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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革命青年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百年
来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各艺术门类以党史为题材推出了一大批优
秀作品。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吸纳了众多

“新青年”，充满了青春朝气。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
只有28岁。建党时，陈独秀40岁，李大钊只有30岁。
电视剧 《觉醒年代》 以建党为主线，生动刻画李大
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青年群像，弘扬了伟大建
党精神。

电影《1921》里的中共一大代表，《长津湖》里的
伍千里、伍万里，《悬崖之上》里的张宪臣、王郁，还
有话剧《雨花台》里的恽代英、施滉，歌剧《沂蒙山》
里的海棠，昆剧《瞿秋白》里的瞿秋白，以及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前的汉白玉雕塑《信仰》《伟业》《攻坚》

《追梦》中的青年革命者形象等，都丰富了革命青年形
象的艺术长廊。这些人物或史有其人，或为原型再造，
以各自的人生故事完成了革命的青春叙事，生动诠释了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一些年轻的创作者在新视角下进行了塑造“新青

年”的尝试。比如，话剧《双枰记》以陈独秀、胡适、
章士钊等民国知识分子为原型，塑造了程无右、卢泊
安、郎世飖三个人物，与同类题材作品“同题共答”，
交出了一份新意满满的答卷，从另一个侧面讲述了青年
对信仰和初心的坚守，让我们对“觉醒年代”青年群体
的理解更加丰富和细腻，也展现了文艺书写历史的多种
可能。

奏响新时代奔涌的奋进强音

青年是时代的弄潮儿。年轻人的奋斗身姿构成了时
代奋进最亮丽的风景。近年来，文艺工作者聚焦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科技攻关等国家重大战略，
以一系列“奋斗青年”形象，抒写了民族复兴史诗的重
要篇章。

壮剧《黄文秀》根据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的扶贫事
迹创作而成，釆用戏曲手法，再现了这位年轻党员的政
治信仰、精神追求和为民情怀。电视剧《山海情》里的
马得福、《最美的青春》里的冯程，大学毕业后投身基
层、扎根大地，电影《守岛人》里的王继才、王仕花，
以岛为家，与海为伴，他们都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

“国之大者”，焕发出强大的青春正能量。
影片 《中国医生》 里的陶峻，时代报告剧 《在一

起》、话剧《人民至上》中迎着新冠肺炎疫情毅然逆行
的年轻医护人员、志愿者、快递小哥等，还有“为天使
造像”重大摄影工程中定格的援鄂医护人员的青春面
庞，无不彰显着抗疫斗争中坚定而强大的青春力量。网
络剧《开端》在“无限流”的结构下，讲了一个扣人心
弦的故事，李诗情和肖鹤云面对突发事件的义举，让人
读到新时代青年群体的勇气、智慧和担当。第九届中国
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作品中的青年冰雪健儿形象，则展
现了冬奥盛会的动人画卷。

在青春的名义下，中国梦是普泛的光，足以照亮年
轻的心灵。以梦为马，无远弗届，激发出无穷的奋斗动
力。电视剧《创业时代》以互联网领域创业青年为表现
对象，讲述即时通讯软件创新开发的故事。动画影片

《雄狮少年》则把目光投向留守青少年，描写他们自强
不息的追梦人生，以青春折射奋斗之力、梦想之光，把
接续奋进的坚定足音传递到我们心中。

折射生活激流的人性亮色

现象级电视剧 《人世间》 刻画了周秉昆这一感人
至深的人物形象。作为周家的老疙瘩，在这部长达56
集的作品中，青年周秉昆占有极大的戏份。剧集叙事
的时间跨度虽大，但对周秉昆的青年时期作了最细致
的描写，完成了对“50 后”普通中国人青春岁月的典
型书写。在风云动荡的时代潮流中，周秉昆以其善良
坚韧，展现出一代青年的人生际遇、道德品质和生活

态度。
相比于 《人世间》，另一些作品把青年置于学习、

生活场景之中，通过人物在重大事件关头的抉择，刻画
生活激流中青年的自立自强。比如，长篇小说《中文桃
李》 聚焦小城市“80 后”大学生的青春成长，《雾行
者》表现时代变局下青年生活的重塑，电影《狗十三》
里的李玩陷入代际冲突，《少年的你》里的陈念面临校
园暴力，《我的姐姐》中的安然被抛入个人生活与家庭
责任的矛盾之中。

