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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昂的青春主题

青春是百年中国的重要主题。近期的影视作品，
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主创们以青葱岁月的时态、青年
男女的心态和青春昂扬的语态作为叙事基调，从令人
热血沸腾的“五四”运动到建党伟业，再到中共的各
个历史时期，信仰追寻与青春成长一路相伴，生动记
述了时代精神与青春话语同频共振的百年征程，完成
了对青春主题的深情致敬。

革命总是不破不立，建设总是除旧开新，理想总
是乘风破浪；青春也总是意味着革故鼎新、突破自
我。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也是一部
青春奋斗史。

《觉醒年代》 里的青春是激情奔涌、肆意潇洒的。
这部以北大为主要背景的作品，讲述了李大钊、陈独
秀等革命先驱苦苦寻找救国真理，启迪并引领毛泽
东、周恩来等进步青年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奋斗历程。
革命之澎湃如同青春之激越，当我们看到北大学子在
五四运动中群情激昂地游行抗议时，当我们看到陈延
年、陈乔年迈着坚毅的步伐从容就义时，我们确信他
们的青春必将芳华永驻。

《跨过鸭绿江》 里的青春是热血沸腾、壮怀激烈
的。70年前那场气吞山河的战争，为今天的幸福生活
夯实了基础。正如剧中所言，这场战争的参与主体是
平均年龄只有 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他们在最好的年
华以身许国，留下万世永存的青春丰碑。

《大江大河》 里的青春是朝气蓬勃、挺立潮头的。

这部剧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之初，满怀理想、憧憬又激
情四射的一代青年的奋斗史，全面展现了在全民所有制
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大潮中的青年创业者的
人生选择，用青春的旋律唱响了春天的故事。

《山海情》里的青春是朴素温暖、吃苦耐劳的。这
部剧讲述了宁夏西海固地区的老乡们在易地扶贫搬
迁、对口帮扶政策指导下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历
程。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青年人是最渴望也最有
动力改变命运的群体。他们不甘心苦守着贫瘠又毫无
希望的土地走过一生，怀着逆天改命的决心和韧劲走
出大山。

《在一起》里的青春是扶危济困、浴火重生的。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令人猝不及防，年轻的医生护
士和志愿者们不惧危险、勇担重任，在生命的拐点唱
响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别样的青春故事

青春期是人的心理与生理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确立的重要节点。青
年人的激情与活力，在充满变革的社会语境下会被加
速激活和催化，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有生力量。

无论是革命运动、武装斗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
青年人的故事总是有着别样的意趣和风采。青春在任
何时代都有共性，青春的朝气蓬勃、躁动不安乃至冒
失莽撞如出一辙，这是储存在青春血液里的基因密
码。在面对学业、事业、情感、理想和信仰时，彼时
青年的困顿、迷茫、焦虑和纠结，与当下青年人的心
灵轨迹大抵相同。因此，青春故事无须过多的阐释，
就可以在各个年龄段的成年观众中产生共鸣，因为我
们同样走过或者正在经历着青春。

《觉醒年代》里的陈延年、陈乔年起初和父亲陈独
秀的关系非常紧张，他们曾经信誓旦旦地要与父亲

“划清界限”，一如当下许多叛逆期的少年会对家长有
诸多的抱怨和抵牾。因此，他们会在父亲的菜里放上
一只活青蛙，会在开办互助社时“强迫”父亲洗碗。
这些略显幼稚的逸闻趣事，让青春之革命故事多了些
许活泼诙谐的色彩。

《激情的岁月》里的青春故事既有报国志又有赤子
心，还有属于青年男女的爱情乐章。艰苦的生存环境
和枯燥的科研攻关，丝毫不能遮蔽青年科学家对于爱
情的渴望，尤其是王怀民与杨佳蓉的情意相投又爱而
不得，令观众唏嘘不已，共情效应唤醒了观众曾经怦
然心动的记忆。

《送你一朵小红花》揭示了本该肆意绽放的青春所
面临的病痛与死亡。在电影里，原本自暴自弃的韦一
航偶遇积极乐观的马小远并由此改变了消极心态。于
是，同病相怜的两个年轻人用尽全部的力量争分夺秒
地完成生命中渴望实现的梦想。那些面对绝症向死而
生的人，都值得拥有一朵盛放的小红花。

《你好，李焕英》里的青春是对亲情的致敬和对旧
时光的缅怀。作品通过一个神奇的穿越故事让母女两
代人的青春在同一刻相逢，用共同的青春话题小心翼
翼地缝合母女之间的代际沟壑，用幽默、温暖的语态
唤起了人们的亲情记忆。

多彩的青年人物

青年是塑造角色时最为活跃、最具戏剧性的形
象。青年角色有着专属于青年的美学气质，青春期喷
薄欲出的荷尔蒙，旺盛的精力，人生无限的可能性，
赋予角色丰富的性格、差异化的外形和多样化的命运
走向。青年人的言谈举止，时而青涩冲动、时而迷茫
纠结、时而肆意潇洒，却总是不愿墨守成规。

