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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人民至上的崇高理念

《峰爆》 讲述史无前例的地质灾
害突降县城，山体滑坡、泥石流接踵
袭来。为了帮助落入地下岩洞的一群
旅客脱险，为了挽救县城 16 万人民生
命财产，以洪氏父子为代表的中国铁
建英雄们（前身为中国铁道兵） 果断
逆行，以大智大勇，展开争分夺秒的
生死救援。《峰爆》 塑造了当代铁建
人的英雄群像，影片中的洪氏父子完
成了两代铁道兵之间的精神传承，讲
述的其实也是一个“我和我的父辈”
的故事。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指
出，《峰爆》 在突出舍己为人的牺牲
精神的同时，其情感逻辑、行为逻辑
是以人为本，以生命为本。面临地震
危机时，“家可以重建，人必须活
着”；为了拯救人民的生命，必要时
可以牺牲花 10 年心血建成的高铁隧
道。这种“灾难面前，生命至上”的
叙事既体现出“民本”“民贵”的中
国传统文化理念，承续了中国传统价
值观，也彰显了鲜明的“中国式救
灾”态度。不同于好莱坞电影的个人
英雄主义，当灾难危及人民生命财产
时，《峰爆》 与 《流浪地球》《烈火英
雄》《紧急救援》 等国产灾难片，通
常表现的是依靠国家力量进行的各类
拯救行动，展现出中国人民面对灾难
时同舟共济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长津湖》 被专家称为新时代战
争影片标杆之作。它以恢弘的笔调，
史诗般地呈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
津湖战役，讲述了一个志愿军连队在
极度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
的感人故事，塑造了将青春、热血与
生命化作守护祖国的铜墙铁壁的志愿
军战士的英雄群像。饰演男主角的吴
京说：“影片中有一句台词：‘我们
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后辈就不
用 打 了 。’ 这 凝 聚 了 先 辈 们 的 心
声。”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
保家卫国，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影
片传递出的精神和信仰，就是始终坚
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我们的军队
才能激发出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
战胜强敌。观众通过影片也记住了这
些为了后辈而牺牲的先烈。

具有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

这几部电影感人至深，还因为影
片表达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我和我的父辈》 与 《我和我的
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一脉相承的
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家国情怀。《我
和我的父辈》 由吴京、章子怡、徐
峥、沈腾 4 人联合执导，以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
坐标，通过“家与国”的视角描写了
不同时代父辈们的奋斗经历，讲述了
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再现
了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如

《我和我的父辈》 之 《诗》 由章子怡
执导并主演，是一首写给中国航天人
的深情之诗。它通过描绘中国航天工
程背后工作人员的奋斗和付出，展现
了中华民族逐梦星辰大海、建设航天

强国的愿景。
《峰爆》中的父亲舍家为国，对自

己对家人似乎不近人情，是传统的“由
国及家”的角色设置。而当下家国同
构的叙事已经向“由家及国”转变，
儿子就是在家国信仰和父辈精神双重
感召下克服心理障碍，与父亲和解，
完成了中国铁建精神的代际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部电影都构
筑了层次丰富的家国情感世界：《峰
爆》中的父子情、恋人情、战友情都感
人至深；《长津湖》不仅有为了祖国和
人民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残酷惨烈，也
有人民军队大家庭般的如父如兄的亲
情和战友情，有泪点也有笑点，英雄
形象可敬可爱可亲，格外动人。

《我和我的父辈》的4个单元在同
一主题下有多种风格，有的温柔细
腻，有的刚猛有力，有的风趣幽默，
容易引发观众共鸣。吴京执导并主演
的 《乘风》 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战功
卓著的冀中骑兵团为保护群众撤离，
拼死抵抗日军的故事，其中表现了主
角父子在战争之下家国不能两全的血
缘亲情，骑兵团战士之间深厚的战友
情，尤其是骑兵团官兵与村民的军民
鱼水情，感人至深又意味深长。

