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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
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
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当优美
的旋律响起时，相信很多人的脑海里就
会浮现电影《洪湖赤卫队》的画面：冉冉
升起的朝阳，洪湖的万顷碧波，英勇机
智的赤卫队员……

电影《洪湖赤卫队》于上世纪 60
年代上映，向观众展示了洪湖地区农
村革命斗争的壮阔图景，揭开了那段
珍贵的红色历史记忆。影片插曲《洪
湖水浪打浪》也广为人知，传唱至今，
与电影内容相互映衬，呈现出经久不
衰、历久弥新的红色经典魅力。

洪湖地区，是湘鄂西苏区首府所在
地、红二方面军的摇篮、洪湖赤卫队的
故乡。在这片红色水乡，广大民众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抵抗反动派的剥削
和压迫，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
政权，电影《洪湖赤卫队》讲述的故事
正是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因此，电
影在叙事手法、主题表达、人物塑造和
故事情节上都保持了鲜明的时代特
色，艺术再现了上世纪 30 年代那段荡
气回肠的革命岁月。电影在开篇就介
绍了故事的时代背景——“洪湖是湘
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
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
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
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
年夏天，白匪乘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
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以洪
湖赤卫队队员前行身影和文字叙述构
成的开场镜头，将观众瞬间带入到那个
特殊的年代。

电影《洪湖赤卫队》根据同名歌剧
改编，将歌剧艺术和电影表现手法结
合起来是这部影片的一大特色。在第
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这部电
影获得了最佳音乐奖。电影中，除了
插曲《洪湖水浪打浪》传唱至今，《这一
仗打得真漂亮》《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白匪军，虎狼心》《万杆红旗迎太阳》
等插曲也随着影片剧情的推进适时引
入，既烘托了人物的丰富情感和内心
活动，也与故事内容相配合。歌剧艺
术巧妙地融入到电影的叙事之中，唱
演交相辉映，这种特殊的运用在影片

上映的年代非常新颖，即使如今看来
也并不过时。

讴歌英雄的家国情怀，表现英雄
坚守正义、英勇斗争、敢于牺牲奉献等
可贵品质，是红色经典电影恒久不变
的主题。电影《洪湖赤卫队》深刻勾画
出性格鲜明、信念崇高的革命者英雄
群像，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荧幕形象。
其中，共产党员韩英给观众留下了极
为深刻的印象。当面对白匪以屠杀全
体乡亲们为要挟，逼迫老百姓供出赤
卫队的下落时，为保护群众和同志，韩
英挺身而出，制止了敌人的暴行。在
敌人的严刑拷打下，韩英坚贞不屈、英
勇无畏，“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
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的唱词，彰
显出韩英忠诚于党、为革命无惧牺牲
的光辉形象。

除了韩英，影片还塑造一系列
情 感 饱 满、生 动 感 人 的 人 物 形 象 。
影片中，韩英母亲被敌人抓来劝降韩
英，即便看到遍体鳞伤的女儿时心如
刀绞，但她仍然顾全大局，激励女儿要
不惧敌人胁迫。赤卫队大队长刘闯虽

然有些莽撞，但他忠诚刚强、作战勇
猛，最终克服了自身缺点，加入红军队
伍。张副官机智勇敢，为赤卫队传递
秘密情报，在掩护韩英脱险时主动暴
露身份、壮烈牺牲。还有坚强不屈的
洪湖老百姓，面对敌人的恐吓威胁仍
誓死不屈，绝不出卖赤卫队和韩英。
影片的最后，洪湖赤卫队配合红二军
团消灭了敌人，许多赤卫队队员参加
了红军，奔赴新的战场。坚贞勇敢的
革命队伍终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影片
中众多英雄人物形象身上展现的斗争
精神和必胜信念，感染了一代又一代
的观众，激起人们克服艰难险阻、不断
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作为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作品，
电影《洪湖赤卫队》的影响力是深远
的。影片在全国放映后，刘闯、韩英
等经典形象家喻户晓，成为很多人学
习的榜样。如今，洪湖地区的一些街
道和建筑依然保持着当年石街小巷、
古朴木屋的风貌，湘鄂西苏区革命烈
士纪念馆成为人们探寻洪湖赤卫队足
迹的红色教育基地。多年来，当地民

