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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策
划组织创作的主题重点作品《理想
照耀中国》 收官。这部剧自 5 月 4
日在湖南卫视开播并同时在芒果
TV、优酷、腾讯视频和爱奇艺上
线以来，叫好又叫座，受到了广大
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欢迎。

小切口反映大时代

该剧将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的
百年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革命时
期、建设时期、改革时期和复兴时
期。遵循“小切口、大情怀、正能
量、青春态”的创作表达，用一条
红线贯穿起来的 40 个故事之间没
有因果联系，也不以时间顺序为主
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喻国明说，
40个故事由1位总导演、15位分集
导演以不同艺术风格创作，各集分
则独立、合则一体，“以多棱镜般
的丰富视角折射广袤时空的绚烂图
景，又统一于总主题”。

由于每集只有 30 分钟，这部
系列短剧不求面面俱到地呈现中国
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而是关注时
代拐点，聚焦关键节点。如革命时
期主要涉及《共产党宣言》首个中
文全译本面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红军长

征、七七事变、地雷战、渡江战役
等关键事件。这些小故事、微历
史，更能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剧集
简练隽永，也顺应了观众审美习惯
的变化和碎片化叙事的消费偏好，
比单集时长 45 分钟左右的常规电
视剧更适合新媒体传播。

表现平凡人物的真善美

《理想照耀中国》 虽然回应的
是宏大主题，但选取的代表人物并
不都是伟人、英雄，往往是参与了
党和国家重要历史瞬间的先进分
子：中国首位“劳工律师”施洋、
冒着枪林弹雨运送解放军战士横渡
长江的 17 岁少女颜红英、参与红
旗渠设计的技术员吴祖太、中国第
一个工商个体户章华妹、为中国几
乎所有女子柔道世界冠军当陪练的
刘磊磊……这部剧以散文化的微观
叙事，塑造了许多普通人的形象，
探寻了平凡人物身上的真、善、
美。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部剧的整
体创作面向青年观众，所以它广泛
地挖掘了不同历史阶段、各行各业
中生动的青春故事。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这样
做“一方面避免了近二三十年同类
题材的重复，开拓了新的题材空
间；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百年来不

同身份、不同岗位、不同使命的共
产党人的崇敬之情，体现了党的群
众基础和政党力量。”

真情实感引发家国情怀

《理想照耀中国》 总编剧梁振
华说，这部系列短剧“要比长剧更
浓烈”，“像一滴墨或一滴血”，而
不能是白开水，要像诗、像烈酒，
让人“上头”。该剧总导演傅东育
强调，要以真实可信的细节打动人
心，以诗歌般的情感与磅礴的气
势，引发年轻观众内心深处的家国
情怀。所以，这部剧熔铸真情实
感，努力创造情景交融、声情并茂
的“情境”，让观众共情共鸣。如
陈望道吃饭时蘸墨汁、王莘在病床
上挂念奥运会等镜头，都深深感染
了观众。

这部剧集结了9700多人，用76
天横跨28个城市拍摄，一大批优秀
创作者、制作者以及众多老中青演
员参与其中。在北京大学教授张颐
武看来，它以一种“散点”的方式凝
固了让人们感动的瞬间，“使今天这
个时代的人们和自己民族艰难奋斗
的过往有了劈面相遇的机会，让理
想如同繁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当下的中国从近100年的历史中获
得了力量，也获得了诗意和激情”。

钟南山院士赞叹其“真正体
现了中国医生的良心”，武汉金
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称其“诠
释了医务人员对职业的热爱、对
生命的尊重”，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认为

“演出了医生精髓”——目前正
在全国上映的 《中国医生》，受
到众多医务工作者的肯定。影片
记录的全景式抗疫图景也深深触
动了观众。截至 7 月 13 日 24 时，
电 影 票 房 已 接 近 4.9 亿 元 人 民
币，猫眼口碑评分高达9.5，有观
众 写 下 感 受 ：“ 泪 点 一 个 接 一
个，为生命的脆弱，也为生命的
坚强”，“除了感动还有感慨。
命题宏大，用细节抓人，用角色
的代入感打动人”。他们更赞扬
影片展现的医务工作者团结无
畏、众志成城的精神。

