成自己的家。文革开始后，新疆的建设事

业一度出现停滞，忧心忡忡的栗峰毅然放弃北京的

工作，以高职低配的方式回到和田，继续领导生

产。栗峰像兄长一样对待全团战士，无微不至地关

心他们。为了留住女兵，他让战士用最好的骡马驾

车去迎接进疆女兵，把最好的房子让给女兵住。在

女兵们安顿下来之后，他又想方设法给团里的“老

大难”创造谈恋爱的机会，最终促成了老兵们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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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姻缘。刘德寿在进疆前当了逃兵，栗峰没有派人

去追赶他，给他留下改过立功的机会，不久刘德寿

果然主动归队。后来，刘德寿为了保护粮种献出了

生命，栗峰在痛惜之余，将刘德寿的女儿星星接到

家中抚养。工作调动时，他将星星带在身边，将儿

子亮亮留在和田，要求亮亮照顾星星的母亲枣花和

继父张远发。

栗峰作为领导表现得几近完美，却并非模式

化的人物。他的性格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他性

子急，被政委林善海戏称为“孙猴子”；他喜欢和兄

弟团“抢任务”，一旦抢到就显得特别得意；他性格

爽朗又风趣，在面对喜欢的女孩时却扭捏得厉害，

直到被战友们架到女兵们的屋子外面，才鼓起勇

气向文清表白。这位智勇双全、大公无私、亲切友

善的团长赢得了全团战士的敬爱，他也以自己的

人格魅力，将英雄团凝聚成一个团结、奋进的集

体。

除了栗峰，其他老兵的形象也塑造得鲜明生

动。连长张远发是一位英勇顽强、有情有义的英

雄。他成熟稳重，有勇有谋，在解放和田一役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他带领先遣队到了和田城外，为了

争取时间，他命令战士在骆驼的尾巴上绑上柳枝，

驱赶着它们绕城跑，以此来迷惑敌人。在战斗中，

他为了保护栗峰受了重伤，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

下，忍着剧痛完成左臂截肢手术。在建设和田时，

他没有因为少了一只胳膊而自伤自怜，而是凭着苦

干成为劳动模范。在感情生活方面，他内敛而深

情，对于因救他而成为植物人的枣花十分感激，他

把丧偶的枣花接回家悉心照顾，给她擦洗、按摩，陪

她说话、唱歌，终于在数年后将她唤醒。枣花醒来

后，张远发决定与她结婚。在婚礼前夕，枣花不幸

去世，张远发却坚持完成婚礼，希望借此给逝去的

枣花一点安慰。刘德寿本性淳朴，他在部队里负责

养骡马，对这些牲口十分尽心。他一开始不想进新

疆，为此当了逃兵，后来在爱人枣花的劝说下重返

部队，从此一心一意留在和田，利用自己的养马技

术为建设边疆作贡献。首长和战友们原谅了他的

错误，他却始终将教训记在心间，时时以此来警醒

自己。后来，为了抢救被大漠狂风卷走的种子，刘

德寿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沙海，彰显了英雄本色。

此外，循循善诱的林善海、言语诙谐的郭学成、性格

憨直的姚大勇，以及那些成为“戈壁母亲”的女兵

们，其英雄事迹同样令人敬仰。这些平凡而又伟大

的老兵用生命谱写了一部援疆传奇，以实际行动深

刻地诠释了“英雄”的含义。

三、援疆故事的影像表达

电视剧是一门独特的叙事艺术，它以摄影机为

中心，通过影像语言来讲述故事。该剧中，导演高

希希运用独特的画面、色彩、声音等影像语言，将老

兵援疆的传奇故事讲述得荡气回肠。

画面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是电视剧最常用

的表达手段。该剧注意运用画面的构图和运动来

叙述事件，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品质。在

“胡杨林埋葬战友”的情节中（第4集），该剧首先以

远景镜头呈现坟墓的画面。简易的坟包、木制的墓

碑、墓碑前的花环占据了画面的中心，其后景是一

片胡杨林，绿色的胡杨林烘托出牺牲者的伟大与崇

高。随着镜头的推摇，坟墓前肃立的战士逐渐显

露。政委站在最前方，后面战士们站成几排，构成

了整齐又富有变化的造型。此后，镜头在战士、墓

碑、胡杨林之间几次切换，景别也在全景、近景、特

写之间不断转换，构成了一组极具暗示性的画面。

这些画面既交待了生者与死者、人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又彰显了死难战士的献身精神，营造了庄严肃

