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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 明

■文/赵欣汤燕妮

《永不消逝的电波》跨媒介转换中的当代性 英文电影在英语专业视听说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文/王 梅

在我国拍摄的经典主旋律电

影谱系中，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

厂出品，王苹导演，孙道临、袁霞主

演的谍战题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影响了几代中国观众，是红色

经典中的“经典”。《永不消逝的电

波》不仅是新中国第一部谍战（或

“地下活动”）题材的影片，也是新

中国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地下

战线活动的影片，其中李侠被捕前

发送给延安的最后一句台词“同志

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成为无

数中国观众心目中难以磨灭的银

幕记忆。近年来在各种文化形式

与文化媒介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

下，改编自《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同

名舞剧、电视剧、话剧、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版本，以及基于舞剧制作

的舞台电影接连与观众见面，这部

红色经典也在跨媒介的改编中呈

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谍战情节的创造性改编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改编

自我党地下工作者李侠在抗日战

争期间与党中央进行秘密通讯，最

后不幸被捕牺牲的真实事迹，展现

了共产党员李侠与何兰芬在日军

特务部门的步步紧逼下从上海往

延安传递情报的地下工作。在经

典电影中，编剧围绕着李侠通过地

下电台秘密传递情报这一核心场

景展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

寇特务曾经逮捕李侠与何兰芬，但

李侠在审讯中并未招供，只好在监

禁了半年之后释放了他；变节者姚

苇充当了日本特务，李侠利用他的

身份深入虎穴，假扮重庆方面的国

民党特务巧取敌人头等重要情报，

并在敌人逮捕前离家隐蔽，成功逃

脱，坚持地下工作；在渡江战役前，

李侠主动承担了传递敌人江防计

划的重要任务，为此不幸被捕牺

牲。其中跌宕起伏、高潮迭起的故

事安排，电波传递与敌人搜捕间惊

心动魄的敌我斗争都令影片的谍

战情节叙述充满吸引力。在围绕

着情报传递的革命斗争故事中，导

演和编剧还有机穿插了李侠与纺

织工共产党员何兰芬从假扮夫妻

到互相产生感情、生下孩子的爱情

故事。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

的有机结合，地下斗争与温馨家庭

生活的融合，都让观众们切身地被

革命先辈刚正不阿、不畏牺牲的精

神所打动，“假装夫妻”到同一革命

信念下的两人逐渐产生感情，在组

织批准下“假戏真做”结为夫妻等

经典桥段，也被许多谍战题材影视

作品所借鉴。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情

节上延续了经典电影版本的基本

故事内容，以及老裁缝与小裁缝、

日伪“双料”女特务交际花柳尼娜

等经典人物，但在叙述方式上采用

了倒叙、插叙等乱序时间交错叙事

的手法，将原本写实的谍战情节创

造性地改编为写意的情景展现。

整部作品从舞台一侧展现李侠夫

妇的日常生活的表演开始，继而在

另一侧亮起灯光，展示李侠在延安

接到重要任务后前往上海工作，与

何兰芬接头等当前故事之前的“剧

前史”；再例如李侠夫妇从裁缝铺

拿到新买的旗袍，回到家中后拆开

旗袍侧面的缝线，抽出情报，此时

舞台的另一侧，老裁缝和小裁缝的

演员演绎了在制作这件旗袍时将

情报缝入夹层、随后敌人特务机构

前来搜查，革命同志不幸牺牲的场

景。这样的叙事方式将原有电影

的线性时间结构完全打乱，利用空

间化的故事展现大量展现共时性

的故事演绎，让整体叙事开放自

由、不拘一格，充满创造性。

同名电视剧则采用了许多谍

战影视作品中常用的元素与表达，

更注重悬念和紧迫感的营造。经

典电影以李侠在延安接受党组织

任命、准备前往上海为开头，电视

剧开篇则是一名正在发报的地下

