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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十字路口的徘徊与觉醒
□孙瑞荣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
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在
《人生》开篇的这句引言，如同一把锐利的手
术刀，精准地剖析出人生关键时刻抉择的重要
性，也为全书奠定了深沉而凝重的基调。
  这部发表于1982年的小说，以细腻入微的
笔触，描绘了主人公高加林跌宕起伏的人生经
历，将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爱情与面包的
艰难取舍、个人奋斗与时代浪潮的复杂纠葛，
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引发了人们对人
生意义的深度思索。
  作为知识青年，高加林一心渴望摆脱黄土
地的束缚，去更广阔的天地追逐梦想。高加林
的悲剧始于身份认同的撕裂：他无法像父辈般
安于土地的馈赠，却又无力挣脱户籍制度的桎
梏。当民办教师身份被剥夺时，他跪在土地上
痛哭，那是理想主义者第一次被现实击碎的哀
鸣；而当通过“走后门”进入县城后，他在新
闻稿里堆砌的华丽辞藻，与巧珍送给他的蒸馍

形成刺眼对比，暴露出精神世界与物质根基的
断裂。这种矛盾性，在他与黄亚萍的爱情中达
到顶点——— 当知识分子的精神共鸣遭遇城市户
口的现实诱惑，道德与欲望的博弈最终让他失
去了灵魂的锚点。
  高加林的每一次人生转折，看似充满偶
然，实则是时代环境与个人性格交织的必然结
果。从他的经历中，能深切感受到理想与现实
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高加林对理想的执
着追求值得称赞，可现实却如同一堵冰冷坚硬
的高墙，无情地阻挡着他前行的脚步。他试图
通过知识和奋斗改变命运，却在时代的大环境
下屡屡受挫。即使他凭借偶然的机遇进入县
城，也始终无法摆脱“外来者”的身份烙印，
内心充满了不安与焦虑。
  在叙事结构上，路遥巧妙地运用“循环往
复”的命运轨迹强化悲剧色彩。高加林两次在
城乡间大起大落，恰似古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
斯推石上山的现代演绎，暗示着个体在时代洪

流前的渺小与无力。而穿插其中的自然意
象——— 如暴雨中的泥泞道路、烈日下龟裂的
土地，不仅渲染出苍凉的氛围，更象征着人
物在命运面前的迷茫与挣扎。这种将个体命
运与自然环境深度融合的写法，使小说超越
了简单的故事讲述，升华为一部关于生存本
质的哲学寓言。
  路遥用饱蘸血泪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
一份珍贵的时代切片。《人生》的魅力，不
仅在于它精准捕捉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图
景，更在于它揭示了人性中永恒的矛盾与挣
扎。当我们在城市的钢铁森林中迷失方向
时，不妨重读这部作品，在高加林与巧珍的
故事里，找到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对生命本真
的敬畏。

  电影《战歌行》继承了《闪闪的红星》
《鸡毛信》《烽火少年》《啊，摇篮》等儿童
故事影片的爱国主义内核，也赋予了理想信念
教育、儿童成长教育和民族精神重塑的深刻内
涵，以当代电影的时尚表现手法，犹如一股暖
润的六月的风，为少年儿童观众留下一道灿烂
的风景。
  《战歌行》改编自小说《六月的风》，取
材于1937年到1942年间，胶东抗日孩子剧团的
故事，与以往的站岗放哨、送情报的少年英雄
相比，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电影群体形象的
塑造和故事时空的转换，人物鲜明，故事感
人，情节跌宕起伏。
  故事的少年角色形象丰满。主角李一铭的
家乡被占领，哥哥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一直梦
想上前线杀敌；小画家在孤儿院长大，孤儿院
被炸后，剧团成了他的家，他有天赋，善于想
象，他的画就是他抗日的武器；百灵经历了爸
爸牺牲的打击，在战争中快速变得坚韧、成
熟；小眼镜身材矮小瘦弱，但意志坚定，宁死
不屈；小胖张仗义憨厚，成熟勇敢……他们过
早地体验了战争的残酷，承担了救亡的使命，
他们用歌声、舞蹈、绘画、标语、口号唤醒民
众，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为抗战鼓与
呼，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他们可歌
可泣的一页。
  几十年过去，硝烟已散，一代又一代孩子
幸福快乐地生活在和平、温暖的阳光下，那些

血雨腥风的故事被渐渐淡忘。但是，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风华，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虽然时光走过
了80多年，电影小主人公所
表现出的不畏艰难、敢于
斗争、忠诚团结的优秀
品 质 ， 却 永 远 没 有
贬值。
  成年人的角色塑
造，深层次地反映了
当时的社会生态和全
民抗战的艰难。贺团
长是一位文武双全
的英雄形象，是孩
子剧团的灵魂。她
像母亲，关心着每

一个孩子的思想和生活；她像老师，循循善
诱，教育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她是宣传
员，苦口婆心，克服困难，教育群众，发动
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日战争；她是战士，英
勇无畏，直至壮烈牺牲。
  指导员严正华爱憎分明，敢于担当，作
为剧团里的“大男人”，他更像一名护卫，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像老鹰一样保护着剧团
的老人、孩子。
  “老烟锅”是一位有手艺、有智慧、有
爱心、达观、执拗的老者，为救孩子引开鬼
子，与孩子们合力勒死鬼子的行动，令人起
敬。老村长既有爱国之心，又顾虑重重……
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国农民的传统美
德，他们是抗战胜利可依赖的雄厚的群众
基础。
  从孩子剧团没有观众的演出，到得不到
村民的理解支持，被迫离开隅村转往掖县，
最后回到隅村，故事层层推进至高潮，隅村
被鬼子屠戮，老八爷孤独的身影、绝望的忏
悔，让电影的主题自然流出：妥协、忍让感
动不了侵略者，必须团结一致起来抗争，才
能保护生命，求得和平。
  《战歌行》作为战争题材的影片，自然
要展示战争的残酷性。但作为一部儿童教育
影片，在展示主题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干
净”“美感”，以呵护儿童稚嫩的心灵。电
影用“蒙太奇”的手法，展现李一铭回忆中
的鬼子屠杀场景，降低了对小观众的感观刺
激度；用小画家的画，展示那一代儿童对未
来幸福生活的向往，而他的梦想，在今天的
儿童看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松花
江上》《黄河大合唱》两首歌曲的选择，非
常契合日军铁蹄下“命运”与“抗争”的两
大主题，尤其以小画家用泥巴绘制的黄河为
背景，使《黄河大合唱》的演唱更为震撼，
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
  最难忘，影片结束时孩子们自由奔放的
笑脸，那是劫后余生的感慨，那是胜利的欢
乐，那是对未来的憧憬，那是历尽苦难后的
成熟和从容，一张张笑脸，竟让我想起了毛
阿敏演唱的《同一首歌》：“甜蜜的梦啊谁
都 不 会 错 过 ， 终 于 迎 来 今 天 这 欢 聚 时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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