穆的氛围，收到极好的表意效果。

色彩是电视剧叙事和抒情的常用手段，马克思

曾指出，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

式。《沙海老兵》在色彩运用上非常用心。仍以“胡

杨林埋葬战友”情节为例。在这组由多个镜头表现

的画面中，主色调是土黄色——土黄色的坟墓，土

黄色的墓碑，土黄色的军装，深浅不一的土黄色共

同构成了深沉、凝重的基调，与战士们沉痛悼念死

难烈士的心情十分契合。不过，由于光线十分明

亮，这些颜色沉重却不阴暗，不仅传达了对死者的

悼念，也隐喻了生命的顽强和精神的厚重。在土黄

色的基调中，还有其他几种鲜亮的颜色：花环上嫩

黄和洁白的花朵、墓碑上红色的字、墓地周围绿色

的胡杨林。这些颜色各有其象征意义：嫩黄和洁白

象征了生命的纯洁，红色象征了生命的珍贵，绿色

象征了生命的延续。这些颜色既与土黄色构成对

比，又使这种沉重的颜色得到调和，它们共同构成

内涵丰富的视觉符号，表征着逝者的壮烈和不朽、

生者的决心与勇气。

美国学者波布克曾论述声音在电影艺术中的

重要作用：“为了阐明音响作为电影的一个主要元

素的重要性，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之一是看一部去掉

了声带的影片中的一个场面。一旦没有了声音，无

论画面拍得多好，剪辑得多好，仍然不再有真实感，

因而也失去了感染力。影片的速度也好像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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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结果常常是看到一系列照片。”[1]声音在电视中

的意义同样如此。声音填补了电视剧画面的空隙，

使镜头的内涵变得深刻而完整。《沙海老兵》将声音

元素运用得恰到好处，常常通过人声、环境音响和

音乐来表现人物，推进剧情。在“刘德寿沙漠护种

牺牲”的情节中（第17集），声音的运用就十分出

色。这部分情节以一个表现漫漫黄沙的远景镜头

开始，同期响起清脆的驼铃声，接着，刘德寿和战友

们出现在镜头中，他们一边行走一边谈笑，驼铃声、

说话声、脚步声构成和谐的混合音响，传达出老兵

们完成任务顺利归来的轻松心情。很快，这份轻松

就被呼啸而来的风声打破，刘德寿知道这是沙尘暴

来了，他迅速地向大家发布命令，发现装种子的口

袋被风卷走后，他孤身在风沙中寻找。陡然拔高的

呼喊和应答、发电报的滴滴声、杂乱的脚步声、短促

的惊呼声、重物倒地的声音、越来越猛烈的风声，加

上节奏急促的背景音乐，将沙尘暴的危险渲染得惊

心动魄，将刘德寿的英雄形象衬托得愈发鲜明。在

刘德寿牺牲前夕，沉缓悲壮的背景音乐响起，仿佛

天地都在向这位英勇护种的战士致敬。这段背景

音乐没有随着护种情节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延续到

“枣花生孩子”这个场景中，巧妙地将父的死亡与子

的新生组接在一起，使镜头和画面变得格外耐人寻

味。在该剧的其他部分，声音的运用也可圈可点，

独特的声音艺术极大地丰富了该剧的表现力。

“在一部电视剧中，线条、景别、色彩、造型、背景

音乐等元素的组合方才构就一个完整的影像系统，给

予观者最为直接的视觉、听觉冲击”。[2]《沙海老兵》通

过蒙太奇的手法将各种影像语言组合在一起，构成完

整而独特的影像系统，生动地呈现援疆故事和英雄人

物，使观众获得情感熏陶和思想启迪。

四、结语

高希希指出，《沙海老兵》“是一部关于青春、关

乎理想的作品，‘为了一种信念默默坚守，是一种

高昂的理想主义，是一种不能被遗忘的精神品

质’”。[3]的确，《沙海老兵》无论是对援疆历史的追

寻，还是对英雄人物的刻画，都洋溢着一种理想主

义激情，都传扬着奉献、忠诚、勇敢、仁义等美好品

质。这样的主题，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现

实的呼应。今天，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

关键时期，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代，一个呼唤英

雄的时代，《沙海老兵》通过对援疆英雄历史传奇的

影像表达，发挥了“价值引导、精神反思和信仰塑造

的重要功能”[4]，完成了主流价值建构，这正是其思

想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 李·R·波布克.电影的元素[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91-92.

[2] 王大蔚.关于电视艺术影像语言的思考[J].视听，2015(10)：50-51.

[3] 导演高希希和你聊聊《沙海老兵》[EB/OL].(2018-03-23).http://www.btzx.com.cn/2018/03/23/arti1521808648618197.shtml.

[4] 卢衍鹏.英雄叙事的伦理表达——论电视剧《国门英雄》的叙事策略[J].电视研究，2012(4):62-64.

··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