这些看似个体化、偶发性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男
女平等、家庭重组、代际伦理、同辈群体等社会议
题，更深层次的则是文化传统、教育环境、社会风尚
等多方面元素共同组成的当代青年社会化机制。电影

《你好，李焕英》《老师好》分别聚焦青少年与父母、老
师的关系，塑造了重亲情、懂感恩的暖心青年形象。影
片《送你一朵小红花》则以韦一航、马小远这两个身患
绝症青年的故事，表现了青春遭遇阻击时的人性徘徊和
绽放。马小远的开朗、自信以及韦一航最终走出压抑冷
漠、自暴自弃，从独特的视角刻画了属于青年人的情感
结构和精神气质，让我们看到艺术对生活苦难的另一种
青春书写。

这些青年或许没有奔走呼号的壮烈之举，也没有做
出经天纬地的大事，不过，这丝毫没有减弱人物形象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不论是周秉昆的善良，安然的担当，
还是陈念、韦一航、马小远的成长，都让我们感同身
受，心有戚戚焉。这当然与创作者、表演者的用心有
关，同时也因为这些人物离我们很近，人生轨迹和我们
有很多重合，甚至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在奔涌的岁月
之河中，青年是时代的动人面庞。我们期待创作长廊中
涌现出更多动人的青年形象，把中国文艺百花园装点得
更加生机盎然。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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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
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
族的未来在青年。青年也深受文艺创作
者的青睐，成为作品中的“常客”“要
客”。从小说《少年漂泊者》中的汪中、
左翼电影 《桃李劫》 中的陶建平，到
《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小说《创业
史》中的梁生宝、油画《我是海燕》里
的通信兵女战士，再到小说《没有纽扣
的红衬衫》中的安然、小说《平凡的世
界》里的孙少安、孙少平，一大批优秀
文艺作品把无数精彩的青年形象留在人
们心中。

文艺是时代的记录。即便是已成历
史的青年故事，在不同时代的文艺创作
中，也可以演绎出别样的精彩。当代青
年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和不停歇的发
展进步中积极创新创造，给文艺提供了
取之不尽的灵感和题材。近年来，文艺
紧跟时代步伐，敏锐捕捉青年与时代的
相互塑造，反映青年生活和成长，以新
的视角和手法刻画了许多感动人、鼓舞
人、启发人的青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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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行的首届
全民阅读大会上，中国
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结果。调查显示，
2021 年我国成年国民的
综合阅读率为81.6%，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4.76
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
3.30 本，“听书”“视频
讲书”等阅读形式为读
书提供更多选择。

书籍是人类思想文
化的重要传承载体，人
们通过阅读获取人类创
造积累的精神财富。阅
读是浸润人的心灵和精
神世界的重要途径，它
能 够 提 升 个 人 精 神 高
度，扩展生命格局，突
破思维方式，由此形成
个体生命独特的精神气
质，外在表现出良好的
行为规范，内在拥有坚
定的价值观念。

在 快 节 奏 的 今 天 ，
静下心来捧书阅读，似
乎 变 成 一 件 很 奢 侈 的
事。数字阅读，例如移
动阅读、手机听书等，
让阅读变得触手可及。
据 《2020—2021 中 国 数
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达
到万亿规模。数字阅读已经成为当下重要的
阅读方式。

数字阅读带来新的阅读体验，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阅读场景与内容的无限性。数字时代，
无论身在何处，电子书和手机等电子设备均
可以成为“移动的图书馆”，无限量的书籍触
手可及，满足了人们碎片化、多样化的阅读
需求。阅读场景也更加不受限制，随之丰富
起来。

阅读方式与感官的多样化。眼睛不再是
唯一的阅读感官，以喜马拉雅、懒人听书等
为代表的音频平台让听书走进千家万户，“耳
朵阅读”已经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读书“姿
态”，不仅解放了人的双手、双眼，而且优质
的声音和表达，也有助于听众对内容的认知。

