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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一批扶贫题

材文艺作品相继涌现，

以 求 真 求 善 求 美 为 旨

归，以崇高的立意与深

厚的使命感，记录着历

史 的 记 忆 与 现 实 的 巨

变，追逐着时代的浪潮

与未来的愿景，展现着

乡 村 中 国 的 魅 力 与 光

芒。电影创作领域也取

得了有目共睹的实绩。

《十八洞村》《南哥》《李

保国》《秀美人生》《我和

我 的 家 乡》《一 点 就 到

家》《千顷澄碧的时代》

等影片，均以充沛的情

感、独特的创意、丰富的

个性，开拓主旋律电影

创作视野，获得关注和

喜爱。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 彰 大 会 隆 重 举 办 之

后，电影《千顷澄碧的时

代》在全国上映，引发关

注。该片主要取材于河

南省兰考县脱贫攻坚的

故事，并吸收了全国各

地 脱 贫 攻 坚 一 线 的 事

迹 ，以 小 见 大 ，以 点 带

面，将我国脱贫攻坚这

一 彪 炳 史 册 的 人 间 奇

迹，生动写实、纵横捭阖

地呈现在大银幕上。

影 片 融 入 全 球 视

野、现代眼光与历史关

怀，在思想深度、人文内

涵和艺术品质等方面，

达到较高的水准。导演

宁敬武为影片深植了一

种沉潜的主体意识、深

厚的文化担当与独特的

诗性魅力。

《千顷澄碧的时代》讲述了一心想在自己的专

业理论中寻找中国农村出路的金融专家芦靖生，

在准备出国深造之际，被派到兰考县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与县委副书记范中州、乡党委书记韩素

云相遇在兰考脱贫攻坚第一线。他们与人民群众

在一起，接续奋战，攻坚克难，这座贫困县终于得

以“摘帽”，绘就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壮美画卷。影

片不仅聚焦芦靖生在农村最基层的扶贫工作以及

情感走向和思想演变，而且以较为简明的节奏、流

畅的韵律与时空交织、复杂多变的叙事，刻画了以

范中州、韩素云和芦靖生为代表的扶贫工作干部

形象。同时，以较多篇幅描绘了颇具代表性的各

类群众，展示了干群关系的“鱼水情深”。

值得注意的是，《千顷澄碧的时代》还在最大

限度上延展了叙事时空，让兰考的扶贫工作联系

着省里的指导、国家的政策和中央领导的亲切关

怀与宏伟期许。通过对影像文献里的黄河泛滥景

象、电影《焦裕禄》片段的不断借用，激活观众对于

焦裕禄的共同情感，感受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的

回响，让见证历史、观照现实又走向未来的精神激

励照进当下。

影片对扶贫过程中的挑战描摹生动真实，每

一种挑战，都是一种常见问题的浓缩典型。对于

国家政策的解读非常诚挚，没有流于表面，每一个

解决方案的过程都解释清晰。金融扶贫模式如何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也在影片中得到了生动体

现。这正是影片坚持立足中国国情、直面现实的

艺术勇气。也正是因为重视对经验教训的总结，

影片才能在广袤的大地之上、流转的生活之中，讲

述更加难忘的故事，发现更加动人的情感，展现更

加美好的风景。

纵观全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从屡拒资助的

顾大局识大体的群众韩大爷到最终选择支持而从

国外回到黄河岸边的芦靖生女友，从默默为女儿

买药治病的韩素云之父到主动向父亲问候示好的

范中州之子，都展现了普通中国人的美丽心灵和

美好期许。

影片结尾，芦靖生在黄河边表达愿望：“未来

中国的千顷澄碧，有我的一份力量！”在小学生们

的齐声朗读和悠扬歌声里，航拍镜头下的蜿蜒黄

河与千顷澄碧，以其壮美的画面延展在辽阔的中

原大地上。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图为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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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由丁震、温馨导演，胡金岚编剧，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电影

