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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扶贫攻坚的模范人物，黄诗燕就是其中的典型和

代表，将其优秀事迹改编成主旋律电影，既能凸显典型人物的榜样作用，又能向世界展现脱贫攻坚的

中国经验。黄诗燕事迹的电影改编，其主题表达，要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核心，在展示其感人的扶贫事

迹同时，向世界传播中国扶贫经验；其人物塑造，要以还原真实、塑造典型为原则，彰显黄诗燕的榜

样形象；其剧情设置，应突破传统主旋律电影模式化的叙事手段，以点带面，虚实共构；其影像画面，

应利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在地性的空间变化和符号化的典型意象，向世界输出中国影像。如此，电

影改编才能产生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和观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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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ilm Adaptation Strategy of the Deeds of the Typical Character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 Case Study on Huang Sh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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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ation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 large number of model figures have 
emerged. Huang Shiyan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se people. Adapting his excellent deeds into a main 
melody film can not only highlight typical figures, but also show China’s experie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e 
world. The film adaptation of Huang Shiyan’s deeds should mainly focus on telling a good Chinese story, show 
his touching dee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pread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experience to the world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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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年，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国家完成了消除绝

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涌现出

了一大批扶贫攻坚的模范人物。他们奋战在扶贫

一线，为了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付出了自己的青

春，更有甚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电影《秀

美人生》便是改编自牺牲在扶贫一线的扶贫干部

黄文秀的真实事迹。像黄文秀一样用生命谱写扶

贫乐章的扶贫干部不是个案。比如，原湖南省株

洲市政协副主席、中共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生前

也像黄文秀一样，扎根基层一线，九年如一日奋

战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2019 年 11 月，黄诗燕

因病殉职，倒在了脱贫攻坚一线的战场上，用生

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

好，而且要讲得好。”近年来，以扶贫为主题创

作的影视作品呈现“井喷”态势，一大批反映国

家精准扶贫政策和扶贫人物事迹的电影作品进入

人们的视野，但在扶贫题材电影创作数量上升的

同时，许多影片质量却不如人意，叙述方式模式化、

人物形象单薄、市场接受度低等问题成为这些影

片普遍存在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扶贫电影像

《十八洞村》《秀美人生》《南哥》等，在内容、

题材和视听表现等方面紧跟时代潮流，在弘扬国

家主旋律的同时又能兼顾电影的艺术表现，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黄诗燕作为当下脱贫攻坚伟