兵队伍赓续先辈们“不怕牺牲、勇于
吃苦、敢于奋斗”的光荣传统，在防汛
抗洪、疫情防控等阵地上发挥着重要
作用。

英雄的精神鼓舞人激励人，艺术的
力量感染人塑造人。今天我们再次品
读这部电影，仍能唤起内心的情感共
鸣，激发出干事创业的昂扬斗志。这
就是红色经典电影的魅力所在。

图片制作：贾国梁

历久弥新的红色魅力
■刘 建 封 涛

打开典籍，对话先贤。由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大型文化

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以全新方式品读

典籍，通过戏剧演绎和影视化表现，让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鲜活立体起来，开启

了一场穿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每一部历史典籍都凝聚着前人的心

血和智慧，薪火相传保存至今，延续着中

华文明的血脉。历史典籍中的思想精粹

和文化价值，凭借电视综艺的现代化呈

现手段，展示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

国智慧和中国精神，积极推动了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节目遴选《尚书》《史记》《论语》《孙

子兵法》《楚辞》等享誉世界的中华典

籍，涉及文学、医学、哲学、历史等多个

领域，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

容。每期节目围绕一部典籍、一位与典

籍相关的历史人物展开，用多舞台、多

空间、沉浸式戏剧和古今对话的表现形

式，讲述典籍里涵养中华文明、传承民

族精神的感人故事。“当代读书人”走进

舞台戏剧营造的“历史现场”，与“古代

读书人”攀谈，并陪伴“古代读书人”跨

越千年来到当下，看后人是怎样学习典

籍、传承中华文明，这种呼应和交流给

观众带来贯通古今的情感连接。通过

与先贤跨时空的对话，观众深刻体悟到

牢牢根植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文化

情怀。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推广中，

古籍的大众传播是个难点。古籍用繁

体字、文言文、竖排版，甚至没有标点断

句，不少人看不太懂，敬而远之。古籍

装帧朴素平实，也不像其他历史遗产形

式多样、艺术特点突出，有更多的直观

感受。虽然古籍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深

厚的历史思想文化，但绝大多数古籍目

前只适合小众传播、分众传播，大众传

播的成功范例不多，成为文化遗产“活

起来”的难点。

为此，《典籍里的中国》节目组咨询

数十位相关专家，翻阅大量相关资料，进

而打造出高水准、高质量的文化内容。

节目不仅有主持人与学者的文化访谈，

还有主创人员和剧中演员进行的典读

会，分享创作思路和表演感悟，加深观众

对舞台戏剧演绎的理解。为提升节目的

观赏效果，节目组还充分运用环幕投屏、

实时跟踪、AR等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多

维度立体舞台空间满足了跨时空对话的

要求，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也拉

近了典籍与年轻人的距离。

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深蕴着丰富

的精神养分，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

宝。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对经典古籍

进行可视化解读，用电视综艺的形态展

现典籍的魅力，使其更加具有文化生命

力，吸引更多年轻人去了解典籍的内容

和精神内核，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新传播，为电视文化节目创作提供了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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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讲述了一
个感人至深的抗癌故事，让我们看到
了病患家庭、病友乃至陌生人之间的
陪伴与前行。影片中很多人物尽管身
患癌症，但他们的心中依然充满爱和
希望，在生活中坚强乐观，彼此鼓励，
相互关心，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感人的
生活片段。

看完这部影片后，相信很多人都
同我有同样的感受，韦一航之所以从
一个认为自己已经被病魔主宰的人，
转变为一个积极乐观的抗癌少年，就
是因为真诚挚朴的爱。韦一航的成
长蜕变，是他与自我、父母和社会和
解的过程。生活经历让他慢慢明白

了一个道理，尽管身患癌症，但他还
有爱他的父母、支持他的朋友，自己
的不幸其实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标
签。当他勇敢迈出那一步、积极拥抱
生活时，他已然发现，其实生活中处
处充满阳光。

正如片名《送你一朵小红花》所
表达的那样，“你”指的是我们身边的
每一个人，“小红花”则寓意一种奖励
和鼓励，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随着片尾曲缓缓响起，我回忆起在我
的生活中也有很多人一直在无私地
给予我爱和希望。记得新兵时，当我
因训练成绩上不去而沮丧的时候、因
为做错事而内心谴责自己的时候……
班长骨干总是那个送我“小红花”的
人。他们用真情真心让我解开心
结、重拾信心、融入集体。后来，我
在训练中不怕苦、不怕累，做事更加
用心、细心，终于迈出了坚实的军营
第一步。

