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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近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香山叶

正红》在央视一套播出。该剧聚焦中共

中央在香山工作的 181天时间，展现中

国革命历程中的又一伟大历史节点。全

剧围绕进京、和谈、渡江、筹备政协、召开

政协等多个重要历史事件展开，讲述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主席带领中

共中央从西柏坡入驻香山“进京赶考”，

解放全中国、为新中国奠基的故事。

该剧播出后，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其恢宏叙事和朴实温情被观众称赞。有

观众认为《香山叶正红》无论在历史呈现

层面，还是在人物塑造维度，都厚重有质

感，兼具历史深度与情感温度。

观众所称道的历史深度，不仅是该

剧的亮点，也暗含该剧的叙事逻辑。“进

京赶考”和“打破周期率”是《香山叶正

红》的重要叙事内容。为此，该剧在遵从

电视剧创作规律的同时，严格遵循正史

原则，展现严肃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精

神。《香山叶正红》以电视连续剧形式艺

术地回答了，我党“进京赶考”是如何考

出好成绩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破解“周

期率”，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获得长

治久安。

《香山叶正红》真实再现历史，也以

“历史正在进行时”的艺术手法探寻历史

背后的深层发展逻辑。比如第 1 集，就

集中呈现了七届二中全会。从会议前的

各项准备，到定都北平等重要议题的会

前商讨，再从正式召开全会，到全会圆满

闭幕，观众随着会议部署，“沉浸式”感受

了七届二中全会全过程，仿佛“见证”了

一个“正在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跟随剧情，该剧也指引观众进入

“沉浸式”思考：经过 28 年浴血奋斗，要

成立新中国了，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

伟大转折期，中国共产党将如何作答

一个个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幸福的重

要考题？于是，伴随剧情推进，观众对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党的

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

方针、“糖衣炮弹”论和“两个务必”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剧中，错综复杂的

国内外形势和敌特疯狂的破坏活动，

也让观众深切感受到辉煌历史背后的

艰辛历程。

如果说历史深度是《香山叶正红》

的“骨骼”，那么情感温度则是其“血

肉”。剧中，无论是对伟人形象的塑造，

还是对其他人物形象的刻画，都真实、

接地气，带着生活质感。

剧中对毛主席形象的塑造，一面是

工作中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面则是

生活中的亲近随和与感怀动情。比如剧

中，毛主席和西柏坡老乡一起看文艺演

出，喜欢吃老乡家种的辣椒，还跟老乡换

旱烟抽；向村里私塾先生借的书看完了，

按时还，还托人送去饺子以表谢意；看到

孩子们在院子里唱歌跳舞，毛主席也暂

时放下工作，出来和孩子们载歌载舞。

这些细节，都充分展现了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与人民群众血

肉相连的深情。

此外，剧中一身正气、有勇有谋的

团长姜莱阳；追求进步、勇挑重担的青

年干部萧静娴；聪明好学、不断成长的

中央警卫员柳二勇；性格豪爽，运送物

资支援前线的支前队队长赵大妈等，这

些人物虽然身份迥异，但都个性分明。

该剧塑造的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

象，展现出人民爱党爱军的深情。该剧

所要呈现的开国气象，也在这种深情的

助推下愈加磅礴。

观众从剧中还能品到历史叙事中

蕴藏的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意象。比如，

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特别邀请张治中

观赏香山盛开的桃花，临别前还送他一

株桃花，“聊赠一枝春”。借春景延展到

当前大势，寓意历史发展的大势不可逆

转，中国革命的春天就要来了。这一细

节，饱含浓郁的艺术美感与历史韵味。

再比如宏观层面，该剧从香山看中国，

从正红的红叶看蓬勃向前的历史潮流，

也凸显了香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独特

气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初

心、“红色”使命。

一段激情燃烧、人心所向的岁月；

一群坚守初心、肩负使命的“赶考人”；

一部革故鼎新、开天辟地的转折史。电

视剧《香山叶正红》以恢宏的视角回顾

历史，深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行动

作答“人民考卷”的“精气神”。时代是

出卷人，中国共产党人是答卷人，人民

是阅卷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跟随电

视剧《香山叶正红》重温“赶考”精神，将

激励我们传承革命精神，锐意进取，在

新时代“赶考”路上，继续答出一份份满

意的时代答卷。

上图：电视剧《香山叶正红》剧照。

电视剧《香山叶正红》—