大征程中的典型人物，在许多新闻报道和宣传视

频中成为了社会关注学习的焦点，其中大型史诗

歌舞剧《大地颂歌》就从扶贫家属的视角追忆了

黄诗燕的扶贫事迹。深入挖掘扶贫楷模黄诗燕的

真实事迹，将其改编为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主

旋律电影，不仅可以发挥脱贫攻坚主题电影的榜

样作用，更能够利用黄诗燕的英雄事迹来讲好中

国扶贫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国扶贫力量。基于此，

本文将以黄诗燕为例，从主题表达、人物塑造、

剧情设置以及影像叙事等四个方面，探讨扶贫典

型人物的电影改编策略。

一、讲好中国故事：扶贫典型人物电影

改编的主题表达策略

（一）扶贫典范人物的事迹缅怀与精神歌颂

2019 年 11 月 29 日，扎根革命老区炎陵县的

县委书记黄诗燕因多日带病坚持工作，不幸因公

殉职。他的猝然离世，引发了数万人的自发悼念。

2020 年清明节，炎陵县百姓带着无限眷恋，来到

黄诗燕墓前，深情追忆这位扶贫书记。2020 年 11
月 18 日，中宣部发布黄诗燕先进事迹，中共中央

先后追授他“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道德模范”等光荣称号。黄诗燕带领村民易地

搬迁、发展特色农业，让炎陵县成为了湖南省首

批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他以自己的行

动，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扶贫电影改编的首要任务便

是要表达出对扶贫典型所做贡献的深切缅怀与歌

颂。利用影视化的媒介传播路径，将黄诗燕扶贫

事迹留存在银幕之上，成为开展党史教育和社会

教育的生动教材，一方面能够树立其榜样作用，

持续调动脱贫扶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黄诗燕

的光辉事迹完美诠释了时代精神和社会主流价值

观的突出要义，对其精神的歌颂也是对中国特色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认同和讴歌。

（二）伟大时代变革的集体记忆与影像见证

“精准扶贫是时代之创举，而精准扶贫题材电

影作品则是秉承了中国电影之现实主义传统，讲

same time; The characteriz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elling the truth and shaping the model, so as 
to highlight the image of Huang Shiyan as an example; the setting of its plot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narrative 
means of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ist film, take an individual to represent a group of people, and construct both 
virtual and real acts; as to the picture, realistic techniques should be used to introduce Chinese images to the world 
through in-site spatial changes and symbolic typical images. In this way, film adaptation can realize its social 
value and film viewing effect.
Keyword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uang Shiyan; film adaptation strategy; Chinese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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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国扶贫故事、传递中国扶贫精神的一类现实

题材作品。”[1]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是这个时代的

一场伟大社会变革。从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

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到 2020 年底脱贫攻坚决胜之年，8 年的艰辛历程

收获了扶贫事业的丰硕成果，也诞生了一大批“精

准扶贫”题材的影视作品。无论是《山海情》《最

美的乡村》，还是《十八洞村》《我和我的家乡》，

这些影视作品都见证了扶贫道路上每一个感人至

深的瞬间，全方面多维度展现了扶贫工作的开展

以及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历程。其在描摹社

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树立起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的民族意识，成为日后我们索引新时代伟大历史

变革的重要艺术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

十大开幕式上提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

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

象。”[2] 优秀的影视作品是反映时代的号角，新

时代需要新的影视作品。黄诗燕的事迹虽然只是

时代发展变革之下一个普通扶贫干部的事迹，但

却构成了一个时代社会历史的缩影。将黄诗燕故

事搬上银幕，既是对其个人事迹的缅怀与歌颂，

也能够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见证时代变革，完成

对扶贫楷模的精神画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征程中，观众能通过黄诗燕的故事触碰

到时代脉搏，得到精神滋养。这种电影在唤醒人

们情感共鸣与国族认同的同时，也使其成为一代

人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

（三）中国扶贫政策与中国扶贫经验的传播

贫困问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消除贫困是人类

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贫困问题严重阻碍着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展开了人类历史上规

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贫困治理，

经过不懈努力，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

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综观持续 8 年的脱贫攻

坚斗争，贫困问题解决的背后，离不开国家政策

的正确引领和广大扶贫干部与农民的团结配合。

在以扶贫典型人物为蓝本改编的电影主题表达中，

最关键的一点便是以个体叙事映射时代变革，通

过扶贫电影叙事中扶贫难点痛点的攻克，来体现

国家扶贫政策在地方上的落实状况，以形象化的

注解来阐释国家的相关政策，在潜移默化中完成

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同时，这类电影也要避免

陷入政治说教的窠臼，要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讲好

精准扶贫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中国要为全球

贫困治理‘提出中国方案’‘分享减贫经验’‘贡

献中国智慧’，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3] 中国共产党为扶贫所

付出的努力，让中国人民摆脱了绝对贫困，提前

10 年实现了联合国提出的脱贫目标，这种成就是

许多国家无法做到的。现实世界中，所有国家的

贫困背景都大同小异：粮食短缺、住房条件差、

医疗设施落后等等，中国扶贫经验对其他国家不

无借鉴意义。黄诗燕在炎陵扶贫的成功经验，完

美诠释了何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扶贫治理方

略。其事迹的电影化改编具有突出的榜样价值——

在彰显中国大国形象同时，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

有益参考。

二、塑造典型人物：扶贫典型人物电影

改编的人物塑造策略

（一）在人物日常生活中提炼具有审美价值的

艺术形象

“艺术真实首先来源于生活真实，同时在此

基础上要进行相应的提炼、艺术加工和艺术转换，

达到从现实生活中挖掘人物、事件的社会价值以

及展现相应的艺术价值。”[4] 目前，对黄诗燕事迹

进行记录的大部分是新闻报道以及后来的人物学

习宣传短片，这些宣传媒介记录黄诗燕事迹的手

法是通俗易懂的新闻报道。如何将新闻人物转变

为银幕形象，需要影视创作者不拘泥于新闻报道

的素材，将新闻报道中呈现的真实案例进行恰当

的加工和打磨，采用场景复现和实地取材式的改

编手法，将黄诗燕的事迹呈现于银幕之上。电影

《十八洞村》为了达到艺术真实的效果，除了将

极具人物特征的生活细节保留外，还将电影中原

型人物使用过的真实物品搬到电影中来当做道具。

这样一来，影片中的许多人物和物品便被赋予了

特殊含义，完成了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转换。

黄诗燕在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时代楷模之前，

本身就是个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因此，在电影化

改编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时需要保持其作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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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物的血肉情感。电影故事也不必将所有篇幅

