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

2021年5月21日 星期五

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电影 《闪闪
的红星》，都看过不止一遍。在文化
艺术产品匮乏的岁月里，这部影片是
人们心中的一股暖流。它陶冶了我们
的情操，洗涤了我们的灵魂，鼓舞、
支持我们努力追求人生目标。

多年后，我成为了一名电影工作
者，与 《闪闪的红星》 的创作者们成
了同事，成了战友、朋友。作为一名
研究电影的学者，从专业的角度看

《闪闪的红星》，我不禁要问：这部影
片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喜欢？
一代一代的观众，从看着潘冬子饰演
者祝新运长大的一代人，到和他一起
长大的一代人，还有和他的女儿年龄
相仿的一代人，对这部影片的热情一
直都没有泯灭。

是因为影片中那个可爱的孩子？是
那诗一般的电影语言？是那宛若天籁的

“小小竹排江中游”的旋律？应该说都
是。可真正撑起影片的，是影片的精神
支柱，是那份信仰，那个信念。

《闪闪的红星》 故事发生在疾风
骤雨的上世纪30年代。我国有不少表
现这一时期人民群众坚持斗争的影
片，像 《党的女儿》 等，它们有一个
共同的主题：对理想、信念的坚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
被迫撤出了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几经
拼搏，踏上了长征之路。但是还有很
多人留在了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他们的处境极为困难。还乡团回来
了，大清洗开始了，屠刀举起来了，
坚持还是放弃？面对残酷的现实，无
论是老人、妇女，还是孩子，都必须
作出选择。如同影片中 10 岁的潘冬
子，爸爸走了，妈妈被捕牺牲了，一
夜之间，冬子从一个被父母疼爱的孩
子，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小战士。
影片中有一个非常抒情的段落：在游
击队的营地，大人们都出去打仗了，
冬子一个人在山林中烧水、煮饭。他
到处寻找，捡来树枝，点燃火种，一
把把地添柴。火苗越烧越旺，冬子的
小脸上写满了自信，眼神十分刚毅。
这场戏的拍摄也是小演员祝新运成长
的一个印记。当时，他没有让大伙儿
帮忙，自己一趟一趟抱着树枝走到锅
边，费力地在锅里搅动着，认真努力
地拍戏，体验着前辈的艰辛。

冬子成长的另一个段落，是在米
店。冬子离开了老爹，当了学徒，他

要养活自己，要独自应对恶劣的环
境，包括回来的胡汉三们。在逆境
中，他一直没有放弃理想，始终抱着
信念，怀着希望。影片中两个孩子在
米店窗口憧憬未来的情景，是公认的
经典段落。在依稀的晨光中，冬子和
小伙伴春伢子坚信红军会打回来，相
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冬子的眼睛放着
光，充满自信，充满希望。这种自
信，也代表了当年身处黑暗之中的人
民群众内心的渴望和坚守。这种顽强
精神，使人物得到了升华，也感动了
不同时代的观众。

祝新运当时只是一个10岁的小学

生。剧组的副导演在北京的各个学校
挑演员，看中了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
的可爱男孩，把他带进了剧组，从此
开启了他人生的一扇门。祝新运后来
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特别深情地说：
我是在原八一电影制片厂长大的，厂
里的前辈都像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一样。他们教我如何演戏、如何做
人，帮助我一步步走到今天。可以
说，潘冬子影响了我的一生。

《闪闪的红星》 拍摄完不久，祝
新运就参军进了原八一电影制片厂，
成了厂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兵。后来他
长大了，厂里送他上了大学。再后

来，祝新运当了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演
员剧团的团长。面对一茬一茬更年轻
的演员，他拍戏时，总是尽可能把厂
里的年轻人带上，给他们机会。他
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要把这红色
的星火传承下去。

潘冬子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80多
年了，《闪闪的红星》 诞生也有 40 多
年了。如今，那颗红星依然闪亮。更
多的年轻人已经接过了前辈手中的
枪，传承红色基因，续燃革命薪火，
为国家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作者为原八一电影制片厂研究
室主任）