《中国医生》 在武汉洪山礼
堂的首场公映，观众们含着热泪
5 次鼓掌致敬；在北京博纳国际
影城的首映礼上，电影人张国立

“把这些英雄事迹拍成一部史诗
级电影”的发言，道出了电影工
作者的心声。

影片中，张涵予塑造的人
物，原型正是张定宇。他塑造的
人物十分生动鲜活，颇具感染
力。张涵予说：“我们不仅要为
观众呈现一位‘人民英雄’，更
要展现英雄的铁汉柔情。”作为
女主角，饰演重症医学科主任文
婷的袁泉以精湛的“眼技”给观
众留下深刻印象。她动情地表
示：“通过这次拍摄，更觉得医
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专业技能
让医生们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做出
正确判断，这是他们日复一日的
琐细工作，但对每一个病患来说
就是天大的事。”

《中国医生》 用电影的方式
带领观众回首一年前的战疫，刻
下 所 有 医 护 人 员 的 坚 定 身 影 。
据介绍，这部影片能做到真实
生动与细节严谨，是出品方和
全体主创倾注心力的结果，连饰
演患者的演员都很早就进组，由
医生手把手教学如何更真实地呈
现病患状态。总制片人于冬表
示 ， 拍 摄 这 部 电 影 ， 就 是 要

“铭记这个时代，记录难忘的庚
子年”。导演刘伟强强调，这部
电影源于真实、发自内心，“在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的电影业一
度停滞，正是无畏逆行的医务人
员等为我们负重前行，才有了今
天的复工复产和安宁生活。所
以，拍好这部向他们致敬的电影
是我们的本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枣
庄人，我对曾经活跃在这片热土
上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当然是
耳熟能详的。不论是取材于真实
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原著小说，还
是据此改编拍摄的同名红色经典
电影，我在少年时代都曾反复品
鉴。直到现在，一提起电影 《铁
道游击队》，眼前总会浮现出刘
洪、芳林嫂和鲁汉的模样，耳畔
总会响起那传唱不息的旋律：“西
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
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尽管《铁道游击队》拍摄时间
较早，还是一部黑白电影，但它十
分难得地保持了经典之作的特殊
质感。这离不开拍摄制作团队和
演职人员执著的艺术追求：原创

小说作者刘知侠亲自担任编剧，
实力派演员曹会渠、冯喆和秦怡
分别饰演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和
芳林嫂，还有其他演员塑造了众多
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这部电影为我们讲述了一段
动人心魄的抗战传奇。

枣庄地处中国腹地，属于南
北交界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
要。这里铁路网线发达，位于联
通南北方的交通大动脉上。抗战
时期，日军很快就盯上了这块战
略要地，枣庄成为日军战略物资
的集散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
有反抗。英勇的家乡人民不畏强
敌，在铁路沿线以及微山湖一带
与敌人展开周旋。当时活跃着一
支专门破坏敌人铁路运输的队
伍，他们利用熟悉地形、环境的
优势，不断扩大活动区域，在铁
路沿线袭击敌军火车，武装自身
的同时，也向我鲁南军区输送了
大批武器。这支游击队行动敏
捷，来无影去无踪，被当地老百
姓形象地称为“飞虎队”。“飞虎
队”给日军带来了巨大困扰和威
胁，日军小林部队调来特务队长
冈村，想彻底消灭英勇善战的

“飞虎队”。“飞虎队”和日军及国
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有勇有谋的斗
争，直到抗战胜利。影片抒写
了刘洪和芳林嫂的战斗友谊和爱
情，为影片中那段幽暗艰苦的岁
月带来了一抹温暖的亮色。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听村
里的老人一再讲述铁道游击队的
故事。从他们那里，我知道“铁道
游击队”这个名字是后来才有的，
其最早的骨干成员是中国大型民
族资本企业——枣庄中兴煤矿的
一批矿工。他们长期和铁路打交
道，后来逐渐集结起来，发展成为
一支活跃在枣庄一带的抗日武装。

