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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崖洞兵工厂》：

谱写军工行业的光影史诗

历史语境下的人物群像塑造

在 历 史 场 域 内 解 读《黄 崖 洞 兵 工

厂》，其选取群体内部的微观视角，以求

同 存 异 的 方 式 厘 清 个 体 与 集 体 间 的 关

系，人物所有的激情、追求都是为了军工

业的发展壮大，他们展示了军工人的独

特魅力，诠释了军工人的精神内涵。

《黄崖洞兵厂》的中心人物是八路军

兵 工 部 副 部 长 、黄 崖 洞 兵 工 厂 厂 长 盛

凡。他曾留学苏联、德国学习兵工专业，

专业知识丰富，管理能力很强；他长期在

隐蔽战线工作，眼光敏锐，能够很快判断

可疑人物并快速反应；他革命意志坚定，

进过国民党的监狱，与党失去联系 5 年，

即使在党组织对他怀疑时，也从未改变

对党的忠诚；当他逐步理顺兵工厂的管

理制度，如火如荼地投入黄崖洞兵工厂

建 设 时 ，传 来 妻 子 牺 牲、女 儿 失 踪 的 噩

耗，他强忍内心的巨大悲痛，毅然擦干眼

泪，继续为兵工事业而奋斗。盛凡被塑

造为一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革命者和

工 厂 管 理 者 。 他 一 出 场 就 极 富 传 奇 色

彩，正在上海闲置不知何去何从的他，接

到 调 任 他 到 山 西 继 续 革 命 工 作 的 命 令

后，立即只身携带大量金条和钞票长途

跋涉，途中被女土匪王小麻子截获，他临

危不惧，当所有观众为他和他所携带的

巨额资金捏把汗的时候，才知晓他早有

准备，在金条上涂有毒药。王小麻子为

求保命，只能乖乖交出巨款。去北平寻

访兵工专业技术人员和购买材料，显示

了盛凡作为资深地下工作者的老道与专

业，他大胆启用日本人明石井信，成功甩

掉特务追查，购买冥器，买篮球，下馆子

吃西餐，最后竟然到城外买老百姓手里

的日本生产的“肥田粉”，惹得与他同行

的 方 辉 暴 怒 。 然 而 这 些 看 似 无 关 的 行

为，却与兵工的研究工作密切相关。在兵

工厂，他很快看出军工葛三娘有问题，同

时也发现专业技术人员叶影秋是国民党

特务，但他区别对待，坚持不让葛三娘接

触兵工制造的核心工序；同时他明知叶影

秋非常可疑，却爱惜叶影秋的才能，试图

感化叶影秋，让她留在全厂最核心的技术

部门——研究室工作，最终使叶影秋转变

思想，成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日

常工作中，他熟练运用兵工知识，大到兵

工厂的整体建设，小到各类武器的研制与

批量生产，盛凡都能给出正确建议，做出

正确抉择。盛凡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的

党的优秀管理干部的集中体现。

本剧以盛凡为中心，建立起层层嵌

套式的人物关系：盛凡的搭档、兵工厂政

委、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徐正东，是又一

位浓墨重彩塑造的形象。他既具有坚定

的革命意志，又有丰富的战争和思想政

治工作经验，盛凡刚进入兵工厂时，他虽

对盛凡也有不满，但他能够以大局为重，

全力协助盛凡做好兵工厂的管理和思想

工作。徐正东不懂兵工技术，却对技术

人员爱护有加，在思想、生活、工作上耐

心帮助他们，他对方辉有情，却始终克制

感情，最终他的高尚品格感动了曾为中

统特务的叶影秋，收获了爱情。在黄崖

洞，他是一个核心人物。指导员方辉做

事雷厉风行，不怕牺牲又爱憎分明，开始

时，因在北平对盛凡的一些做法不理解，

产生误会，当他逐渐认识到盛凡所作所

为都是为兵工厂的发展时，她坚决支持

盛凡，一切行动都以兵工厂的利益为重，

赢得大家的尊重，并与盛凡两情相悦，终

成眷属。副厂长刘宝祥是一位经过长征

的老革命老红军，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

人正派对人真诚，党性很强，因为一直在

部队工作，没有与敌特作战的经验，所以