党员被日本特务逮捕，显现出紧迫

感与危机感；随即才将场景切到延

安大后方，通过延安方面首长传达

出党组织内部存在内奸、地下组织

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实。李侠临

危受命前往上海后直接来到天福

客栈后，客栈老板娘何兰芬正式向

他介绍上海情报组织的大概情

况。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情报站

剩下三个人，而出卖组织的奸细一

定藏在他们当中。接下来，李侠需

要在一组组长金达、二组组员吕道

维和白丽瑶三人之间找出真正的

奸细。在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中，编剧采用经典的谍战电视

剧创作手法，让李侠假意向延安发

送电报并分别安排有嫌疑的三人

到不同位置准备接应，从而通过信

息暴露的环节与日本特务的行动

来反向判断真特务的身份；同时，

延安的情报员假装收到电报，按照

事先部署释放假信息，迷惑潜藏在

延安的日军间谍。可以看出，当代

的谍战情节改编比起平铺直叙的

叙事方式更加注重气氛的营造，正

邪莫辨的角色身份，以及扑朔迷离

的人物命运都牵引着观众的注意

力，为故事的发展和推进制造出巨

大的悬念与动力。

二、主要角色的当代化重塑

《永不消逝的电波》在中国观

众心目中留下了永远鲜活动人的

革命者形象，这些坚强果敢、乐观

坚毅、临危不惧、勇于奉献的形象

伴随着电影的重映在几十年时间

中代代相传，尤其是其中相濡以

沫、感人至深的李侠夫妇，为后来

的跨媒介创作奠定了人物重塑的

创作基调。其中，不同媒介对人物

核心的把握与塑造方式又各不相

同。舞剧版本中，每位舞蹈演员都

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融入了舞蹈

的动作与技巧中，用肢体去塑造和

刻画鲜活生动的人物；话剧与电视

剧版本则结合了动作、仪态和台词

传达人物内心的所感所想，每个动

作与表情都带有独特的性感与魅

力，让观众对所有主要人物的身份

特征一目了然。

在对男主人公李侠的刻画上，

舞剧版本的刻画基本遵循着经典

电影版本中刚毅果敢的正面形象

特性，他的舞段大多数通过的稳定

低重心动作表现掩护身份中中国

传统知识分子的温和儒雅，其中敏

锐精明的动作也流露出一名红军

老通讯员的沉稳可靠；在一些抒情

性较强、或氛围较为紧张的桥段

中，李侠也通过大线条的、张力十

足的动作表现革命战士的勇敢与

大无畏精神。在电视剧版本中，李

侠的身份特性从通讯员向特工转

变，加入了许多他以一己之力展开

调查、惩奸除恶的桥段。例如李侠

怀疑的三名“内鬼”都没有透露情

报的时间和动机，李侠就去传递情

报的路上实地勘察，果然发现假扮

车夫的吕道维可能向假扮店小二

的敌特人员传递情报。在利用一

通假电话坐实了吕道维的特务身

份后，李侠也采用反间计服药假

死，制造出吕道为假传情报的假

象，让他失去日方的信任，从而借

日方的手除掉了内奸。这样的人

物塑造方式借鉴了同类型电视剧

的做法，丰富了男主人公大智大勇

的性格特征。

而在对女主人公的刻画上，现

代媒介对这一角色的重塑作用更

为明显。在原作电影中，何兰芬是

一名来自纱厂的共产党员，也是一

名地地道道的嘉兴女工人。王萍

导演在这一角色的塑造中结合了

当时社会主义文化对女性劳动者

热情、勤劳、积极一面的强调，展现

了何兰芬作为“革命女性”坚强无

畏的一面。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中，何兰芬的动作以现代舞结

合古典舞设计而成，其中有许多显

示身姿婀娜的摇摆动作，在与李侠

的双人舞蹈中也有很多被托举的

动作，显现出上海女子的轻盈温

婉、柔美细腻，更加符合当代的女

性审美观念。电视剧中的何兰芬

则成为地下党接头地点天福茶楼

的一名接待，与男主人公李侠一样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接线员，还

曾经因为怀疑李侠身份将他打倒

在地，让原本准备离开上海的李侠

不得不立功自证清白；而在与男主

人公李侠的关系上，新版本电视剧

中的二人原本是在地下工作中朝

夕相对的同事，李侠在解放区还有

一位恋人路梦惠；后来路梦惠因郭

守成叛变牺牲，李侠与何兰芬遵照

路梦惠的遗愿在她坟前结为夫

妻。可以看出，电视剧编剧更多地

强调了何兰芬的社会属性与自主

能力，让女主人公也具有了如同男

主人公一般复杂的人格与身份特

征，在地下工作中积极与敌人斗智

斗勇，身份多变、个性鲜明，显示出

当代社会文化中性别意识的进步。

三、革命情怀

在技术力量下的跨媒介再现

跨越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十七