彰显“赶考路”上的初心使命
■李 建

新片巡礼

作为一名曾经的驻村第一书记，我

对近期上映的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

多了几分期待，觉得“内行能看门道”，

特别想看一看导演用什么样的方式记

录第一书记的故事。

《我们是第一书记》由新华通讯社出

品。据报道，这部影片历时 3年完成。这

3 年恰好是我任驻村第一书记的 3 年。

2017 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2018

年3月至2021年5月，我赴深度贫困村——

贵州省赫章县共同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在脱贫攻坚一线奋战了 1158天。

怀着特殊的情愫观看关于第一书记

的电影，一幕一幕让我回到那段难忘的

驻村岁月，仿佛点点滴滴就在昨天，心中

不觉燃起无悔、自豪和奋斗的激情。影

片能如此感动人、打动人，源于它真实质

朴的人物、故事、场景和情感表达。

影片中，驻村第一书记的生活原汁

原味，一个个故事都充满泥土气息、充

溢村寨味道。

片中，四川省布拖县博作村前后两

任第一书记胡小明和罗洪找孩子二鬼

的情节，场面看起来有些滑稽，其实很

有现场感。二鬼因为长期说彝语，不会

说 普 通 话 ，在 学 校 与 人 交 流 困 难 而 厌

学。为了找到二鬼并把他送回学校读

书，胡小明和罗洪翻楼倒柜、围追堵截，

和这个他们口中的“逃学威龙 F4”之一

斗智斗勇。他们经过多次努力和沟通，

最后让家长和孩子认识到读书的重要

性。我驻村期间，村里也有一个孩子，

刚读初一就不愿读书，想和哥哥一起外

出打工。我和村干部家访做工作，先后

5 次都吃了闭门羹，其中 2 次门内有灯

光，敲门却无人应声。他家房前常常有

四五条狗，我们战战兢兢、且访且防的

场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当我们第 6

次上门时，门开了，孩子被感化了。为

什么要坚持把孩子送回学校呢？正如

片中胡小明所说，我们深刻认识到，最

怕的贫困是思想观念贫困，教育是斩断

贫困的根本基础，孩子是未来、是希望，

要让适龄孩子一个不少地去上学。

影片中第一书记们鲜活的故事、鲜

活的形象，让即便不是第一书记的观众

也能了解，贫穷意味着什么，脱贫攻坚

为了什么、带来了什么，第一书记到底

为什么要干、怎么样去干、干成什么样。

驻村第一书记们站在脱贫攻坚最后

关头，面对的都是难中之难、坚中之坚，就

像片中西藏自治区定日县宗措村第一书

记旺青罗布说的那样，只能上，不能退。

影片中，黑龙江省拜泉县上升村第

一书记王路和村干部们一道，要扶起被

狂风吹倒的玉米，更要扶起群众战胜困

难的信心和决心，赢得大丰收，把粮食

装进老百姓的家中，装进国家的粮仓

里。贵州省望谟县坡头村第一书记刘

恭利和驻村工作队一起，要千方百计帮

助贫困群众搬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

人的大山，兑现跟进服务承诺，真正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旺青罗布和乡

亲们商议，要想方设法建起宗措村养羊

合作社，找到致富路子，提高大家收入；

养羊意味着希望，羊的事，比天大，一只

羊都不能放弃。

这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不是拍拍胸

脯就能完成的。面对重重困难，驻村第

一书记们和广大干部群众没有退缩，以

敢打必胜的姿态，向恶劣环境、自然灾

害、身体疾病、落后观念和绝对贫困发

起决战，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攻，稳

扎稳打，赢得最终胜利。

以情动人却不煽情，是最能打动人

心的情感力量。来自不同岗位的干部

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如果单打独斗、

盲目蛮干是干不成事的。只有和当地

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建立深厚感情，用

模范行动赢得支持和配合，才能真正甩

开膀子、迈开步子。

影片中，大家实事求是、齐心协力，

调查研究、科学论证，找准发力点。旺

青罗布成就了岗巴羊产业，刘恭利有力

完成了易地扶贫搬迁，胡小明和罗洪在

一个村建了两个幼儿园，王路组织动员

群众实现了玉米大丰收。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大 家 有 了 共 同 目

标，紧紧团结奋斗在一起。索朗、苏呷

次拉等干部群众，成了第一书记们的好

帮手、好参谋、好战友，彼此结下深情厚

谊。片中，索朗和村干部们为了羊的安

全，搬到了羊圈里住，嘴对嘴对小羊进

行人工呼吸；罗洪说到全村人都认识胡

小明，唯独胡小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

母亲不认识他自己时，带着哽咽；坡头

村村民唐守芬搬迁后看见第一书记刘

恭利的背影，激动得“感觉心里面一下

子就踏实了”；上升村村民说到王路可

能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苦时，那种心疼

的神态；还有悼念那些牺牲的第一书记

们的每一句话语和每一个场景——这一

幕幕直抵人心。

回想我驻村离开时，村民们在公路

上夹道送别我，当 58 岁的老支书抱着我

哭了起来，村民流着泪恳请来接我的同

事把我照顾好的时候，我明白他们心中

早已把我当作了亲人，这种情感来得如

此强烈和真切。

片中，旺青罗布说，人是有感情的，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能够融化最厚实的

冰 雪 ，能 够 征 服 最 高 的 山 峰 。 这 种 感

情，是影片中每一名第一书记传达的那

种给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深情，敢于

担当、努力有为的深情，践行对党和人

民庄严承诺升华的深情。这种感情始

