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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即将在北京开幕，“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的新奥运精神再次在中

国燃起。

从 1934 年孙瑜拍摄的中国第一部体育

电影《体育皇后》到今天，体育运动始终意味

着一种健康的人格和生命力。体育文化不

仅代表着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不断突破人

类极限的现代精神，也是一种永不言败、不

屈不挠、从弱者变成强者、发展进步的国家

精神。

1957 年，第三代导演谢晋拍摄了《女篮

5 号》，借两代篮球运动员在新、旧中国的鲜

明对比，展现了新社会让运动员不再受球

队老板和外国人的歧视，成为拥有个人尊

严的职业的过程。电影通过年轻一代运动

员克服个人思想，把体育训练与为国争光

结合起来，赋予体育题材电影爱国主义的

底色。1959 年的《冰上姐妹》、1964 年的《女

跳水队员》、1979 年的《乳燕飞》等一批优秀

体育题材电影，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妇

女的解放，又呈现了个人竞技与集体文化

的融合。1981 年第四代导演张暖忻拍摄了

《沙鸥》，讲述女排主力队员沙鸥战胜伤痛

坚持训练，最终却没有获得冠军，又在人生

的 挫 折 和 亲 人 遇 难 中 重 新 振 作 起 来 的 故

事，展示了奋发图强的精神。

上世纪 80 年代“五连冠”的女排精神激

励几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奋起直追，

中国体育运动员积极参与亚运会、奥运会等

国际赛事，每次重大体育赛事都是激发爱国

主义和拼搏精神的契机。2008年中国成功举

办夏季奥运会，今年即将举办冬季奥运会，中

国为世界体育运动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近几年拍摄的多部体育电影，成为讲述

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文化载体。其中比较有

代表性的，有 2019 年表现中国登山队攀登珠

穆朗玛峰的《攀登者》，有 2020 年展现中国女

排再度崛起的《夺冠》。两部电影都反映了

不同时代体育健儿的奋斗故事和爱国主义

精神。

电影《攀登者》取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 中 国 登 山 队 两 次 成 功 登 顶 珠 穆 朗 玛 峰