日本特务葛三娘设计救出他后，被葛三

娘的表面行为所蒙骗，对她深信不疑，成

为葛从事特务活动的保护伞，但当他得

知葛三娘的真面目后勇于悔过认错，是

一位有缺点又很可爱的革命者。还有怀

有 自 私 心 理、政 治 不 成 熟 ，最 终 受 到 教

育、幡然醒悟的马一金，以及红军将领左

权、陈庚、彭德怀、朱德……他们的形象

展现了物质匮乏的背景设置中书写壮美

磅礴的人文史诗，在精简洗练的正剧叙

述中坚持东方的抒情传统，从而实现艺

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融合。

从上海来的中统特务、技术人员叶

影秋非常具有典型性。她作为中统的一

颗闲棋冷子被马一金带到了黄崖洞，她

虽为特务，却有一颗滚烫的爱国心，兵工

专业技能高超，又能全身心投入工作，逐

步被共产党员的纯洁高尚的精神和坚定

的理想信念所感动，最终走上正确的政

治道路；韩小刀是盛凡从北京带到黄崖

洞的技术工人，他既有点浑不吝，又有正

义感；既为己，又爱国；既吊儿郎当、玩世

不恭，又身怀绝技。这个人物真实而多

面，塑造得非常成功。同样从北平来的

知识分子常忘怀、李芸、张静……在人物

的塑造上，主创人员查阅了大量的兵工

知识，在细节运用上游刃有余。

更值得一提的是，盛凡、徐正东、方

辉、刘宝祥、梁英梅等兵工厂的管理者、

老革命，对外来的知识分子从不居高临

下、怀疑戒备，而是对他们给予充分尊重

和理解，设身处地为这些知识分子和专

业技术工人着想，工作上信任支持，生活

上体贴照顾，情感上呵护帮助，使他们很

快适应兵工厂的战时工作环境，心无旁

骛地投入工作。这样一群身份背景各异

的人因党的兵工事业而聚首，他们的亲

情、友情、爱情都在无形中与兵工事业产

生了无限勾连。

独特工厂空间的书写

与黄崖洞精神的传承

新时期以来，工业题材与都市空间

嵌套紧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在

城镇化的浪潮中急速膨胀，走进城市成

为 人 物 寻 求 价 值 认 同 与 自 我 重 塑 的 开

始。近年来的工业题材将目光更多地聚

焦于文化视域下的集体记忆，城市中的

一个独立空间，以筒子楼、自行车、铝饭

盒、蓝布工作服的生活意象搭建起来，工

人们的日常工作状态是穿梭在震耳欲聋

的阔达厂房里的机器森林中。

与这些集体记忆不同的是，《黄崖洞

兵工厂》脱离了工业的城市书写，它的主

线情节大多脱胎于客观史实，包括黄崖

洞兵工厂的命名来历、工厂的地理位置、

基本发展脉络和历史事件等，山西黎城

黄崖洞险要逼仄的实景拍摄与史实改编

为该剧提供了贴近现实的话语空间，在

微观视角下构建起真实可信的历史和空

间语境，具有纪录片式的真实性。

作为一部融入了大量战争情节的工

业题材剧作，《黄崖洞兵工厂》剧中常用

的视觉符号是险要陡峭的黄崖洞，蜿蜒

曲折的山间小路，而晋东南简陋的农家

院落、农屋、空旷的田野，则是作为厂房、

实验室、会议室、生活区来出现的。除此

之外，就是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争场

景，跋涉突袭、绵延数里的行军场面，虽

然整个剧情也涉及到北平、上海、太原、

长治等城市，但城市空间经常一闪而过，

并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这些视觉符号将半个多世纪前的军

工人在艰苦环境中白手起家，从一无所

有中艰难创业，展现得淋漓尽致。《黄崖

洞兵工厂》摒弃高姿态的说教模式，为新

中国的军工业的发展史蒙上一层壮怀激

烈的豪放诗意，波澜壮阔、气势恢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是这个

工厂空间的绝对领导。党的制度建设和

组织建设在《黄崖洞兵工厂》中有非常充

分的呈现。该剧中几乎每集都会涉及召

开党的民主生活会的情节，如盛凡怀疑

葛三娘是特务，在党组会上提出后，徐正

东虽然不赞成这个看法，保留自己意见，

但服从组织决定，要求刘宝祥把葛三娘

调离炸药组，徐正东严肃地对他和马一

金说：“对同志有意见，对事务有看法，我

们可以上会交换意见，可是作为党员和

领导干部，私下讨论，尤其是说不利于团