因为有了青春，影视作品的情境多了一抹朝气和
明媚。正如李大钊先生的名作《青春》所言：“以青年
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
青春之生涯。”近期的影视作品中，青年角色在轰轰烈
烈的时代洪流中完成自塑与他塑，勾勒出百年来中国
青年的生命意义和精神版图。

《觉醒年代》里的陈延年、陈乔年、毛泽东、周恩
来等进步青年，英武挺拔、意气风发，他们给老旧迂
腐的中国灌注了新鲜血液。剧中的青年毛泽东在读过

《青年杂志》 后心潮澎湃，他迎着风雨振臂高呼：“文
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心力体力合二为一，世上事
未有不成。”一个斗志昂扬、充满革命理想主义情怀的
青年形象瞬间生动起来。

《山海情》里的得福、得宝、水花、麦苗等山村青
年，他们质朴甚至略显土气的形象丝毫不能遮挡青春
的光芒。他们未被世俗侵染的纯洁心灵与清澈眼神，
正是那一方土地赐予他们的最为宝贵的礼物。

《在一起》里的青春故事与生死相连。当青年人更
早面对死亡的降临，他们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就会更
加成熟和深邃。剧中的年轻护士，面对患者乃至同事
的死亡而无力回天时，几近崩溃。她一度恐惧、沮
丧、动摇，想辞职离去，但在经历了艰难的心理调适
和重建后，尤其是看到身边有更多青年志愿者加入
后，她毅然返回抗疫一线，践行了医务工作者的希波
克拉底誓言。

从《觉醒年代》到《在一起》，影视创作者沿着百
年来的时间脉络，以矩阵式、接力赛的方式寻找着一
代又一代人的青春足迹。这些作品或深沉内敛、或悲
壮豪迈、或诗意浪漫、或旷逸练达，在时代洪流的激
荡中，把青春成长融入宏大的家国视野，既关注小悲
欢，更关注大格局，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饱满的创作
激情，擘画出充满活力、动力和生命力的青春中国。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中，由中国交响乐
团委约创作的大型交响音诗 《百年抒怀》 日前在北京国
家大剧院成功首演。

作为中国交响乐团今年推出的重磅新作，同时也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
重点扶持作品，《百年抒怀》在演出前就备受瞩目。整部
交响音诗由张朝、郝维亚、杨帆、姜莹创作的 《日出破
晓》《记忆深处》《百年征程》《光荣岁月》4首乐曲组成，由
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首席指挥李心草执棒，以丰富多元
的音乐语言和饱满深沉的情感，全景式折射了中国共产
党从诞生到壮大，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革命历程。

《百年抒怀》 的4部作品风格各异，展示了中国音乐
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音乐思考。《日出破晓》 分为“日
出”和“破晓”两部分，巧妙运用带有边疆少数民族特
点的和声与配器，描绘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
中国共产党人如日出破晓般，以生生不息之力量，不屈
不挠之精神，驱走黑暗、带来光明的壮丽画卷。《记忆深
处》 为琵琶与乐队而作，采用“古曲新唱”的创新手
法，用琵琶和乐队特殊的演奏方法去模仿中国古代音乐
的声音，饱含对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
牲的人民英雄的思念与回忆。《百年征程》 以激昂奋进、
脍炙人口的旋律，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伟大成
就，展示了当代中国正以巨人般的脚步，迈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和伟大征程。《光荣岁
月》 为女中音与乐队而作，整首曲子没有歌词，歌唱家
全程只以“啊”吟唱，以平静深邃的情感，带领观众回
到那个不懈奋斗、激情燃烧的共和国岁月。

“接到委约之后，我们就在思考，这样的题材一样要
有交响乐的规模和形式。虽然是多人创作，大家各写各
的，但是作为一场交响乐，我们还是做了整体的设计：
第一部作品相当于第一乐章，承担起放的功能，第二部
是第二乐章，偏慢板、抒情和沉思，第三、第四部逐渐
走向辉煌的终曲乐章。”参与此次创作的郝维亚表示。
因此，《百年抒怀》 4部作品虽然风格迥异，却有机融合
在一起，保持了整部交响诗的完整性，在不断带给观众
新鲜感的同时，又引领大家跟随音乐的脚步深刻感悟百
年来的伟大征程。

通过创作，作曲家们也得以重温党史，对中国共产
党波澜壮阔的历史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姜莹表示，
自己在创作 《百年征程》 中阅读了不少党史书籍和相关
纪录片，还前往浙江嘉兴南湖等地参观，期间所读所闻
所感为创作积累沉淀了素材。“音乐说起来很抽象，其实
又很具象，创作者只有明白自己要表现什么，观众才能
感受到。我们希望通过作品，把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
精神提炼化、艺术化，以音乐的形式传递给观众。”姜莹说。

本报电（记者苗春） 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
电视剧 《陪你一起长大》 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该剧是
由湖南广播电视台指导组织策划，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
乐传媒有限公司制作出品的现实题材作品，围绕4个不同
家庭的育儿故事展开，对亲子关系、婚姻关系等进行了
深入探讨。笑中带泪的家庭琐事和真挚细腻的亲子情
感，引发了观众共鸣。