年时期、十年动荡年代和改革开放

等重要的历史时刻，《永不消逝的

电波》中的红色革命情怀成为中国

红色故事片中一面历久弥新、永不

褪色的精神气质。在同名舞剧中，

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让灯光与舞

美设计极其有力地配合烘托了革

命浪漫主义的氛围，在舞台空间的

设计上强调变化感与流动性，利用

多块可移动投影立板的推拉、旋转

对舞台空间进行多元化分割，配合

投影画面与灯光，对整个舞台进行

了虚实结合、光影相生的梦幻处

理，不仅营造了极强的氛围渲染，

更起到了引导观众视觉中心，凸显

谍战故事中微妙的人物关系、烘托

角色细微情感的作用。在舞台的

技术力量下，多媒体技术超越了单

纯的舞台美术的设计，在提示时间

地点的作用外烘托出不同情节的

气氛与情感，成为作品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目前，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的同名舞台版电影影像已经

制作完成，这也是经典故事中的革

命情怀的又一次跨媒介转变。

除此之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频5G新媒体平台与中国电影

资料馆一同历时7个月完成的《永

不消逝的电波》4K彩色修复版也在

2020年重新登上院线，以全新的面

貌和广大观众见面。《永不消逝的电

波》电影的修复工作主要包括胶片

坏点修复、重新上色、提升清晰度以

及数码化四大方面，技术人员要在

将胶片转制到数码拷贝的过程中，

逐帧将画面放大到原本的四倍，查

看并修复胶片上的刮擦痕迹、霉斑、

亮点、黑点、缺帧、跳帧、高反差、呼

吸闪烁等各种问题，最后让影片能

达到 4K 高清晰度上映的技术标

准。在最终的成片中，不仅可以看

到更加清晰的影像，也可以在清晰

的层次、淡雅的色彩中重新体会经

典红色故事朴素、简练、淡雅、含蓄

的基本风格。可见，中国经典红色

电影的生命力并不会着时间流逝和

技术革新而消逝，而是在新时代与

新技术下迎来新的春天。

（赵欣系玉溪师范学院讲师，

汤燕妮系陆军军医大学助教）本文

系2022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重大招标项目《“聂耳和国歌

的故事”的时代价值、深远影响研

究》（项目编号：ZDZB202201）的

研究成果。

英文电影大多取材于真实生活，以多

媒体演绎丰富的故事情节、以地道的语言

表述创设语境仿真环境，这对于英语专业

视听说教学开展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改善

国内高校英语教学语言环境先天性缺失的

现状。现阶段，教育界已充分肯定英文电

影在英语视听说教学资源中的重要定位，

能够在提升英语专业视听说课程学习趣味

性与挑战性的基础上，增强学习者的听说

读写综合技能。事实上，英文电影已发展

成为新型教学方法之一，凭借丰富、通俗、

地道的语言和会话创设生动的视觉、听觉

和对话情境，使学生获得语言代入感，激发

学生语言表达欲望，驱动英语专业学生从

喜爱影片转变为喜爱英语学习。英文电影

能够综合运用着装、手势等超语言线索塑

造各种视觉形象，使学习者能够通过观看

电影感受超文化特征信息，激发内在学习

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英语专业视听说教

学效果。

一、依据教学目标，

选择适当电影资源

英语专业视听说教学旨在提升学生听

力理解水平、口语表达能力与英语分析理

解能力。高校已明确语言交际与英语教学

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为视听说能力，明确

英语原声电影资源是主要的教学资源之

一。在此宏观目标指引下，高校应结合更

加具体和特殊的教学目标，确定英语电影

资源选择范围与筛选原则，遵循循序渐进

的原则，针对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英语专

业学生，逐步从基础性的英语电影过渡到

高阶性的英语电影。例如，针对英语水平

较 低 的 低 年 级 学 生 ，教 师 可 以 将 Love

Actually（《真爱至上》）电影引入教学中，以

多人之间的恋爱故事营造喜剧氛围，引导

学生从电影中感受中英文化体系中情感表

达方式的不同，结合实际生活激发学生浓

厚的英语学习兴趣。针对英语水平较高的

高 年 级 学 生 ，教 师 可 以 将 The Social

Network（《社交网络》）、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肖申克的救赎》）等电影引入