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夏天，我
还没有上小学，一个本家姐姐出
嫁到微山湖边的一个小村庄，那

个小村庄就是刘洪等人物原型的
老家。按照枣庄当地风俗，女儿
出嫁时需要一个本家弟弟“押
车”。我带着“押车”的任务和送
嫁的人一起来到小村庄。男方请
来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陪客。
席间闲谈，那位须发皆白的老人
给我们讲起了铁道游击队的故
事，大大吸引了我。他讲到刘洪
的原型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两
个人“合成”的，现实中，他们
一个叫洪振海，一个叫刘金山，
就生活在附近，当年都是打鬼子
的英雄！我真不敢相信，电影里
的大英雄竟然离我如此之近，在
铁路线上神出鬼没的“飞虎队”
竟然就在身边！老人还告诉我
们，历史上的铁道游击队，成员
可不止几十个，最多时有 300 多
人呢！现实中，八路军苏鲁支队
任命洪振海为铁道游击队队长，
杜季伟为政委，王志胜为副队
长。王志胜就是电影中副大队长
王强的人物原型。

据说，电影 《铁道游击队》
拍摄前，为了让演员们熟悉英雄
们战斗和生活的环境，摄制组曾
组织主要演职人员到枣庄当年游
击队员活动的地方采风，领略英
雄们当年的风采。奇妙的是，若
干年以后，离我读书的地方不
远，就是当年铁道游击队活动的
主要场所。电影里刘洪带领队员
们创建的陈庄炭场就在学校的东
面。遥想当年，这个炭场内外活
跃着的有日伪军，有普通百姓，
也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三教九
流，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炭场既
能掩人耳目，想必也给铁道游击队
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收益。离陈庄
不远，就是当年繁忙的铁路线。如
今，陈庄炭场早已不在，铁路和当
年的老火车站也已废弃，往日熙
熙攘攘的景象已难以想象，唯有
空旷的老火车站，仿佛还在等待
着当年的英雄好汉再度上演气壮

山河的民族解放大剧。
当年为了拍这部电影，拍摄

制作团队和演员都吃了不少苦
头。电影里许多镜头是火车快速
行驶过程中同步拍摄的，在没有
现代化拍摄手段和器材的情况
下，很不容易，尤其是大队长刘
洪等人上上下下爬火车的镜头，
拍摄起来十分危险。在影片的结
尾部分，刘洪为了营救被鬼子押
赴刑场的芳林嫂，就在列车靠近
的一刹那，从车头前面骑马飞驰
穿过铁路。虽然演员曹会渠在拍
摄之前已经反复练习，但实拍时
所有人还是捏了一把汗。没有替
身、威亚、安全带和特效技术，
能拍摄出如此珍贵的画面，实属
不易！这也充分反映了演职人员
不仅是在“演”铁道游击队员，
更是在实践铁道游击队大无畏的
战斗精神。

我创作的长篇小说“乡土中
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
地》 中，也写到过铁道游击队，
写到过微山湖上的抗战。在这片
土地上，电影 《铁道游击队》 没
有讲到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他
们曾和湖西游击队密切配合，成
功护送刘少奇、陈毅以及千余名
抗日将士从微山湖去往延安等
地。刘少奇当年还在这里解决了
困扰湖西根据地发展的几个突出
问题。由铁道游击队开辟的水上
秘密通道，被肖华将军称为“怀
中利剑，袖中匕首”，也因此让此
地有了“小延安”的美誉。近年
来，我利用挂职枣庄市山亭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的机会，正在撰写
一部以此为背景的长篇抗战小说

《东进》，希望以此向生活在这片
英雄土地上的人们致敬，也向创
作 《铁道游击队》 这部红色经典
电影的前辈们致敬！

（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创意
写作中心主任，茅盾文学新人奖
获得者。）

本报电（张靖仪） 央视动漫集团日前在
京举办暑期动漫电影首映仪式。动画电影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4：完美爸爸》 正在
全国公映。此外，央视动漫集团还推出了联
合出品的 《济公之降龙降世》 和 《皮皮鲁与
鲁西西之罐头小人》。