专家们认为，该剧用温暖的现实主义手法，展现了
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从政策层面推出诸多举措，化解
家长中普遍存在的“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
情绪，树立了公平教育、素质教育、立德树人的正向教
育观念，鼓励孩子从兴趣中找到方向，全面发展。

北京大学教授俞虹认为，该剧带有开拓性和创新
性，在创作上既有全景又有聚焦，并且焦点并非放在学
校，而是放在家长的成长上，在主题体现上更有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乘虎表示，这是一部有话题性、创
新性、及时性的作品，涵盖了各种有关教育的热点话
题，具备广阔的覆盖面与现实针对性，用文艺抒写的方
式积极地释放焦虑，告慰和勉励大众，对社会议题予以
回应，让更多父母从中得到启示。

青春之于人生是最好的年
华；青春之于中国是永葆初心与
梦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之际，近期许多影视作品不约
而同地用饱含深情的笔触，生动
记叙了百年来中国青年追寻信
仰、检验真理、改变命运、筑梦
未来的生动画卷。与以往一些偶
像剧、言情剧不同的是，这些作
品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浪漫，蕴含
着现实主义的真切，以青春书写
中国，用理想照耀未来。

▲ 电视剧《绝密使命》剧照 出品方供图

用影像书写青春中国
杨洪涛

作为国家广电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电视剧展播剧目之一，首度揭秘式展现中央红色交
通线使命与贡献的 《绝密使命》，目前正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播出。该剧讲述了交通员在长达
3000 公里的红色交通线上输送物资、传送情报、护
送干部的故事，一开播就引发观众热议，多地掀起
看 《绝密使命》 学党史的热潮。

土地革命时期，连接上海党中央所在地和地跨赣
闽粤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线，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
线。由于各种原因，此前其革命历史并不为人所知。
从 1930 年至 1934 年，在 1300 多个日日夜夜里，中央
红色交通线护送了 200 多位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
部安全到达苏区，采购运送了 6000 多担物资，为上
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转运了大量我党我军重要
文件和重要情报。《绝密使命》 再现了当年红色交通
员们遇险不退、遇难不避、机智勇敢的战斗故事，
讴歌了交通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赤胆
忠心。

在拍摄前期，这部剧的主创做了大量史料调研，
剧中主要角色几乎都有真实的人物原型。比如张桐饰
演的潘雨青的原型是蔡雨青，在人物塑造上还集合了
邹端仁等伯公凹七烈士的英雄事迹；邹叔宝的原型是
学识胆识兼具的邹作仁。历史上的邹氏家族有30多人
参加红色交通线的革命工作，为此牺牲了13条年轻而

宝贵的生命。
在敌人眼皮底下打通 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可谓

在刀尖上行走，是在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剧中，交通员们时常要在晚上执行任务，并且

要走山路；遇到村子不能进，要绕着走，还要注意消
除走过的痕迹。到了站点，单线交接时暗语要一字不
差，上下级对接也需十分谨慎。交通员们执行任务
时，不但要战胜洪水、猛兽，更要机智勇敢地应对敌
人的稽查。

船老大、邮差、客栈老板、厨师……交通员身份
各异，鱼肚中、扁担里、竹纸中……传送情报的办法
五花八门，传情报、运食盐、送药品、运枪支……交
通员的任务一个比一个艰巨。剧中悬念迭起、环环相
扣的强情节叙事，扣人心弦。

正如潘雨青打的比方——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
区，就像一个人的脑袋和身躯，交通线就像一条血
脉，交通员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绝密使命》形象地让观众感受到交通线的独特地位和
作用。

据悉，全国多地自发组织了 《绝密使命》 看片
会，重温红色记忆，汲取精神力量。剧中展现的“一
盏明灯——伯公灯”“周恩来的三块银元”“一门七位
烈士”等故事日益为更多观众熟悉，中央红色交通线
旧址成为党史学习阵地。

红色交通线上
的闪亮坐标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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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琶演奏家赵聪（中）与乐队合作演出《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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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一起长大》研讨会举行

云直播携读者走进契诃夫书房

▲ 《觉醒年代》剧照 出品方供图

▲ 《山海情》剧照 网络图片

▲ 《在一起》剧照 网络图片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在中国，契诃夫是家喻户晓
的俄国作家，他的代表作 《万尼亚舅舅》 是在哪里创作
的？他的书房里藏着怎样的秘密？4 月 17 日，人民文学
出版社“回到文学现场，云游大家故居”系列直播第三
季“云游俄罗斯文学大家故居”第一站带领读者走进位
于俄罗斯郊外的契诃夫梅里霍沃故居博物馆，隔空感受
这位世界级作家的魅力。

契诃夫梅里霍沃故居博物馆，距莫斯科 70公里，是
俄罗斯主要的博物馆之一，专门展示作家契诃夫的生平
和创作，永久展出共计 3万件物品。作家在 1892 至 1898
年间生活于此，完成了 《海鸥》《三姐妹》《万尼亚舅
舅》《带阁楼的房子》等杰作。

在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
文力带领下，近20万读者通过直播看到了当年契诃夫工
作和与家人生活的房间原貌、契诃夫的手稿以及19世纪
农村日常生活中的物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