教学中，以影片中的行业术语、专业短语等

针对性训练学生英语听力、口语等综合能

力，为其他影片素材的确定提供有效参考。

二、依据学生认知水平，

设计电影教学活动

国内教育不均衡问题同样体现在英语

专业教学中，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

经济发达地区，受生活环境、语言环境影

响，不同地区学生因认知水平差异使得汉

语语言基础与英语语言基础差距显著。对

此，英语专业视听说教师应依据学生认知

水平组织设计适合大多数学生的电影教学

活动，并兼顾水平较低或水平较高学生群

体的认知水平，分阶段组织相应电影教学

活动。具体而言，英语教师可将以问题为

引导的教学活动与配音教学活动贯穿于英

语专业视听说教学全过程，并针对性调整

不同阶段的具体活动。例如，针对低年级

学生，英语教师应分配给学生不同角色来

模拟英语电影中的片段对话，并对角色性

格、声音特点作出相应提示，辅以提问的方

式加深学生对角色性格、语言特点的理解，

着重加强学生发音训练。针对高年级学

生，英语教师应设置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探

究，使学生在透彻理解英语电影情节的基

础上自主选择配音角色，在此过程中，教师

应着重训练学生的听力能力、口语表达能

力和思维创新能力等。

三、尊重学生个性，

创新电影教学方法

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加之文化“引进

来”与“走出去”形势日益凸显，英语电影内

容、主题呈现与时俱进的特征，需要英语专

业视听说教师在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贯彻

落实英语电影中宣传的“以人为本”“重视

个体”理念，遵循与时俱进的教学原则，在

动态性、精准性把握学生心理变化特征的

基础上及时调整教学方式，包括项目教学

法、交际教学法等，以营造和谐的电影教学

氛围和真实的语言学习场景，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英语思维，使得英语视听

说教学成为学生展示自我的良好平台。具

体而言，英语教师可以将具体的英语电影

教学转化为项目教学，明确学生具体能力

的提升，并结合互动教学法，引导学生针对

具体影片展开互动交流或合作改编，将对

英语视听说学习的疑问、重难点融入到情

节设定过程中，并以对话方式给出解答方

案，逐步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潜移默化中实

现学生视听说能力的全面发展。

四、立足长远发展，

凸显电影智能化教学优势

近年来，英语电影已实现产业化，并随

着信息技术不断改革呈现出迅速裂变趋

势，与英语专业教育等形成跨界融合发展

模式，进而对英语专业教师与学生的信息

素养提出更高要求。其中，与多媒体教学、

智能技术教学息息相关的英语视听说教学

更加需要重视学生终身发展需求，践行英

语电影智能化教学模式。一方面，英语电

影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传统的电

影院拓宽至抖音国际版、国内版等社交媒

体平台，教师可以通过研究专门的英语电

影传播课题，包括电影题材选择、电影英语

知识点剖析等，使得英语电影成为延伸视

听说教学时空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英

语专业教师可以借助人机互动模式，引导

学生自由表达自身对英语视听说学习的观

点和看法，对英语电影教学情节畅所欲言，

而后由英语教师运用智能技术进行信息汇

总，进一步调整智能化教学系统中对英语

电影的筛选、分析功能模块，并完善相应微

课、慕课等教学内容，使英语专业视听说教

学形式更加多样化，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

效果更加契合学生长远发展规划。

（作者系西安外事学院国际合作学院

讲师）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双方在政治、

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

在此背景下，中国已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

伙伴，而韩国也有诸多企业进驻中国。进

入21世纪后，韩流文化以影视剧方式渗透

于中国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中，其中偶像

剧、情感剧、历史剧等深受高校大学生青

睐，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树立发挥着一定积

极作用。中韩双方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

等充分体现出国家对韩语专业人才的强烈

需求与较高要求，包括语言技能和文化知

识方面，这预示着新时代背景下，高校韩国

语教育应转变以韩国语语言技能教学为核

心的体系，加大韩国文化内容导入力度，推

动韩国语教育将文化教育作为主要内容，

使得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

韩语文化教育改革的“双翼”。而在教育改

革过程中难点在于难以理解的韩语语言输

入，电影资源恰好能够弥补这一劣势，通过

创设充满故事情节的逼真语言环境，引导

学习者更好地接受韩国语文化和语言知

识。可见，电影教学对于高校韩国语文化

教育改革具有积极作用。

一、电影导入：加强文化理论通识教育

与语言教育相比，高校韩国语文化教

育更为深奥，且属于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

具体实践，与母语环境中学生的生活和认

知距离遥远。鉴于此，高校韩国语教育主

体应科学引申克拉申外语教学理论，将“为

学生提供可供理解的语言输入”作为文化

教学输入突破口，为学生习得语言知识和

文化内涵创设有利环境。韩国语教师应在

此基础上深入挖掘电影与克拉申外语教学

理论之间的契合点，尤其是电影作为外语

语言教学手段的生动性，本质上符合这一

理论原则。因此，韩国语文化教育主体应

将韩语电影作为文化教育导入素材，赋予

文化教育以生动、趣味性，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韩国语的积极性。例如，针对大一新生