细细想来，在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
阶段，其实都有愿意“送你一朵小红花”
的人，他们或是父母，或是老师，或是战
友。正是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们懂
得了责任担当，让我坚信只要积极向
上，美好将如期而至。
“生活很苦，不要放弃爱与希望。”

在电影中，即使身患癌症，大家依然相
互鼓励，对生活充满希望。事实上，我
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应该乐观
面对生活，这样才能不辜负关心和爱护
我们的人。唯有如此，才能像片尾曲中
唱的那样：“多么苦难的日子里，你都已
经战胜了他。”

文艺作品给观众带来的也许是精
神上的慰藉和治愈，但生活比任何影像
都来得生动。新春伊始，万象更新，让
我们送给自己一朵小红花，多些乐观和
信心，不断遇见更好的自己，不断实现
新的突破，相信这也是所有爱我们的人
最希望看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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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通往胜利的道路上，
有一群身份特殊的共产党人，他们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书写了惊心动
魄的铁血传奇。近日，中央电视台
纪 录 频 道 播 出 的 纪 录 片《铁 血 传
奇》，将镜头对准那些曾在隐蔽战线
上英勇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展现
他们为夺取革命胜利，潜伏敌营、赤
胆忠诚，为新中国成立立下汗马功
劳的故事。

纪录片《铁血传奇》选择了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我党在隐蔽战线的三
位 英 雄 人 物 —— 陈 赓 、袁 殊 、钱 壮
飞。对于他们的英雄事迹和传奇经
历，观众可能有所了解，但对他们在
潜伏生涯中那些千钧一发的时刻、
身份撕裂中的身心煎熬与紧张，或
许只有模糊而抽象的印象。正是基
于此，《铁血传奇》试图更细致、更逼
真地还原那些危机四伏的历史性时
刻，向观众生动呈现他们身处险境
却忠诚坚定、大智大勇的形象。

这 些 英 雄 的 故 事 涉 及 谍 战 、特
工、情报等元素，本身就具有传奇色
彩。《铁血传奇》作为人物纪录片，既
要保证回归历史的真实，又要使纪录
片不落窠臼、具备艺术感染力，主创
团队为此秉持了这样的创作理念——
“如果只用故纸堆去表现历史，观众
可以直接去图书馆。既然选择影像，
我们相信观众需要看到更丰富的画
面、更温暖的故事和更有质感的历

史，而不是一段冰冷的往事。”因此，
主创团队并没有采取传统纪录片利
用历史图片和文字资料重述史实的
模式，而是在还原真实历史的基础
上，对纪录片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
积极探索和创新。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在历史阐
释、背景交代和情节叙述时，该片严格遵
照历史的真实性，通过权威学者的剖析
与解读、历史影像照片和文字资料的交
代与运用，为观众理清了隐蔽战线上的
历史疑案，保证了纪录片的权威性和真
实性。

在保证真实性的基础之上，主创团

队运用多种视听手法，在还原历史场景
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

为了营造出历史现场感，纪录片
通 过 情 景 再 现 的 方 式 ， 巧 妙 通 过
“障碍物”的设置，让观众与再现的
历史场景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观赏距
离，以更加理性冷静的态度去感受
历史，以穿越时空的“凝视”增强
纪录片的艺术性。例如观众可以通
过虚掩的门扇，感受到陈赓与蒋介
石在进行精神上的博弈；通过晃动
的钟摆，感受到钱壮飞私拆密报的
惊险之夜……

在呈现一些戏剧性场景或者重大

危机时，该纪录片选择将画面停住，
让人物形象在时间中定格。例如在
《陈赓》一集中，白色恐怖时期，为了
确保中共中央苏维埃代表会议在上
海顺利召开，陈赓把会场布置成一座
“医院”，让参会者乔装为“医生”和
“病人”。纪录片中，主创团队选择将
这一特定历史场景定格，观众跟随陈
赓走进凝固空间，模拟他脑海里所设
想的场景。通过这种定格，观众可以
仔细观察人物的表情，获得更丰富的
历史信息和更新颖的视觉感受。

此外，为了更好地描述史料中缺乏
的细节，纪录片还采用了三维特效版画
的制作方式，将难以表现的大场面、部分
场景过渡由实转虚，以粗粝的绘画效果
呈现，展现事态紧急之下人物的神态和
行动。

纪录片《铁血传奇》在叙事手法和
历史呈现上的探索，给观众带来耳目一
新的观赏体验，其表达手法比较契合时
代审美特点，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空间。

纪录片《铁血传奇》——

艺术再现历史风云
■汪 洋 杨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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