智能化沉浸式阅读正在逐步实现。元宇
宙概念、人工智能、VR/AR等技术的快速发
展，让阅读体验变得更加立体，使得人机互
动性更强、沉浸感更足，虚拟现实相结合的
场景阅读成为可能。书本内容可以在虚拟现
实中展现：书中的人物动起来，演绎精彩故
事情节；书中的植物、动物、建筑惟妙惟
肖，阅读变成了身临其境的非凡体验。在未
来，读者甚至可以参与到书中故事的创作，
在虚拟现实里体验各个角色，或创造属于自
己的新身份，获得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尽管数字阅读带来的注意力碎片化、内
容娱乐化等问题引发了各种争论与担忧，但
无论读书、听书、视频看书，重要的是摄取
知识和信息后的思考与消化，并沉淀为人生
的养分。或许，我们无需拘泥于阅读的方
式，而是始终保持阅读的习惯，让阅读温润
生活，滋养心灵。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数
字
阅
读
，
一
样
书
香
四
溢

李
海
峰

2014年，电视剧《勇敢的心》播出后获得了较好的
收视率和口碑。近日，由原班人马打造的 《勇敢的心
2》已与观众见面。作品并未延续原有的剧情，而是讲
述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主人公由“霍家少爷霍啸林”变
成了“国文教员佟家儒”，但这两个角色又有相似之
处：普通小人物因国恨家仇，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感
召下，在亲人朋友的鼓励、支持下，卧薪尝胆，拥有了

一颗“勇敢的心”，最终成为抗日民族英雄。
《勇敢的心 2》 继续采用强情节、快节奏的叙事方

法。故事发生在上海，1937年秋，淞沪会战爆发，百姓
惨遭日寇涂炭。佟家儒本来只是想挣点薪水养活一大家
子，然而一系列变故令他近乎绝望：学生刺杀日寇首领
未果受重伤，媳妇被日寇杀害，女儿腿被打折……忍无
可忍的佟家儒开始用文人的方式向侵略者复仇。然而他
逐渐意识到：一个人势单力薄，战胜侵略者需要整个中
华民族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

影视剧的场景再现非常重要，只有真实感才能引发
观众共鸣。这部剧选择在上海车墩影视基地拍摄，上海
的故事在上海拍摄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除了从美术、道
具等方面精心还原场景以外，因为拍摄时采用同期声，
我们尽量选用本地演员，融入一些本地话，最大可能地
营造当年弄堂的氛围。

内景设置也颇费心思。剧中，佟家的戏份多，而且
多数是重场戏。但石库门景区内景空间狭小，铺轨道、

架灯光等受到很大限制。解决方法只能是在摄影棚搭
景，这又面临着预算超支、施工工期影响拍摄等压力。
事实上，拍戏也同样要有勇敢的心和坚定的信念，并且
坚持不懈。大家后来齐心协力，不但按时完成了佟家主
场景的搭建，魏中丞中学、日本特高课等场景也在棚内
搭成。

近年来，我们每部剧中都有千人大场面，《勇敢的
心2》也不例外。特高课外，受尽酷刑、被敌人折磨了
100天的佟家儒被抬了出来，各界人士齐聚广场，群情
激奋，愤怒的呐喊声此起彼伏……这场戏时间长、演员
多，而且需要演员有饱满的情绪，如果用电脑特技后期
合成，细节呈现上会大打折扣。剧组决定迎难而上，最
终克服困难，成功完成了这场大戏的拍摄。

影视作品应该给观众传递正能量，让观众在观剧之
余得到启示和收获。勇敢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力量。
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颗勇敢的心。

（作者系《勇敢的心2》导演）

勇者无惧 勇者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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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的心2》剧照 出品方供图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积极推动非遗进
校园。常山战鼓是河北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定县幼儿园成立幼儿战鼓队，让非遗传承后继有
人。图为正定县幼儿园小朋友在练习常山战鼓。

武志伟摄（人民图片）

▲ 电影《长津湖》剧照 出品方供图
◀ 电视剧《人世间》资料图片

▲ 网络剧《开端》剧照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