《守望相思树》，我久久沉浸在感动与敬意交织

的情绪中。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影

片，采取倒叙结构，以丈夫牺牲之后守望多年的

军嫂诺丽丽与军人未婚妻夏小雨通信的方式，

深情讲述自己与边防军人张忠良的婚姻故事。

影片以简洁质朴的镜头语言开篇。锣鼓喧

天的喜悦气氛中，身为高中同学的诺丽丽亲手

为 张 忠 良 佩 戴 大 红 花 。 从 此 ，他 走 进 她 的 心

里。因为未明确心迹，她在失落与期待中一等

就是三年。三年之后，两人关系真正建立。影

片以较为细腻的手法，描绘了与结婚相关的一

幅幅幸福场景，忠良第一次拜望丽丽家长表现

出的拘谨，胸佩红花的两人在乡间路上骑行，坐

在自行车前梁上手拿山花的丽丽满面笑容，在

简陋小屋两人其乐融融地吃饭……这些再普通

不过的细节与情景，代表了属于他们的甜蜜时

刻。短暂的婚期之后即是告别，之后便是聚少

离 多 的 两 地 书 信 频 繁 来 往 、电 话 中 的 互 诉 衷

肠。在此，影片用绵密的针脚铺垫足了两人的

情感积累，为后来的叙事埋下了伏笔；更让观众

看到那个时代军人的爱情与生活，为其纯朴的

真情打动。

已升为连长的张忠良和战友在哈拉哈河岸

巡逻时，为了不让新兵冒险涉水，而由自己带老

兵巴图蹚过激流，不料遭遇山洪突发，在奋力将

巴图推上岸之后，不幸被洪水冲走而牺牲。影

片以极富温情的细节，表现丽丽得知丈夫要归

来，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噩耗。这是影片高潮也

是情节转折点。影片用精细的笔墨刻画丽丽的

内心情感，表明她的选择既是寻常的，也是极不

寻常的。

于是，相思树走进了人们的眼帘。丽丽在

忠良生前连队附近的山坡上植下了一棵相思

树，为的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念想”，同时让相思

树代替她的守望。在连队战士的守护下，相思

树在边疆的风雨中长成大树，作为连队新兵入

伍时宣誓和教育的场所。在此，影片为丽丽的

守望揭示了充分的心理基础，纯朴倔强的丽丽，

在意识深处并不认为丈夫忠良真的走了，她始

终固执地认为他有朝一日会回到自己身边。这

就给人物的情感坚守，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情感

依据。因此她拒绝在抚恤金领取文件上签字，

也没有接受婆婆让其改嫁的建议，而与儿子一

起等丈夫回家，独自将幼子张心抚育成人。影

片的叙事与抒情，荡气回肠又催人泪下。

边疆相思树的故事也许并非唯一，但影片在

主人公身上体现出了更为灼热的生死恋情和家

国情怀。电影叙事的简洁、生动与流畅，纪实性、

生活化、抒情性的结合，取得了以细节取胜，以情

感动人的艺术效果，从而构成了影片至爱、至真、

至美的浓烈情感基调，把军人在和平年代为卫国

戍边做出的牺牲奉献，把军嫂这一特殊群体的特

殊贡献，用极为精湛的镜头表达了出来。

演员表演平实自然、贴近生活，赋予军嫂最

美的形象，进行了最深情的赞颂。尤其是将丽

丽的选择树立成时代的一面镜子，对夏小雨形

成映衬与启示。夏小雨那棵发财树的枯萎与复

活，反映了其未曾用心用情来浇灌，又折射出与

丽丽交流之后，丽丽的可贵情怀和境界在这位

未来军嫂身上得以延伸。影片结尾处设计了范

晓罗与夏小雨等几对军人婚礼的情节，正是反

映了这种情感的延续与传承。

影片取景讲究，开阔辽远的高清画质，展现

了北疆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风光，不仅提升其

艺 术 质 感 ，也 使 诗 情 像 哈 拉 哈 河 一 样 奔 腾 流

淌。舒缓、深沉、蕴藉的主题歌咏唱，抒发出一

种穿透心灵、穿透时光的悠长深情，给人留下无

尽回味。

诗情像哈拉哈河一样奔腾
——评电影《守望相思树》

汪守德

记者：《十送红军》在革命歌曲之外，有着更

具时代感、丰富性的艺术面貌。纪念红军长征

80 周年，献礼剧《十送红军》热播引发各方关注，

直到今天在各大视频网站上仍是高分热评剧。

为了创作剧本，您当年重走长征路，在无名烈士

墓前找到了讲述长征的切入口。有哪些感受至

今依然记忆深刻？

李修文：最深的感受，是一种深入史实内部

的亲历感。读懂长征要回归历史材料，也要回归

充满细节的历史现场，唯有重走长征路，我才能

将创作作为一条纽带，一头连接着今天，一头连

接着昨天。我以为，越是书写宏大历史，越要在

美学感受上与今日贯通。