自 2014 年起，央视动漫开始打造“大头
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电影，迄今已拍摄 4
部，这一系列动画影片已经家喻户晓，“大头
儿子和小头爸爸”也已经成为“国民IP”。《新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4：完美爸爸》 立足当代现
实生活环境，与时俱进地融入了新颖的科技
和人工智能元素，生动讲述了父母和孩子彼
此温暖、共同成长的故事。总导演之一刘可
欣说，这部影片之所以名为“完美爸爸”，是
因为影片中出现了一个通过人工智能塑造的
机器人爸爸，通过它和小头爸爸的对比，启
发人们思考人工智能时代温情和陪伴的意义。

央视动漫集团联合出品的另两部电影也
将于暑假期间与小观众们见面。动画片 《济
公之降龙降世》 讲述少年济公坚持梦想、探
索心灵成长最终成为一名英雄的故事，传递
了“心念所致，做则必成”的人生道理。儿
童电影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 则想
象力十足，在欢乐中探讨了教育的真谛。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
中国至今100多年时间里，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在其发展和变革过程中逐
步开创出一种以艺术杰作启蒙人
民、帮助人民提高审美与文化品位
的现代文艺思想新传统，并建立起
不断修正和完善的一整套艺术制度。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谈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艺

▶文艺工作者在实践的道路上
不断成长、不断学习，每时每刻都
体现着鲜明的美学品格和价值追
求。无论是最接近人民的“延安大
秧歌”、新中国成立初期气势恢宏的

《东方红》，还是改革开放后令世界
瞩目的“第五代”导演群体、新世
纪“后奥运时代”开放包容的“中
国笑脸”以及新时代充满文化自信
的文艺创作，都体现着“文艺为人
民”思想的初心不改，体现着为民
族振兴的使命赓续精神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院长肖向荣谈“文艺为人民”

▶时间如潮水，很多光怪陆
离、毫无逻辑的流行语，我们一时
看不懂、跟不上，也不必过于着
急。因为随着潮起潮落，绝大多数
网络流行语都会很快退却，了无踪
迹。而那些源于生活、词能达意、
深受欢迎、得以普遍使用的流行
语，则会逐渐沉淀下来，融入现代
语言文字体系，具备长久生命力，
成为线上线下社交的“硬通货”。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
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李思辉谈网络流
行语

▶读书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阅读与不阅读是两种生活状况，一种
草长莺飞，鸟语花香，生机勃勃；一种
荒凉沉寂，死气沉沉。人要存在，必
须有阅读，五谷酒肉只能喂养你的躯
体，不能滋养你的精神。人是追求精
神享受的动物，这种动物需要修炼，
修炼的方式便是阅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
轩谈读书

（丁乐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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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 由上海电
影制片厂出品，赵明执导，
曹 会 渠 、 秦 怡 等 主 演 ， 于
1956年在中国内地上映。

该片取材于抗战时期鲁
南 铁 路 沿 线 发 生 的 真 人 真
事，讲述山东枣庄的一支铁
道游击队在大队长刘洪、政
委李正带领下，与日本侵略
者展开斗争的故事。小说原
著和电影剧本中原来都没有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
歌，作曲家吕其明建议增加
一首体现游击队员的乐观精
神并适度缓解影片紧张气氛
的 歌 曲 ， 还 请 上 海 诗 人 芦
芒、何彬创作了歌词。作曲
时，吕其明因为对战争年代
游击队员的生活比较熟悉，
又采用了山东民歌的一些典
型元素，终于创作出了这首
脍炙人口的歌曲。

理想永远照耀我们前行
本报记者 苗 春

理想永远照耀我们前行
本报记者 苗 春

▶▶▶经典回放

以真实

记录伟大
丁乐同

以真实

记录伟大
丁乐同

央视动漫暑期推出3部儿童电影央视动漫暑期推出3部儿童电影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竹
编技艺历史久远，2007 年被列为贵州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图为7月9日，三穗县八弓镇界
牌村村民在编织竹制品。

欧秀灯摄（人民图片）

图 片 新 闻

传统竹编技艺助力乡村振兴

《铁道游击队》剧照。 本文配图均为百度图片

《铁道游击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