的韩国语教育，教师可以将2002年上映的

韩国电影《外婆的家》作为导入素材，借助

影片中城市少年在暑假回乡与外婆相处的

故事，使学生感受平淡如水亲情中的淳朴，

体会具有人类共性的亲情，初步理解中韩

文化的共同之处，领会文化学习意义；或者

也可将《假如爱有天意》作为导入素材，引

导学生重点感受韩语文化中爱情表达方式

的不同。而后，韩国语教师可详细讲解文

化安全理念、跨文化交际与韩语语言之间

的联系等理论知识，明确韩国语教育的基

本职能之一在于文化传播与传承，学生学

习外语的本质在于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学

习，从而激发学生韩国语文化学习动力。

二、电影选材：培养中韩文化对比思维

在国际化进程中，韩国电影创作者积

极借鉴美国好莱坞电影类型片的手法展示

韩国民族性元素，使得韩语电影在世界影

坛中一路高歌，尤其是近几年在中国文化

产业市场中颇具影响力，带动着国内高校

韩国语教育改革，且更多学生选择韩语专

业并前往韩国高校留学。在韩国语文化影

响力巨大的既定事实下，高校应及时明确

并非所有韩语电影都适用于高校教学，而

是需要考虑影片的文化价值和学生的韩语

基础水平，谨慎选择电影题材，并将切实增

强不同院校学生文化对比思维、提升跨文

化交际意识作为基本原则。例如，针对理

工科院校韩语基础水平较差的学生，教师

可以选择中韩合作拍摄的电影《夺宝联盟》

作为素材，其内容相对简单，便于学生记

忆；对于外语专业高校学生，教师可以选择

《我脑中的橡皮擦》《寄生虫》《狼少年》等韩

国文化背景浓厚、文化内涵有深度的经典

影片。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将已经在韩

国上映的《非诚勿扰》（英文名She's the one）

纳入影片素材，分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诚”价值取向，揭示韩国受中国文化、哲

学、道德等观念影响，使得“忠、孝、礼、诚”

等观念体现在韩国文化中，引导学生理解

韩国语文化现象的深层原因。

三、电影场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电影教学在高校韩国语文化教育中的

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学模式，需

要教师提升电影场景剪辑能力，精选电影

中极具教育意义的场景作为有限教学时间

内呈现的多模态画面，使学生在丰富的图

文声像中提升文化实践能力。在课前阶

段，教师可以提前公开电影名称，给学生以

明确的文化学习主题，要求学生参考自身

所选择的电影收集相关资料从而对电影文

化背景和知识形成一定了解，并依据发散

性思维查找其他相关影片资料，并及时反

馈给教师，基于此教师可及时调整优化教

学技术和模式。在课堂教学中，韩国语教

师应将电影片段作为教学线索进行剪辑播

放，营造文化育人氛围；针对经典对白场

景，教师可提示学生记录，并组织学生进行

角色表演，及时纠正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存

在的语法、词汇和句法问题，使得教学方式

兼具严肃性与趣味性。

四、电影评价：升华文化教育效果

电影教学在高校韩国语文化教育中发

挥的实效需要教师合理的评价作为保障。

高校韩国语教师应将电影作为评价媒介，

尤其在课堂教学总结环节和课后指导环节

中。在课后阶段，韩国语教师应将学生的

课堂真实学习情况作为评价依据，将学生

所要提升的重难点嵌入字幕或者画面中，

进一步优化电影教学视频剪辑，作为学生

自主巩固学习的材料和启发性线索，指导

学生用独立思维查阅、探究中韩跨文化交

际问题，使得文化教育渗透于学生日常生

活中，促使学生在解决日常问题时以中韩

文化立场作为指导，形成全面、客观的文化

认知，升华韩国语文化育人效果。

（作者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

院讲师）本文系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泰山文化外宣韩译研

究”（编号：L2023Z04190153)阶段性成果；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数字化时

代背景下外语专业教师应对教学结构转变

的发展策略研究”（编号：17CWZJ32）阶段

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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