确实，我在长征路上的无名烈士墓前感受最

深，这些牺牲的无名战士让我感受到：长征精神

体现在指挥部、战壕里，体现在千千万万笃信革

命、紧跟党的战士们的身上。正因为如此，我建

立了书写无名战士的创作主基调。

记者：同样讲述长征，同为“十送红军”，电视

剧与歌曲在精神脉络上有哪些共通之处？

李修文：《十送红军》这首歌，旋律优美，情

深意长，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它给我最大的启

发是叙事角度。与众多歌颂红军的歌曲不同，它

以普通百姓的送别视角展开，将革命战士的奋战

苦行与众多日常生活场景紧紧联系在一起。它

生动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所以，在电视剧《十

送红军》创作中，我的头顶一直高悬着一个无名

战士之父老的视角，我想要代替无名战士写一封

长信，告诉家乡父老，那些战士们是在何时何地

又因为什么样的理想选择了牺牲。某种程度上，

电视剧《十送红军》是写给歌曲《十送红军》的一

封回信。

记者：电视剧《十送红军》以红军战士为主

角，浓墨重彩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理想信

仰之歌。荧屏上的抛头颅洒热血，深深感染了观

众。近年来，众多影视作品追求“以小见大”的讲

述，如何写出平凡中的伟大？

李修文：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往往能

看见那些起到关键作用的小人物与小事件，“大”

往往根植在“小”中，但我们要尤其关注“大”，这

个“大”，往往关乎根本认识和创作原则。革命历

史题材作品的当代性非常重要，但不能为了让当

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就简单化甚至矮

化革命者的信仰与牺牲的本质，也绝不能过度传

奇化。这一认识，也是我写作过程中时刻秉持的

原则。

记者：电视剧《十送红军》对“长征”主题进

行了富有新意的开掘，庆祝建党百年的献礼剧

《百炼成钢》中，您再次执笔有关长征的故事。

长征故事和长征精神，为什么持续激发您的创

作欲？

李修文：就我采访和翻阅历史资料得来的滋

养而言，电视剧《十送红军》里的 10 个故事可能

还不及 1/10，还有太多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希望

我有更多机会写出它们。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长征主题是富矿。那

么多战士，那么多颗心，那么多在战争中被淬炼

的灵魂，提醒着今天的创作者：经典题材之所以

经典，是因为它们在任何时代都有重新表现的路

径和可能。审美随时代不断变化，但这绝不能使

经典题材的魅力减弱，相反，时代审美被经典题

材激荡，才给了我们写出优秀之作的更多可能。

记者：今年我们庆祝建党百年，也迎来长征

胜利 85 周年。85 年来，长征主题持续被文艺创

作者发掘阐释，红色经典层出不穷。今天我们再

来讲长征故事，如何赋予其更多时代感，赢得更

多受众？

李修文：长征题材就在那里，它本身已经足

够丰富和精彩。单从戏剧上来说，它的时代感从

没有欠缺过，时刻等待和今日生活的水乳交融。

长征题材的创作一定会历久弥新。

今天我们的创作者绝不能单纯站在戏剧的

内部看待历史，而是要首先建立对历史的正确

认识。革命因何而必然发生？革命者因何而成

为 有 信 仰 的 战 士 ？ 战 士 们 又 因 何 而 奋 斗 与 牺

牲？增强时代感，绝不能以历史感和正确价值

的减弱为代价。

红色经典早已深藏在我们的记忆中，也在许

多时候成为我们创作的起点。我小时候住在一

个剧团附近，经常看见演员们排练红色经典作

品，《十送红军》这首歌正是在那时被我熟知。大

概也是从那时起，我有了初步的认识：唯有展现

严正而充沛的美学，我们的作品才能真正匹配那

些战士们的灵魂。对于创作者来说，这也是一场

战斗，要持续进行自我的革命。

“写给《十送红军》的一封回信”
——对话电视剧《十送红军》编剧、作家李修文

本报记者 任姗姗

“ 一 送 里 格 红 军 介 支 个 下 了 山 ，秋 风

里 格 细 雨 介 支 个 缠 绵 绵 。 山 上 里 格 野 鹿

声 声 哀 号 ，树 树 里 格 梧 桐 叶 呀 叶 落 完 。 问

一 声 亲 人 红 军 啊 ，几 时 里 格 人 马 介 支 个 再

回山……”