本报电（记者郑娜） 近日，由浙江省温州
市非遗保护中心、北京民俗博物馆和中国人民
大学世界民俗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瓯塑艺术
展在北京民俗博物馆 （东岳庙） 举办。

瓯塑是由中国传统堆漆技艺衍变、发展而
来的，经过多代工艺美术大师的改革与创新，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瑰宝，2008 年被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 年入
选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本次展览共
展出温州籍“80 后”青年瓯塑艺术家青弘的
百余件代表性作品，其中包括以建党百年为题
材的一系列作品，呈现了青年一代艺术家循古
调而创新变，提升现代瓯塑多样化表现的探索
成果。

下图为展览中展出的瓯塑作品。
温州市非遗保护中心供图

红军将领
陈毅安上战场
前 告 诉 家 人 ，
如果自己不幸
牺牲，会请战
友把一封无字
家 书 寄 回 家 。
1930 年，25 岁

的陈毅安在长沙牺牲。他的妻子李志强
收到这封特别的家书，坚持认为这是一
封密信，将其拿到太阳底下晾晒……江
苏卫视人文讲述类节目 《致敬百年风
华》首期讲述了这个动人的故事。

这档节目每周五晚黄金时间播出。
通过历史故事的情景演绎和主人公的

“现身说法”，讲述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
党员在各个时期及各行各业挥洒青春、
努力奋斗的闪光事迹，展现中国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节目
团队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那些默默奉
献青春的普通共产党员身上，集中表现
他们的信仰与力量。每一位主人公都与
时代相关联，小故事呈现大情怀，交织
成波澜壮阔的百年画卷，致敬风华正茂
的中国共产党，致敬所有青春无悔的优

秀党员，致敬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民
族力量。

在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同时，节
目也着力吸引年轻观众。一方面，尝试
运用更加丰富多元的视觉呈现手段，通
过“美文朗读+情景演绎+实地探访+现
场访谈”的立体化叙事，营造出强烈的
氛围感、沉浸感。如在“情景演绎”环
节中，青年演员们通过舞台剧形式，再
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
节目充分展现了年轻一代优秀党员的青
春气息和时代感。如港珠澳大桥建设中
的青春力量、扶贫路上的青年人、投身
航天强国梦的“90 后”团队、抗疫中
逆行奉献的年轻一代等，新时代优秀青
年党员的故事占了整季节目一半以上的
篇幅。

“当惊世界殊”这期节目中，港珠
澳大桥的建设者、“80 后”张洪和他的
年轻团队，用 7 年的青春浇筑出伟大的
世纪工程；青年设计师王洪雨用11年的
时间，设计出领跑世界的新京张高铁。
他们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默默奉献，突破
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契合了当
代年轻受众的价值追求。

当纪录片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纪录片
的价值与力量被重新评估。日前，《中国
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1》在线发布。报
告指出，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发布
的数据，2020年上线网络纪录片259部，相
较 2019 年，涨幅超过 70%，这些纪录片及
时、迅速地将真实现场传递给公众，起到

了安抚人心、温暖社会的作用。
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纪录

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介绍，2020 年，
我国全年共上线以疫情为主题的纪录片
44 部。《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武
汉日夜》《同心战“疫”》《2020 春天纪
事》《金银潭实拍 80 天》《第一线》 等纪
录片，共同展示了疫情暴发以来至今年
初的全过程以及大量感人故事，“让我们
重新发现纪录片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社
会责任与文化担当”。

课题组认为，与国际纪录片相比，
中国纪录片现实色彩更突出，脱贫攻坚
和抗美援朝成为 2020 年的两大主题。脱
贫攻坚纪录片扎根泥土，奉献了 《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承诺》《出山记》 等
一批纪实精品。时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为了和平》