结的话，这更是原则问题。班子的团结

是最大的问题。”表现了党的干部政治过

硬，大局为重的党性意识，以及中国共产

党 民 主 生 活 会 民 主 集 中 制 的 原 则 和 团

结-批评-团结的目标。当葛三娘向刘宝

祥告发韩小刀私自用同志们冒着生命危

险从小鬼子手中抢到的钢轨做匕首卖钱

的事后，徐正东在民主生活会上快速厘

清责任，令责任人潘股长做出深刻检查，

原则问题绝不姑息。黄崖洞兵工厂的知

识分子和军工按月拿津贴，手里有钱，与

八路军战士完全不同，因此出现了私买

私卖兵工厂资产的事情，这也是党的干

部在兵工厂面对的新问题，徐正东要求

行政干部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盛凡分

析事情来龙去脉后发表意见，认为知识

分子和技术工人身上有缺点，但他们身

怀绝技，并且可以改造，而兵工厂的重要

任务是造枪、造炮、造子弹。孰轻孰重，

不辩自明。之后在兵工厂发展过程中的

所有重大决议都是开会讨论形成，大家

在会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发表并坚持

自 己 观 点 ，然 后 经 过 集 中 形 成 最 后 决

议。党的民主生活会场景如此详细完整

地贯穿于整个《黄崖洞兵工厂》的剧情之

中，在我国影视剧中实属少见。这样独

特的工厂空间赋予了作品真实性的力量

和时代性的特征，是献礼建党 100 周年的

上品佳作。

《黄崖洞兵工厂》每集开篇写着“本剧

谨献给人民共和国军工事业的开拓者和

后来人”，它也在努力实现用一个行业的

真实细节与生活现实去讴歌黄崖洞精神。

叶影秋说：“革命者活着就要抗战，既

然抗战就不怕献身，我想明白了，既然活

着就要有追求，追求，就追求自己最美好

的。”为了追求美好，这个原为中统特务的

兵器专家排除万难，精益求精地研究武

器。她发现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行动，不

顾个人安危，将单何进和阿毛堵住，在方

辉、曲颖的配合下活捉两个特务。为了搞

到无缝钢管和制造武器的设备，叶影秋明

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深入虎穴，进入上

海。副参谋厂左权对失去妻子的盛凡说：

“如果需要，我们也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前

边的同志倒下了，我们还站着！”只要站

着，就要为党工作，当工作组重新拿他进

过国民党监狱的事情说事，盛凡不怕得罪

工作组，坚持领导兵工厂完成上级赋予的

武器弹药生产任务。

在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即将离开黄

崖洞时，徐正东深情地说：“不管工厂建

在哪里，黄崖洞的精神要传承下去，一代

一代发扬光大。”黄崖洞的精神，就是军

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忠于祖国、甘

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峰的精神。也

许，因为他们工作的保密性质，他们无法

像其他行业的人那样为人所熟知，甚至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依然在不为人知的

艰苦角落里默默地从事着武器的研发、

制造，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壮

大呕心沥血，黄崖洞的高耸入云衬托了

一代代兵工人高大的身影。“重要的是话

语讲述的时代”，80 多年来，我们的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新时

期的载人航天精神，都继承并发扬了黄

崖洞兵工厂的时代精神。

（作者单位：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在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文化快餐