都倾注在黄诗燕的扶贫事迹上，穿插一些其工作

以外的生活场景，反倒更能让观众产生共情体验。

在妻子口中，一向古板的黄诗燕即使坚守岗位时，

也不忘在妻子生日时给妻子发一条“老婆，爱你”

的短信。注重家风家教的黄诗燕，从没为妻女或

任何亲戚的事情向谁打过招呼；大学毕业两年的

女儿直到黄诗燕殉职时，也还是在一家单位做临

时工。对黄诗燕日常情感的讲述，能够拉近观众

与黄诗燕的距离，使之体悟到黄诗燕作为普通人

的一面。此外，创作者还需要通过多渠道了解黄

诗燕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真实状态，这样才能从

其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审美化的艺术形象。

（二）在时代与历史的交汇中塑造典型人物

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是电影艺术创作

的重要手段。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典型人

物的影视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作为

时代楷模，黄诗燕的事迹生动展现了当代中国的

时代精神，是当下社会最需要表现的对象。因此，

扶贫典型人物黄诗燕的银幕形象必须是在蕴含时

代性、历史性前提下，融合了其性格、职业以及

文化素养的产物。

“他工作起来游刃有余，报告作得掌声阵阵，

那都是些切中要害、具体实际的内容，当然他偶

尔会来一段孔子、老子或韩非子的话，中间还会

带几句攸县俚语，弄得台下寂静无声。”[5] 这是

黄诗燕在株洲日报社担任一把手时同事对他的印

象。黄诗燕成为炎陵县委书记之前，先后担任过

攸县城关镇委书记、茶陵县人民法院院长以及株

洲日报社社长等职务。在电影改编前期的构思阶

段，创作人员要深入了解不同时期黄诗燕在其岗

位上的工作状态，将拥有众多职业光环特征的黄

诗燕浓缩为一个县委书记的典型形象。通过还原

黄诗燕在扶贫一线所发生的各种真实事件，让银

幕前的观众和电影中的人物架起情感桥梁，让观

众切身感受到黄诗燕在扶贫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与此同时，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也是典型人物塑