显示电影工业的长足进步

《峰 爆》 的 特 效 镜 头 超 过 1600
个，灾难和动作特效场景超过全片一
半的容量，呈现出令人震撼、恐惧的
地震、泥石流等灾难场景，而且灾难
场景随着剧情逐步升级，令观众与主
人公一起直面生死存亡的艰难选择，
经历人性考验。《峰爆》在这方面进行
的探索和拓展，提升了国产灾难片的
工业水准。

《长津湖》中大大小小的战斗占据
了影片的大部分时长，包括空战、陆
战、机枪对战、近身肉搏等，飞机、坦
克、大炮、手榴弹、炸药包、枪械等各种
兵器层出不穷，无论大规模激战的场
面还是小的细节，都带给观众逼真而
直观的体验。影片由陈凯歌、徐克、林
超贤联合监制并执导，3个团队分头拍
摄，规模宏大，调度的难度巨大，最多
时拍摄团队有 7000 多人，剧组动用的
群众演员累计超过7万人次，其中包括
很多外籍演员。总制片人于冬介绍，
主创团队经过两年多的细致筹备，比
如超大规模的服装、道具、军事装备
准备和超百公里的战役战术设计。他
表示，《长津湖》“将中国电影的工业
化水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出品方

“从容面对相当于好莱坞A级水准的制
作和投资”，显示出中国电影人的勇气
和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信心。

《我和我的父辈》 中有这样的台
词：“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平
凡的渺小是伟大的开始。”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电影市场有些低迷。

《峰爆》《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
作为近期国产电影的精品力作，引领
了市场，为电影强国建设注入了新的
活力和动力。相信观众们能从这些影
片及其主人公身上汲取力量，在英雄
精神照亮的新征程上，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勇敢前行。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是一个令人铭记的伟大时刻，
面向全国人民的6小时实况广播，离不开广播人幕后艰苦卓绝
的努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2周年
的重大历史节点，以1949年开国大典幕后的电台广播故事为题
材的原创话剧《直播开国大典》，于10月1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直播开国大典》由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中国国家话剧院
出品。该剧讲述 1949年 8月中旬，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接到“直
播开国大典”实况转播任务，天安门城楼即将迎来万众瞩目的
历史时刻，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电台实行封闭管理。
以卢海宇、高大梅，赵英杰和梁晓瑜为代表的原延安新华广
播电台、原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技术人员，隶属于两个阵
营，对要完成的任务不甚明朗，却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携手
奋战。他们围绕技术瓶颈与设备简陋等问题，展开系列攻关，
最终汇集为一股坚实的力量，圆满完成“直播开国大典”任务。

之前，国内舞台没有正面描写开国大典的戏剧作品，《直
播开国大典》 填补了这个空白。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铁春表
示，该剧是国家大剧院首次探索委约创作这一新型合作模
式，是两大国家级艺术机构强强联合的成果。中国国家话剧
院院长、《直播开国大典》编剧兼导演田沁鑫表示，将开国大
典的幕后直播故事以文艺作品的形式搬上舞台，既是向伟大
的党和国家致敬，也是通过回顾过往岁月的点点滴滴，歌颂
每一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贡献的平凡而伟大的人，让中国人
民不忘来路、不忘初心、不忘前辈、不忘传承。

《直播开国大典》的一大亮点是在行业戏的基础上添加进
谍战色彩。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该剧大胆选取历史原
型人物，从广播的专业角度切入。分属于两个阵营的技术人
员之间的博弈，给该剧增添了不少悬念，情节上也更为引人
入胜。行业戏的专业性结合谍战题材的紧张刺激，带给观众
更为新奇的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在舞台的设计上，《直播开
国大典》 采取罕见的纵向狭长型舞台，从视觉上拉长景深，
用实验性的视觉语言组成纵向舞台环境，打造简洁质朴的光
影效果，将表演与影像有机结合。