式消费、文学艺术作品创作门槛降低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影视作品越来

越多的被碎片化使用。打开手机，影

视作品的视频片段或者截图随处可

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各种视频

制作类软件的产生使得视听内容制

作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因此，大量非

专业化生产的视频内容涌现。视频

制作成为一种个人才能展现的方式、

信息传递的方式、项目推广的方式甚

至是创业项目。同时，各种手机应用

与这类视频内容相辅相成，一方面便

于这类视频内容的传播，另一方面促

进了这类视频内容的创作或生成。

这类视频内容以短视频、直播节目、

慕课、微信小程序内容、应用软件内

容等多种形式存在，有些还产生一定

的经济价值。那么，对于尚处于版权

保护期内的影视作品，这类使用是否

合法？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应该如

何管理自己的版权？

为做好管理，有必要先来了解一

下影视作品的片段或者截图是如何

被使用的。

其中包括直接截取影视作品的

一段进行传播；将截取的不同影视作

品片段进行剪辑形成新的视频内容；

将某部影视作品的片段或者截图重

新剪辑，并对内容进行解说或评论；

在慕课或者培训机构的教学课件等

视频内容中引用影视作品的片段或

者截图；在文字作品中插入视频片段

或者截图，并在线上或者线下传播；

在应用软件中配合其功能而使用视

频片段或者截图，如，配音应用软件，

景点介绍应用软件等；为展览或者会

议制作宣传材料而使用影视作品的

片段或者截图。如，将多部影片中的

葡萄酒片段剪辑成新的视频，在酒

类产品的展览会上播放，甚至作为广

告素材使用；专业影视作品创作中使

用在先作品的片段。

以上可能仅是影视作品片段或

者截图使用的一部分情形，但是，足

见影视作品碎片化使用比较广泛的

存在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目前，

制片机构对这一部分的版权管理还

相对滞后。据了解，影视作品著作权

人主要针对专业影视作品创作以及

商业广告拍摄过程中使用在先作品

的片段开展授权，也就是上面所提的

第 8 种情形。这种情形中，影视作品

创作者或者广告制片机构能够确定

其需要使用哪一部或者哪几部影视

作品的哪一个或者哪几个片段。涉

及的作品量较少并且这些制片机构

大多是业内人士，能够相对容易的联

系到相关作品的著作权人并获得授

权。所使用的权利也相对清晰，是作

品片段的复制权。创作完成的新作

品的传播不受片段著作权人的限

制。而其他使用情形中侵权使用比

较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使用者没有获取授权的意

识。

二是，使用者找不到著作权人，

无法取得授权。使用者大多既不是

业内人士也不是专业人士，即便其有

版权意识，但是也很难联系到相关著

作权人。我们就曾经遇到电影制片

方找不到老片子的著作权人向我们

求助的情况。

三是，使用者使用多部作品的大

量片段，且具体片段的选用是随机行

为。例如，应用软件，今天上线了一

个新景点，那么就需要相应的使用某

些作品片段或者截图；微信公众号今

天发的文章需要配图，马上就要用；

培训机构的课件制作过程中会根据

内容选用相应的片段或者图片，但是

很难在项目开始前就确定需要使用

的内容。作品的使用存在随机性，大

量性。

综上，侵权行为的发生可能是由

于使用者没有获得授权的意愿（无论

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亦可能

是使用者有获得授权的意愿，但是获

取授权的成本（包括沟通成本、谈判

成本、许可费用等）过高。

著作权人对相关使用情形的授

权许可未形成有效管理。著作权人

主动维护和管理权利的意识不高，因

此，相关维权案例不多。以著名的

“图解电影”案为例。将一部电影截

取 300 多张图片，并配以文字解说。

其行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涉嫌侵害

作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改

编权以及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然而，此案中的原告只有信息网络传

播权的权利人。其他相关权利的权

利人并未主张权利。著作权人仅对

少数片段使用行为开展授权业务。

使用行为涉及大量使用者、著作

权人和作品，个别作品的授权和管理

成本较高，收益与支出不成比例。使

用者需要分别联系其所使用到的多

部作品片段的多个著作权人，并一一

进行授权许可谈判，获取授权，分别

支付费用。著作权人要面对多个使

用者，根据不同使用情况进行授权谈

判，收取费用，同时对于没有主动联

系著作权人获取授权的使用者，进行

探查，进行维权。粗略估算，这种授

权许可行为的成本显然是不经济

的。因此，无论是使用者合法使用还

是著作权人实现权利的积极性均不

高。

鉴于以上原因和使用特点，相应

的版权管理需要有针对性地展开。

首先，加强影视作品碎片化使用

的版权宣传。虽说近年来，大家的版

权意识已经逐渐提高，但还仅限于对

整部作品的使用方面。即使是在一

些专业领域，对于使用影视作品的片

段和截图需要取得授权的意识还有

待进一步提高。有些出版社就曾就

使用作品截图是否需要付费咨询协

会。

其次，加大打击侵权盗版的力

度，提升使用者获取授权的意识。影

视作品碎片化使用的情形比较复杂，

需要个案分析，分别处理。有些可以

适用合理使用，如，为介绍、评论某一

部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适量引用