的真实历史，通过讲述 1960 年和 1975 年中

国 登 山 队 两 次 从 喜 马 拉 雅 山 北 坡 攀 登 珠

穆朗玛峰的故事，展现中国在特殊年代以

举 国 之 力 组 织 攀 登 世 界 最 高 峰 的 壮 举 。

对 于 1960 年 登 上 珠 穆 朗 玛 峰 的 老 登 山 队

员 方 五 洲 、曲 松 林 和 杰 布 来 说 ，第 一 次 登

上珠峰因为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而无法获

得国际登山界认可，这成为他们无法释怀

的 心 结 。 此 后 不 管 时 代 和 个 人 际 遇 发 生

多 大 的 变 化 ，他 们 始 终 坚 信 还 能 登 上 珠

峰，这从方五洲十几年如一日保持体能训

练 和 曲 松 林 守 在 珠 峰 脚 下 没 日 没 夜 地 收

集 气 象 数 据 中 可 以 看 出 。 这 种 不 服 输 的

意志除了来自于他们个人的信念，更重要

的是依靠科学组织和严格训练，这背后依

托 的 是 国 家 力 量 。 登 上 珠 穆 朗 玛 峰 既 是

一 种 不 言 败 、不 服 输 的 竞 技 意 识 ，也 是 对

国 家 荣 誉 和 国 家 主 权 的 捍 卫 。 这 部 电 影

把个人情感与集体主义结合起来，呈现出

为祖国顽强拼搏的精神。

《夺冠》以中国女排为主角，表现了从

上世纪 80 年代女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获

五连冠的辉煌历史，到经历 90 年代的持续

低迷，再到新世纪以来又重新获得世界冠

军的故事。排球是集体项目，既要求个人

素质，又要求团队配合，刻苦训练、为国争

光是老女排的精神。那间 80 年代女排训练

场，凝结着老女排艰苦奋斗、流血流汗的历

史；而郎平教练的科学训练、个性化的激励

以及放下包袱的战前动员，显示了老女排

精神与新女排气质的融合。从这里可以看

出，新时代的中国体育故事既捍卫国家荣

誉，又尊重个性差异化发展，这是一种更具

包容性、多样性的爱国精神。 2021 年年底

还有一部纪录片《无尽攀登》上映，讲述了

第一位靠假肢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中国

登山家夏伯渝的故事。在经历常人难以忍

受的双腿截肢、癌症折磨的情况，夏伯渝最

终在 69 岁实现登顶珠峰的梦想，创造了登

顶珠峰的人间奇迹。

近些年，中国实现了体育文化的创新性

发展。竞技体育、商业体育与群众健身的结

合，丰富多彩的现代体育项目引入中国，如

马拉松、登山、赛车等极限运动也深受中国

人的欢迎，校园体育中重视“完全人格，首在

体育”的精神。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中，需

要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体育比赛有终点、

有成败，追求梦想、突破极限的体育精神没

有终点。这种不惧艰难、不畏风险、勇攀高

峰的奋斗精神，正是体育和体育题材电影的

魅力所在。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

究员）

图为电影《攀登者》剧照。 资料图片

用光影生动讲述中国体育故事
张慧瑜

电视剧《超越》是第一
部 以 我 国 短 道 速 滑 史 为
题材的电视剧，它以新颖
的 方 式 表 现 了 中 国 冬 季
体育运动的发展历程

《超越》超越了以往诸
多行业剧惯用的硬性区隔
两 代 人 乃 至 三 代 人 的 做
法，而是强调同心同德、同
道同向，这是特别值得称
道的

核心阅读

冬奥题材电视剧《超越》正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一套黄金档播出，是中国电视人致

敬北京冬奥会的献礼剧，是讲述我国冰雪运

动发展史的行业剧，也是激励中华儿女行健

致远的励志剧。它以新颖的方式表现了中

国冬季体育运动的发展历程。

一部短道速滑“超越”史
中国冬季体育运动发展缩影

《超越》是国家广电总局“我们的新时代”

主题电视剧重点项目。该剧以“北冰南展”为

背景，讲述三代短道速滑运动员为了祖国荣

誉而奋斗拼搏的故事。剧作在聚焦中国短道

速滑发展的同时，展现了国家快速发展的时

代风貌，生动诠释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

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

华体育精神。在即将迎来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开幕之际，作品以《超越》命名，蕴含着对劲

健风骨的召唤与确认。

在《超越》开头，吴庆红夺得全国速度滑

冰冠军的照片，定格在 1982 年。这个时间，

距中国获得第一枚冬奥会金牌还有 20 年。

《超越》开播时，我国在冬奥会赛事史上实现

金牌“零的突破”，已过去了 20 年。在这前后

40 年间，中国从参与冬奥会、冬奥会夺金到

主办冬奥会，从以职业竞技为目标的冬奥会

到全民参与冰雪健身运动，从“一听到滑冰

滑雪想到的就是东北孩子”到 3.46 亿人踏雪

上冰，经历改革开放、迈入新时代的中国冬

奥历程在《超越》中得到精炼的故事化讲述。

《超越》是第一部以我国短道速滑史为

题材的电视剧。它从 1989 年的黑龙江短道

速滑队创建和 2014 年青岛短道速滑队招新

同时起笔，在两代教练员和两代运动员群像

中，以第一代运动员转换为教练员为纽带，

串接起三代人在短道赛场上和人生历练中

的跌宕起伏。与以往行业剧创作多以行业

内标志性事件来结构剧情不同，《超越》的叙

事焦点和表意重点没有放在对短道速滑项

目胜负的呈现中，而是放在了对“短道速滑

人”精神世界的刻画里。《超越》所关注的“超

越”，首要的不是对对手的超越，不是对计时

器刻度的超越，而是对自我的超越，对内心

局限的超越。这种对内心局限的超越，如陈

敬业在选拔赛领先的时候“让位”给郑凯新

后所说“我让的不是你，我让的是我的队伍、

我的祖国”；如郑凯新之所以愿意离开故土、

执教青岛，是因为这样做可以给侯思源、徐

朵朵换来不再窘迫的生活。而陈冕最后战

胜严秀晶的决定因素，是她剪掉了长发，重

拾快乐滑行的自在。“胜人者有力，自胜者

强”，《超越》正是以自胜为表现重点，进而深

刻诠释中华体育精神。

一部青春励志剧
几代人拼搏精神传递

《超越》是一部写给青春的励志剧，不只

一代人，而为每一代人。作为涉及各个年龄

阶段的长时段故事，它没有采用角色群像代

际递接的叙事结构，即讲完一代人的故事，

再接着讲下一代人的故事，而是以代际交叉

的结构，将中国三代短道速滑运动员、教练

员的故事求同存异“混编”在了一起。由此，

1989 年 1 月开始的黑龙江短道速滑队故事，

与 2014 年 7 月开始的青岛短道速滑队故事，

以对位的形式徐徐展开、交替呈现。“花开两

朵各表一枝”的传统叙事方式，在《超越》里

衍生为“花开两簇各在一树”“天地虽不同，

当春共发生”的新鲜样式。于是，1989 年被

“拽进”黑龙江短道速滑队的 17 岁小伙子郑

凯新，和 2014 年力图“挤进”青岛短道速滑队

的 16 岁小姑娘陈冕就成了“同龄人”，“超越”