另外，此次演出还延续了田沁鑫在《伟大征程》文艺演出中
提出的“即时拍摄、瞬时剪辑、实时投屏”的创新设想，在
全剧近半的篇幅中采用即时拍摄，投影到多块冰屏上，让表
演者随时变为被拍摄的对象，不仅保证了剧场内各个角度的
观看效果，也让现实与回忆在舞台上穿梭，交相辉映。

此次参演 《直播开国大典》 的演员阵容强大，集结了张
桐、吴樾、陶虹、吴彼、刘威、苏青、韩青等老中青演员。
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刘威为了饰演好剧中角色，做了大量案
头工作，查找原型背景，反复揣摩人物。曾在 《觉醒年代》
中饰演李大钊的张桐此次饰演有军人气质的工程师。他说，
自己看了剧本之后非常震撼：“这些鲜活的个体，在大是大非
面前，在国家利益面前，在人民面前，他们可以转化成一个
群体，这个群体就是英雄。”

层峦叠嶂，朝晖夕阴，竹笋上晶莹的
露珠泫然滴落，贴地的翠绿草芽在悄悄
生长……云贵高原上的白果村是一片希
望的田野，这里也期待着加快推进乡村

振兴的步伐，让孩子们不要在烂尾楼上
课，让村民不再为抢水打架……

正在腾讯视频热播的 《在希望的田
野上》，是国家广电总局网络司精品工
程剧目、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重点引导
推进剧目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文
艺创作资助项目。它以写实的笔法，从
在上海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的主
人公——青年党员张楠的视角出发，展
现了张楠及驻村队员们如何突破难关，
助推乡村振兴的过程。剧中，张楠作为
走出大山的大学生，选择回到大山建设
家乡，凸显了教育反哺乡村的意义，引
发了观众的热议。

这部剧立足时代，源于生活，基调
温情朴实。剧中的许多细节和感受来自
编剧的亲身经历。生动鲜活的故事情

节，驻村队员们付出的艰辛与忘我的坚
持，屡屡打动观众的心。张楠在理想与
现实之间的艰难选择，他和女朋友的情
感纠结等，特别引发年轻人关注。值得
一提的是，该剧抓住乡村振兴工作中的
重要一环——精神文明建设，讲述了白
果村所在的铜江市一面进行教育体制改
革，一面着力改变村民精神风貌的过
程，从而推动了乡村文化振兴，提高了
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在这个过程中，张
楠和他的伙伴们逐渐成长，成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剧中蕴含的乡土情怀引发了许多观
众的共鸣。秀美的山水风景、原生态的
美食都是镜头中的点睛之笔。然而最美
乡村的定义并不局限于感官享受。当青
年基层干部们带领白果村民排除重重

困难，踏上乡村振兴之路时，美丽乡村
让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网友们看过这部剧后纷纷表示，被
张楠、卞筱悦等青年党员的志气、骨
气、底气和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奋勇
争先的责任感、使命感所感染。这部剧
的成功离不开主创们的努力。饰演张楠
的青年演员曹骏为了更好地融入角色，
提前到当地体验生活，挑水、砍柴、下
田地，详细了解贵州农民的日常。作为
上海人，他顶住了台词量大的压力，反
复听老师录的方言录音，逐字逐句地模
仿，一遍遍地练习，终于成功挑战了贵
州方言，为角色增加了可信度和立体感。

近年来，《山海情》《一个都不能少》等
优秀乡村剧持续引发社会关注。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此为题材的文艺作
品正在不断涌现。《在希望的田野上》讲
述了能让青年观众产生共鸣的好故事，
展现了生机勃勃的乡村振兴画卷。期待
剧中人的事迹和情怀能够吸引更多年轻
人积极返乡，投身希望的田野，为家乡的
发展做出贡献，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本报电（邢焱） 9 月 24 日下午，京
津冀艺术电影联盟成立仪式在北京中国
电影博物馆举行。