造的侧重点之一。在典型人物的形塑过程中，人

物的个性魅力会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在心理层面

上凸显出来。扶贫干部众多，如何让黄诗燕从众

多扶贫干部中凸显出来，对人物心理情感加以表

现非常关键。黄诗燕扎根基层一线，从国家精准

扶贫战略的提出，到 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迎来收

官之年，黄诗燕一直走在扶贫路上，其情感命运

和心理世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电影创作人员

应该通过发生在黄诗燕身上的种种故事，为其赋

予丰满生动、个性鲜明的性格特征，展示他在面

临家庭与事业、前途和初心等重要抉择时的复杂

内心活动和心理博弈，揭示出其作为一个扶贫干

部的典型性以及其背后的时代性内蕴。

（三）在个体与群像的对照中凸显榜样人物

在真人真事改编的扶贫题材影视中，人际关系

建构可以展现人物情感世界、完善人物性格。通

过描绘黄诗燕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与党员同事的

关系、与亲人朋友的关系能够让其形象更加饱满，

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互衬也能突出其作为主要人

物的榜样地位。

扶贫题材电影中最基本的两类人物是扶贫干

部和扶贫对象，这两类人物构成了电影叙事的主

体。虽然扶贫典型人物的电影改编主角是扶贫干

部，但扶贫的对象农民也应该展现出真实、多元、

立体的样貌。在电影改编过程中，既要表现扶贫

对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不能忽视塑造少数思

想顽固落后的农民形象。电影要通过农民群像的

对比塑造，为叙事进行铺垫，展现扶贫工作的难

度和脱贫的来之不易，进而从侧面体现黄诗燕扶

贫工作的艰巨。“脱贫工作所面临的不仅是自然

地理条件贫瘠、农民文化水平低等常见问题，人

才缺失与干部腐败问题也是脱贫道路上的‘豺狼

虎豹’。”[6] 不管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电影银幕上，

不同的扶贫干部必然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象。

在对扶贫干部的电影化表现中，难免会出现少数

工作流于表面，只想着明哲保身，做事拈轻怕重，

不愿意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基层干部形象。

如经典影片《焦裕禄》中的兰考县长吴荣先，他

总是呆在县委机关里，对本应完成的工作坐视不

管，甚至在焦裕禄为了给基层干部增加口粮而去

购买高价粮食时，指使他人向地委举报焦裕禄。

这样，吴荣先就与经常深入到群众身边、为百姓

办实事的焦裕禄形成了鲜明对比。遇到危机不敢

迎难而上，面对失误不敢承担责任，这种圆滑、

平庸的干部形象为电影塑造焦裕禄勇于担当、开

拓创新的模范形象起到了鲜明的反衬作用。因此，

在对黄诗燕事迹的电影改编过程中，通过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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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面”形象在电影中的叙事参与，能够从

反面体现黄诗燕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

彰显其榜样形象。

三、革新叙事模式：扶贫典型人物电影

改编的剧情设置策略

（一）以点带面的典型事件与案例串联

黄诗燕深扎扶贫岗位九年如一日，在如此长

的时间跨度内，电影改编不可能将其扶贫工作的

所有内容事无巨细地和盘托出。在电影改编的剧

情设置上，应打破传统剧情片的线性叙事结构，

将黄诗燕的扶贫案例进行串联，以主要人物之间

的相互联系带动情节发展，以达到见微知著、“四

两拨千斤”的叙事效果。这就要求电影创作者在

素材筛选时，要根据电影主题表达和叙事的需要，

选取最具代表性、最典型的相关事件进行呈现，

这样才能达到反映现实、观照现实的目的。

炎陵县三河镇天坪村 95 岁的退休老党员张朝

秀义务养路 30 余年，黄诗燕专程组织党员干部到

老人家里看望，邀请老人上党课。张朝秀老人去

世前，将自己珍藏的《马克思传》一书用牛皮纸

封好，并在上面亲笔写下了“县委书记黄诗燕，

炎陵百姓好喜欢，当官不摆官架子，不耻下问真

青天”的诗句。赠书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却非

常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其代表的不仅是一个老党

员对黄书记的鼓励和奖赏，更是人民群众对黄诗

燕的真心认可与爱戴。在黄诗燕的扶贫工作中，

发生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从他主持的易地搬

迁、村民就业、农产品销售工作中可以挖掘出不

少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这些都是电影改编应

当要表现的重点。

（二）虚实共构的艺术加工与故事改编

扶贫题材电影最宝贵的特征便是以真实事件

为灵感来源，对人物形象、历史事实等进行理性

客观的记录。黄诗燕的故事来源于现实，是发生

在这个时代最质朴感人的真实事件。在电影改编

过程中，必须依赖于原本事件，在叙事底本选择

上要尊重原型人物的行动逻辑和事实选择，不能

背离原型事件，去刻意渲染人物的情感、刻意制

造大悲大喜的情节。在以真实人物为原型改编的

电影中，就有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电影《亲爱的》

中赵薇所饰演人物的原型高永侠，对电影中赵薇

所饰演的李红琴为寻子陪别人睡觉、给记者下跪

等情节感到十分愤慨。她声称这些情节全是电影

虚构出来的，现实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她甚至要

控告制片方，令其赔偿自己的名誉损失。《亲爱的》

所带来的前车之鉴也警示我们，在对真实人物真

实事件进行电影改编时，必须把握好虚构与真实

之间的界线。

对于主旋律扶贫电影的创作来说，电影文本

的情节设置要求电影不单单只是陈述一段历史事

实或是一个人物的生平，而是要生动地讲述一段

故事，在此过程中必然离不开想象和虚构。比如

电影《中国机长》，虽然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但影片中添加了许多虚构性情节来赋予电影人物