《英雄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等作
品以抗美援朝战争历程为叙事主线，弘
扬了中华民族的风骨和血性。《掬水月在
手》《棒！少年》等纪录片也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报告指出，2020 年，中国纪录片不
仅讲述中国故事，而且参与了国际制
作。如哔哩哔哩与美国国家地理联合制
作了自然纪录片 《未至之境》，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与英国 BBC 合作了 《中国：
大自然的古老王国》，央视纪录频道也
与英国 BBC 合作了历史人文纪录片 《伟
大诗人杜甫》。此外，严肃的社会话题
也成为中外合作项目，如原国务院扶贫
办、中国国际电视台、库恩基金会和美
国公共电视网南加州电视台联合制作了

《中国脱贫攻坚》。

▶报告文学要讲好中国故事。故事的
原型是不是适合我们去讲，这是第一位
的。其次，好的故事还需要用好的方式去
讲。中国故事有千千万万，我们如何提炼
出最能代表我们民族的、时代的、中国人
的精神，这几点组合起来，就是好的中国
故事。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作家何
建明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民间小戏等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因
其来源于百姓生活，饱含生活气息，长期
以来广泛流传，拥有其他文学样式所无法
比拟的群众基础。对这些口头文学作品进
行收集整理，汇集于一处并予以数据化，
将可能成为影视、戏剧、文化创意等各方
面进行内容创作的丰富资源库。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
究员、《戏曲研究》副主编张静谈民间文学
传承

▶刺绣当随时代，要原创，这没错，
但非常难。它首先需要从思想观念上创
新，同时技艺要同步创新，要从传统文化
中吸收营养，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它需要勇气与能力，需要见识、胆
识、知识三位一体，更需要愿意为苏绣艺
术事业奉献一生的决心。

——国家级非遗项目 （苏绣） 代表性
传承人姚建萍谈苏绣创新

▶包括曲艺在内的文艺形式，从本质
上说是一种情感教育，可以陶冶情操、纯
洁心灵，能带领观众提升境界，最终步入
高尚、温情的精神家园。为此，相声从业
者就不能局限于舞台的方寸之间，陶醉在
镁光灯的光晕下，在一部分观众的叫好中
飘飘然。如何抓住观众心理的锚点，求取
相声艺术适应观众的最大公约数，让相声
艺术成为老少咸宜的健康艺术形式，这是
我们应该时刻关注的问题。

——全国曲艺表演场所协作发展联盟
主席、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演员李金斗谈相
声艺术

▶地域文化空间生产将给当代中国电
视剧创作带来历史与现实的质感，无论对
于人性的描述，还是对于思想高度的开掘
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地域文化积淀的深
层开掘将成为中国电视剧多方位、全角
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从而让世
界看到更加多元与丰富的中国人的生活、
中国人的存在。

——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
新中心研究员张阿利谈电视剧对地域文化
的开掘

▶唐卡艺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瑰宝，在吸收汉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础
上，充分融合本民族艺术特色，不仅蕴含
着各民族艺术交相辉映所产生的神奇魅
力，而且用自己沧桑的历程见证了中国西
部各民族丰富灿烂的文化与历史。

——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孙琳谈
唐卡艺术

（张靖仪整理）

那颗红星依然闪亮
张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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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讲述类节目《致敬百年风华》

缅怀先烈 礼赞青春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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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塑作品献礼建党百年

《闪闪的红星》是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儿童红色电影，于1974年10月1日上映。由李昂、李俊执
导，王愿坚、陆柱国编剧，祝新运、赵汝平、高保成、刘江、李雪红、刘继忠主演。影片讲述了在上世纪
30年代艰难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潘冬子的故事。

1931年，潘冬子的家乡——柳溪镇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的统治下。胡汉三吊打潘冬子，逼他说出
父亲潘行义的下落。红军在潘行义的引导下打进柳溪镇，解救了潘冬子，在柳溪镇建立了红色政权。1934
年秋，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行义随部队转移，临行前给潘冬子留下了一颗军帽上的红色五角
星。胡汉三又回来了，潘冬子和母亲转入深山老林。在当地领导游击队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向他
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为了掩护乡亲们，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变得更加坚强，积极参加对敌
斗争。1938年，上级派潘行义来接吴修竹领导的游击队下山，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潘冬子和父亲终于见面
了，他戴上那颗闪闪的红星，踏上了新的征途。

电影《闪闪的红星》剧照 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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