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是北京、天
津、河北三地电影主管部门践行“京津
冀一体化”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具体举
措之一。该联盟将北京市长期打造的艺
术影片放映平台——首都之星艺术影厅
联盟的成果予以辐射，并以此为纽带，
将三地优质的文化资源特别是电影文化
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打造三地电影文化
消费圈，构建覆盖三地的“电影＋”新
生态，满足三地民众不断提升的艺术欣

赏需求与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该联盟由三地宣传部作为指导，三

地电影局为主办单位，北京演艺集团、天
津北方电影集团、河北影视集团、中国电
影博物馆承办，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
任公司（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红色
光影（天津）电影院线管理有限公司、河
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和中国电影博物馆影院部落实执行。

据了解，目前北京有 50 余家影院、
天津有 5 家影院及韵河影坞园区、河北
有25家影院进入到联盟之中，今年将开
展的“电影党课”“戏曲电影惠民放映”和

“一带一路”国际影展等主题放映活动，
将在这 80 余家放映单位落地，并成为联
盟的常态化主题放映活动。通过主题策
划，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不同题材、类型、风格的影片，将

通过联盟呈现在三地观众面前。
启动仪式结束之后，该联盟以“京

津冀三地未来影视资源融合发展展望”
为主题，举办了高峰论坛，这也是联盟
成立之后的首次活动。来自三地的行业
专家及承办单位领导以如何将艺术电影
作为渠道、载体，从产业的上游制片、
发行到产业下游放映，努力提升电影行
业的文化属性为切入点，为联盟的工作
开展提出了参考性建议；同时还研讨了
区域性产业联盟应如何利用现有资源，
通过整体性规划布局，创造新的价值，
助力企业与行业发展等问题。

本报电（杨文瑛） 北京市文化馆内，青年京剧演员索明
芳正在为大家耐心讲解京剧中花旦流派的起源与特点，介绍筱
派的“跷功”，现场观众听得十分入迷。讲座结束后，许多戏
迷上台与她深入交流，也有人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9 月 22 日，由北京市文化馆主办的第三届“艺术让生活
更美好”全民艺术普及月活动正式启动。这场讲座正是全民
艺术普及月的公益讲堂活动现场。据悉，9月20日至10月31
日期间，北京市各区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1059项全民艺术普及活动，共5508场。

全民艺术普及月活动期间，戏曲、文学、戏剧影视、音
乐、舞蹈、美术、书法、手工艺制作等多个门类的专业人士
将通过公益讲堂、直播带看、亲子互动、手工制作等形式普
及文化艺术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人民群众基
本文化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北京市文化馆进一步加大了线
上资源的精准供给。北京数字文化馆、北京群众文化云平台
推出了超大存储容量的全民艺术普及慕课、视频、电子书等
数字资源，供市民线上免费学习。在线下，今年引入了“艺
术普及+志愿服务”的理念和做法，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以引导形成全民艺术普及服务常态化模式，增强艺术普
及的活力和吸引力。

从9月中下旬到
国庆档，一批优秀国
产电影纷纷与观众
见 面 ，其 中《峰 爆》
《长津湖》《我和我的
父 辈》尤 其 令 人 关
注。《峰爆》成为中秋
档票房冠军，迄今累
计票房突破 4 亿元；
《长津湖》《我和我的
父辈》也有望成为国
庆档票房冠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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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乡村振兴的希望之歌
本报记者 苗 春

唱响乡村振兴的希望之歌
本报记者 苗 春

北京全民艺术普及月启动

《直播开国大典》
重现伟大时刻

杨文瑛 郑 娜

《在希望的田野上》剧照：曹骏饰演
青年党员张楠（前一） 出品方供图

《在希望的田野上》剧照：曹骏饰演
青年党员张楠（前一） 出品方供图

原
创
话
剧
《
直
播
开
国
大
典
》
海
报

出
品
方
供
图

青年京剧演员索明芳在活动现场为大家普及京剧知识
北京市文化馆供图

①

②

③

①《长津湖》剧照
②《我和我的父辈》之《诗》海报
③《峰爆》海报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