半个多世纪来，一首《十送红军》唱遍全

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反复吟唱、不断回味

着。“这首歌与长征密切相关，它表达了革命

根据地人民与红军难舍难分的情感。”江西省

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潘庆蓓介绍，1961 年，空

政文工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大型歌

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正是这场被称为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前奏篇”的演

出，将《十送红军》推向了大众。

1960 年，空政文工团接到重要任务，要

求把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代表性革命歌曲

编排成大型歌舞，以鼓舞全国人民和全体指

战员。创作的重担落在张士燮、朱正本等人

身上。在此之前，二人已合作过电影《万紫千

红》的 主 题 曲《银 球 飞 舞 花 盛 开》等 多 部 作

品。然而，主创团队在编创中发现，由于历史

条件所限，许多当年的歌曲并没有完整保留

下来，尤其是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时，找

不到一首合适的歌曲来表现。他们决定组成

采风小组，亲自去一趟江西，在长征开始的地

方汲取灵感。

多年以后，张士燮、朱正本回忆采风创作

的过程，依然感触颇深。张士燮曾经谈道：

“革命老区人民对红军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

在回忆往事、歌唱红军时期的歌曲时，常常一

边唱一边流下泪水。”张士燮把自己搜集到的

多首有关红军的江西民歌整理归纳后，写成

了《十送红军》的歌词。朱正本一拿到歌词，

就被其朴实不失深情的语言打动，他的脑海

中回响着采风搜集的民歌曲调，在不到一个

小时的时间里，几乎一气呵成完成了谱曲。

“谱到‘七送’，‘千军万马介支个江畔站，十万

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不禁潸然泪下。”朱正

本曾这样回忆。

让朱正本潸然泪下的那段往事，发生在

上 世 纪 30 年 代 。 第 五 次 反“ 围 剿 ”宣 告 失

败 ，危 急 时 刻 ，中 共 中 央 决 定 开 始 长 征 。

1934 年 10 月，8 万多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

转移的征途，根据地百姓上演了送别红军的

感人一幕。

转移的口令声，在部队中迅疾传开。向

西转移，对于部队中的很多人来说，意味着离

别保卫多年的革命根据地，也意味着与家乡

父老的诀别。闻讯而来的百姓，纷纷赶到村

头、河边和大道旁，送别踏上征程的红军。他

们一边送一边唱，一边唱一边流泪，他们中有

红军战士的父母姐妹，有新婚不久的妻子，也

有年幼无知的孩子……这一历史画面，在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文艺晚会《永远的长

征》上，被艺术化再现。

“小时候，我通过广播听《十送红军》，读

大学时，我为电影唱《十送红军》，这首歌我不

止一次唱，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受。参演《永远

的长征》是最动情也最难忘的一次。”歌唱家

张也说。《十送红军》在《永远的长征》中出现

了两次，第一次在长征伊始百姓送别红军时，

第二次在长征胜利会师后，由张也和雷佳分

别演唱。

《十送红军》的歌词口语化，以叙事为基

础，有很强的画面感，曲调在赣南采茶戏等民

间曲调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循环曲式，唱半

句、停半句，表达的是留恋不舍、深情祝福等

多种情绪。张也认为，这首歌既饱含百姓与

红军的鱼水之情，也表达了人民对于党的深

厚感情和革命必胜的决心。演唱中，她采用

戏曲的表现手法，适当加入气声和哭腔，将这

种难舍难分又无比坚定的复杂情绪，丝丝入

扣地表达出来。“每次唱《十送红军》，我总会

热泪盈眶。”张也说。

一首《十送红军》，跨越几十年，为何总让

人热泪盈眶？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

水情深的历史。”《十送红军》家喻户晓、传唱

不衰，正是因为唱出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

结奋斗，生动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

一首一首《《十送红军十送红军》》

为何总让人为何总让人热泪盈眶热泪盈眶
希 亚

⑦

图 片 自 上 而 下 为 中 国 画《十 送 红 军》

（局部）、电视剧《十送红军》剧照。

制图：蔡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