以崇高的精神色彩。影片中飞机成功穿越雷暴云

层的情节，就完全是为了展现机长高超的驾驶技

术和处变不惊的冷静头脑而虚构出来的。有论者

指出：“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就是虚构与纪实融合，

可能世界和实在世界通达的结果。”[7] 在尊重事

实的前提下，发挥创作者故事设计的主观能动性，

将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事件进

行电影艺术化的加工与改编，使之成为虚构与现

实交融的接点，能够让银幕呈现出艺术真实与历

史真实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同时，通过艺术化

的创作加工，将人物性格和具体情节等进行润色

设计，能够让朴实无华的人物和事件更具温情，

满足电影商业与艺术两方面的需要。

（三）合理设置的剧情冲突与情节悬念

剧情设置的关键之处在于对整个人物事迹的

整合与重现。“电影创作者要通过创设情境、制

造冲突、预设悬念巧合等来丰富故事情节，在满

足观众的猎奇心理和移情需要的同时推动剧情的

演进和塑造人物角色。”[8] 在确定“扶贫”这一

中心事件后，围绕着这一中心事件所产生众多从

属事件将成为影片矛盾冲突的重要焦点。因此，

要以人物为核心设置合理的矛盾与冲突，人物之

间关系的不和谐、不平衡等因素都将引发电影剧

情的冲突，在冲突产生时，人物会展现出他们的

真实样貌和性格特点。这些冲突的产生与和解构

成了电影情节的主要内容，也推动了人物行为的

转变和心理的变化。电影《十八洞村》中有这样

一个情节，被识别为贫困户的杨英俊气愤地离开

扶贫工作会议现场，并将扶贫工作人员小龙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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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门上的贫困帮助卡扯下。这种人物关系之间