影片片段形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有

些可以适用法定许可，如，九年制义

务教育的教材使用影视作品截图。

除此之外，大量的影视作品碎片化使

用情形恐怕均需要获得相关著作权

人的许可才能使用。未经许可的使

用则是侵权行为。因此，著作权人应

明晰其对作品享有的权利，并加强相

关权益的保护。

再次，顺应市场需求，开发作品

传播新渠道，建立合适的许可模式。

著作权法的目的是通过鼓励作品传

播，保护创作者的利益，促进创作。

也就是说著作权人要通过作品传播

而非维权获益。因此，打击侵权盗版

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使使用者主动

获取授权，合法使用作品。但是，当

使用者具有获取授权的意愿时，降低

使用成本到使用者能够承受的范围，

才能最终促成合法使用。如果使用

成本高于违法成本，使用者可能会做

出错误的决定。最近，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

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

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中就

对视频作品分割片段使用的赔偿标

准做出了指导性的规定。在培育市

场阶段，著作权人应充分考虑其他授

权许可成本，制定较为合理的使用费

标准。

大规模的、随机性的使用，涉及

到大量的作品、大量的著作权人和使

用者。如果有一个专门机构能够将

大多数的作品集成作品库，提供一揽

子的授权许可，将可以降低使用者寻

找著作权人的沟通成本，同时著作权

人集体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作品

片段使用的监督和许可成本。而这

一授权模式就是已经有着近 300 年

历史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我国的著

作权集体管理机制已经有着 20 多年

的历史，在音乐、文字、摄影以及电影

等领域分别建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

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

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

著作权协会和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

等 5 家非营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国家版权局依据《著作权集体管

理条例》对以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行使监督管理职能。著作权集体管

理组织依据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管

理相应的权利，代表组织内的会员发

放一揽子许可给使用者，将使用者交

纳的著作权使用费转付给著作权

人。使用者可以在获得授权许可的

作品库中随意使用作品，而不必担心

侵权。这一机制将较为高效地解决

影视作品碎片化使用的问题。

综上，影视作品碎片化使用的版

权管理应针对碎片化使用的特点，结

合具体场景的版权权项分析，制定科

学合理的授权许可模式。疫情影响

下，做好影视作品碎片化使用可以提

升作品的长尾效益，有助于影视企业

的运营。长远看，这不仅有利于使用

者合法使用作品，著作权人充分实现

权利，更有利于良好版权交易环境的

形成，进而推动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为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副

秘书长、“学习强国”版权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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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集主旋律军工题材电视剧《黄崖洞兵工厂》，在以革

命战争进程为时间脉络，以山西黎城黄崖洞为空间场域所

建构的宏大的时空坐标轴上，用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笔

法平实生动地讲述了黄崖洞兵工厂从1939年到1949年

10年间的创立与发展壮大。黄崖洞兵工厂缔造了八路军

的军工史，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新中国国防工业发展史

的征程，是新中国国防梦的起点，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和实

践者。该剧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正面全景地展现我国建

党以来军工行业发展的电视剧，就题材而言，具有填补空

白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黄崖洞兵工厂》的创作手法非常平实，主线单一而明

确，并没有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中游走纵横，而是以“现

场”的方式质朴客观地从头讲述，其间夹杂了惊心动魄的

谍战情节、恢宏壮阔的革命战争情节，并以此勾勒出属于

军工行业的光影史诗。人物的生动饱满与情节的缜密严

谨正是该剧的最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