时空地各自演绎出一段段短道小传，相得益

彰，相互成就，也相映成趣。

《超越》在起承部分采用的代际角色交

叉叙事，不仅是本剧故事的“打开方式”，也

是本剧凸显“青春共同体”的立意所在。在

《超越》中，陈敬业、江宏、郑凯新与陈冕、向

北、罗竹君是两代人，但作品没有刻意放大

与 厚 描“ 代 差 ”，而 是 不 遗 余 力 地 突 出“ 同

德”。陈敬业的“大哥”形象与侯思源的“大

姐”形象何其近似，郑凯新的“恃才”神态与

罗竹君的“傲物”神态异曲同工。十七八岁

的黑龙江队喊出的口号是“龙江速滑、奖牌

全拿”，十六七岁的青岛队以“青岛短道、舍

我其谁”与之相应。在讲述代际交接史的作

品群里，《超越》超越了以往诸多行业剧惯用

的以 80 后、90 后为青春角色的细分标识，来

硬性区隔两代人乃至三代人的做法，而是强

调同心同德、同道同向，这是特别值得称道

的。《超越》在起承部分将两代人的青春故事

叠合起来，在转合部分又将两代人的轨迹融

合起来，将同工的异曲汇入共赴北京冬奥会

的交响乐中。

超越，在来路上，也在征程中。

（作者为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

图为电视剧《超越》剧照。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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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

重要讲话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

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把艺术创造

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奋斗敞开，

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

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

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

力、发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

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如何从时代

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是每

一位演员在自己的演艺生涯中都

要实践的课题。

前不久，我受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的邀请，在《故事里的中国》第三

季中饰演老年时期的中国核潜艇

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节目播

出后许多观众告诉我，他们被彭院

士一家两代践行“愿将此身长报

国”的信念深深感染。我又何尝不

是呢？这次参演让我更加认识到，

一个演员只有深刻把握民族复兴

的时代主题，与党同心同德，才能

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

的优秀作品涵养人民群众的精神

世界。

我曾在影视作品中塑造过不

同类型的角色，这一次是非常难忘

的经历。与其说我们用艺术塑造

彭士禄院士的形象，不如说是节目

带领我们在一步步靠近他、试着成

为他的过程中，走进时代楷模的精

神世界，感受他对国家、对民族、对

人民的赤子之心。

正式表演前，我们通过聆听

人物访谈、朗读回忆文章，以及连

线观摩陈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里的珍贵文物和历史照片，

从不同维度了解彭院士的个人成

长和奋斗历程。最触动我的是他

的成长经历。他 3 岁时母亲蔡素

屏 牺 牲 ，4 岁 时 父 亲 彭 湃 就 义 。

他的童年颠沛流离，1933 年，年

仅 8 岁的彭士禄被捕入狱、受尽

磨难。彭院士的女儿彭洁讲述父

亲的童年经历时说：“那是父亲最

悲惨的一年，每天只能通过监狱

牢房里的一个射击孔向外面看，

那是一片大海。他就觉得，射击

孔的外面是天堂，里面就是一个

地狱。”直到 1940 年，他才终于结

束苦难的生活。

听到这里，我流下了眼泪，瞬

间理解了彭院士曾经说过的话：

“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这一辈子只

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我对人民永远感激，

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彭士禄少年立志，青年苦学，而后将自己全部的热爱和心血

都倾注在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耕耘、铺路上，一直在工作岗

位奋斗到 93 岁高龄。2021 年 3 月，96 岁的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辞世后的第九天，他的骨灰被撒向了渤海湾，也就是中国第一艘

核潜艇下水的地方。

朗读彭士禄写的个人回忆：“我终于没辜负那些冒死保卫我

而从不索求的百姓，没辜负培养教育我的党，没辜负老一辈革命

家对我的期望，没辜负父亲的英名。”那一刻，我的眼前浮现出一

个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形象。

“愿将此身长报国”的铮铮誓言，是彭士禄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

实、勤勤恳恳、长长久久践行出来的。

在用角色靠近彭院士的过程中，我数次联想起自己的经

历。我比彭士禄小 10 岁，也是幼时失去双亲，一夜之间成了孤

儿，甚至弄不清自己的生日到底是哪天。后来，我就把加入中国

共青团的日子作为自己的生日，决心一辈子跟党走，到 83 岁时

终于如愿加入党组织。和彭院士相比，我这辈子对社会谈不上

做了多大贡献，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在矢志不渝追求演艺事业

的 70 多年里，认认真真塑造过不少小角色。每一次演戏，我都

和那些可爱的小角色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也都让我获得过心灵

的感悟和精神的鼓舞。我热爱我的职业，它让我始终感知着大

千世界的喜怒哀乐，品尝着人民群众的酸甜苦辣，并且尽我所

能，为他们抒情，为他们讴歌。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

所有的故事和英雄，都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艺术源泉。所有的聆听、体验、感悟，都是为了让火热的中国故

事变成生动的文艺作品，让更多观众铭记和传承这些时代的榜

样与精神。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任重而道远。我们

广大文艺工作者有充分的使命自觉，用更多扎实而有力的创作，

让中国故事传得更远、叫得更响、留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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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故事和英雄，都是我们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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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所有的聆听、体验、感悟，都是为了
让火热的中国故事变成生动的文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