冲突的设置，不仅突出表现了杨英俊争强好胜、

不愿给国家拖后腿的个性特征，更引发了后续成

立杨家班填土造田的剧情发展。在现实生活中，

有新闻报道称“黄诗燕性格好，从不发脾气，但

是有一回，为了炎陵县的电价优惠，他情绪激动，

与国家电网省公司的领导据理力争，还摔了杯

子”[9]。类似于这样的新闻报道内容，将其改编到

电影中去，不仅可以增加剧情的张力冲突，还可

以体现黄诗燕一心为民的高尚品格。

2011 年 7 月，黄诗燕前往炎陵县策源乡梨树

洲村姜志龙家调研。姜志龙看到调研人员中有一

位浑身湿透的中年男子，就拿来自己的衣服给他

换上，却不知道这人是谁，为何弄湿了全身？直

到临走时，姜志龙才从调研人员交谈中得知这位

原来是新任县委书记黄诗燕。黄诗燕之所以全身

湿透，是因为他去查看梨树洲的小水电，徒步穿

过一条河道时，因石头湿滑落入水潭所致。在电

影改编时，巧妙利用悬念也是电影叙事的重要手

段。在电影改编时，不必第一时间直奔主题，而

可以故事发生的关键点为中心，向前追溯、层层

递进到事件发生的起因以及后续的变化和结果，

让观众自己将整个事件进行串联和回忆，最后，

恍然大悟。这样处理，电影更能引发观众的遐想

和深思。我们可以从《十八洞村》中看到情节的

悬念设置为电影带来的戏剧性效果。影片开场，

听到小薇薇和施又成回来的杨英连，拿着镰刀愤

怒地去寻找二人。到影片中间部分，通过杨懒之口，

观众才得知，原来很久之前，因为水源问题，施

又成的祖先和村民喝了绝交酒，导致其家族世世

代代不能与村子的人来往。这种悬念先行、原因

后置的创作手法，不仅可以打破观众的期待视野，

还能够增加戏剧性情节的感染力，持续吸引观众

的注意力，让观众对电影剧情产生浓厚兴趣。

四、输出中国影像：扶贫典型人物电影

改编的影像叙事策略

（一）纪实性的镜头语言还原

镜头是电影视听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扶贫

题材电影应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为主旋

律基调，在电影语言的影像表现上要秉承实地取

景的拍摄原则，以镜头语言服务于影片主题内容，

运用不同镜头语言的视觉表达来呈现影片的纪实

效果。黄诗燕奋战在扶贫一线，将扶贫调研工作

落实到每村每户，炎陵县每个地方都留下了黄诗

燕的脚印。为了展现黄诗燕所走过的炎陵的山山

水水，固定镜头的使用，可以较为稳定地拍摄出

炎陵的自然风光，观众也可以清晰地看见影片所

交代的环境。而利用大景别航拍镜头，能够以一

种更大范围的镜头视角，呈现气势宏大的地域景

观，这是展现湖南炎陵县地域特色的绝佳方式。

运动镜头的使用，可以控制影片节奏，增强电影

纪实性意义和连贯性效果，给观众带来强烈的现

场参与感，在展现剧情冲突和突发事件时，更加

有力地释放戏剧张力和人物情感。

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一书中提出，特写镜头

能够让电影人物与观众拉近，从而进入一种超越

时空的“心灵领域”。他其实说的就是特写镜头

在电影艺术中对人物心理表现的强化功能。将特

写镜头运用到黄诗燕与人交流对话时的神态细节

上，能够增强画面的表现力，增强人物形象的感

染力，让观众清晰了解到黄诗燕心理情绪变化的

同时，也可以给其一种和剧中人物进行面对面情

感交流的体验。

（二）在地性的空间变化对比

地域特色是扶贫题材影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

内容，而“在地性”是电影凸显当地文化以及将

此地区别于彼地的重要特质。无论是《十八洞村》

中秀美的湘西风光，还是《山海情》中宁夏黄河

滩的人文生态，都以独具特色的空间影像呈现出

在扶贫政策帮持下，农村环境面貌和农民生存状

态的巨变。扶贫电影的改编，要基于地域文化，

建构出具有强烈人文意蕴的空间影像。创作者不

仅仅要将真实环境中的空间景观复刻到电影画面

上，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空间变化连接扶贫前后的

不同时间点，借助空间影像的表达，对人物状态

的变化展开细致描摹，并以此完成对历史和当下

的记忆整合。

在以黄诗燕为扶贫典型人物的电影改编过程

中，故事的主要讲述地要放在湖南炎陵县。炎陵

县的崇山峻岭、清流激湍等自然景观能够为影片

带来极具地域特色的影像质感，构成影片真实的

空间意象。影片除了要体现出炎陵县山川风貌的

自然景观特色，还要抓住炎陵地区风土人情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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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质，打造出最具地方感的人文空间景观。因

此，影片在拍摄前期要根据实地考察，确定取景

的地理空间，从扶贫前后的空间对比来体现扶贫

工作的硕果。“船形乡水垅村大半村民住在‘杉

皮屋’，逢雨必漏。”[10] 在以黄诗燕为首的县委

县政府领导班子的努力下，大山深处的船形乡水

垅村的一百多户村民都住上了盖着琉璃瓦的新砖

房。炎陵县的黄桃种植已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的小规模种植，发展到目前全县 8 万多亩的大规

模种植，炎陵黄桃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的优质农产品，离不开以黄诗燕为首的县委县政

府领导班子的努力。上述易地搬迁、黄桃种植产

业规模变化所带来的空间变化和人的变化，应该

成为电影改编时所要考虑的重点。

（三）符号化的典型意象呈现

扶贫题材电影影像叙事的艺术性还体现在典

型意象的选取和运用方面。“大黄抓小黄，抓出

金黄黄”，这句顺口溜，说的正是黄诗燕利用黄

桃带领百姓脱贫致富的故事。黄诗燕在担任炎陵

县委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实地调研炎陵农业

产业的发展情况。在品尝过优质黄桃后，他认定

黄桃产业有着美好的前景，可以通过打造炎陵黄

桃品牌，让广大农民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黄桃

作为黄诗燕在炎陵县带领百姓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制胜法宝，也自然成为了这里具有地域性与标志

性的元素。在电影改编过程中，黄桃可以作为一

种典型意象贯穿全剧，成为一种与人物形象相勾

连的象征符号，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情

感载体。通过赋予其情感属性，来增加电影的视

听美感和艺术性。其次，在电影符号系统的搭建

过程中，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其他具有典

型意义的意象。不论是美食、特产等物质形态符号，

还是语言、技艺或是习俗等非物质形态的符号，

当其与电影中特定的人或事联系起来时，它就变

为了电影中具有特殊含义的符号载体，成为影片

情感的具象演绎。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

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11] 黄诗燕是这个时

代的典型，通过合理的改编和创新，将他的扶贫

事迹搬到银幕之上，能够树立扶贫楷模形象，让

观众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他为扶贫事业所做出的贡

献与牺牲，也能号召和鼓励人们积极投身到扶贫

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电影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代

表，肩负着弘扬时代文化的艰巨使命。扶贫电影

将普世价值观理念蕴含于电影之中，成为国家主

流意识形态的隐性表达。推进我国精准扶贫题材

电影创作不断向前发展，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文

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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