终是那样美好，能一直让人为之动容。

左图：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海报。

真实的力量直抵人心
■李 健

荧屏内外

近期，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

发展中心等联合推出的 3 集纪录片《红

色医生》在央视国防军事频道播出。该

片以“硝烟战火挡不住我们的路，披荆

斩棘也要把你救护”为主题，展现新四

军战地医疗队为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

追寻新四军卫生工作背后的深层历史

意义。

暗房里，一双手（叶挺）正在冲洗一

张照片。在显影药水作用下，照片清晰

起来——那是新四军医务人员的一张

合照。这是第 1 集《救死扶伤》的开篇。

照片上一张张朴实的笑脸，带领观众回

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新四军的卫

生工作，伴随新四军的诞生而创立，随

着新四军的壮大而发展。片中，92 岁的

新四军医务员展学义回忆，受到敌人封

锁，根据地药品相当缺乏，没有酒精就

用白酒代替，竹筷代替镊子，被单撕成

布条当绷带等。白衣战士们从战火硝

烟中，抢救下 8.5 万余名伤员，有力支持

了作战。

第 2 集《医 者 仁 心》讲 述 新 四 军 部

队的医护人员多是从北京、上海等大城

市来的，他们怀揣医学梦想，抱着民族

救亡的信念，冒着枪林弹雨义无反顾投

身新四军部队。新四军卫生工作所取

得的卓著成就，是由无数忠于民族解放

事业、舍生忘死、流血牺牲的医务人员

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医务人员不

仅救治部队官兵，也为当地百姓治病。

片 中 ，盱 眙 县 黄 花 塘 镇 村 民 李 玉 学 挽

起 袖 子 ，讲 述 了 他 5 岁 时 膀 子 长 了 瘤

子 ，新 四 军 医 务 人 员 为 他 动 手 术 治 好

的故事。

80 多年前的中国，贫穷、战火、疾病

横行，人民生存都很艰难，现代医学发展

举步维艰。这样的背景下，新四军如何

排除万难开展医学教育工作？又如何向

群众普及现代医学常识？第 3 集《理想

摇篮》对此进行了陈述。

“ 皖 南 事 变 ”后 ，随 着 部 队 发 展 壮

大，根据陈毅指示，继续从上海等大城

市动员医护人员来新四军服务，因陋就

简建立近百所医院或医疗（休养）所；先

后开办了华中卫生学校、华中医学院、

新四军军医学校，各单位也相继开办医

学教育机构，因地制宜搞好医学培训工

作。片中，94 岁的新四军医训班学员齐

淮生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办学是困难

的，但师生们发扬延安精神，走抗大道

路。没有课桌凳，学生们就用背包当板

凳、大腿作课桌；没有课本，老师就自己

编印讲义，至今，齐淮生还珍藏着 77 年

前的《药物摘要》教材。抗日战争胜利

时，新四军共培训各类医务技术人员一

万余名，他们中很多人在解放战争以及

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我国医疗战线上

的中坚力量。

《红 色 医 生》，遵 循 新 四 军 战 地 医

疗队既是卫生队又是战斗队的摄制理

念 ，深 入 挖 掘“ 红 医 ”故 事 ，大 力 弘 扬

“ 红 医 ”精 神 ，引 导 当 代 医 务 工 作 者 传

承红色基因，为健康中国助力。

上图：纪录片《红色医生》剧照。

“红医”精神代代传
■过向宏

近期，电视剧《功勋·能文能武李延

年》反响热烈。这也引发了笔者对军事

题材影视使命担当的一些思考。

军队文艺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更好地把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

直观呈现在荧幕上，是军事题材影视创

作的应有之义。

那么，军事题材影视作品，该如何

将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讲透彻？

笔者认为，首先，要讲好表现“生命

线”作用的典型故事。《功勋·能文能武

李延年》中的一连串故事就很具有代表

性。该剧通过讲好一个个情势紧急、矛

盾交织的焦点事件的解决过程，让观众

在紧跟故事情节推进的同时，对政治工

作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感同身受。

其次，要真实呈现政治干部队伍形

象。《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为观众留

下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指导员形象，这

个“不同寻常”实际上只是与以往大部

分影视作品相对比，而我军优秀政治干

部历来是能文能武的，革命年代更是善

于伴随战斗行动开展政治工作。

再次，要找准向战为战、服务打赢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紧 盯 战 斗 力 建 设

中 面 临 的 矛 盾 问 题 。《功 勋·能 文 能 武

李 延 年》中 ，在 领 会 上 级 意 图 、分 析 判

断 形 势 、开 展 教 育 引 导 、处 置 突 发 情

况、定下作战决心、指挥战斗行动等情

节 中 ，李 延 年 都 将 政 治 工 作 很 好 地 融

入其中。这些都是战斗力建设中的重

要内容。

《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塑造的指

导员形象，也启示我们：未来军事题材

影视创作中的政治主官形象应该更多

是适应新时代战场要求的“文武兼备”

“心系全局”的指挥员形象。与此同时，

军事题材影视要发挥好强军文化润物

无声的重要作用。当代官兵成长于和

平年代，缺乏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战场生

死冲击。帮助官兵从训练场过渡到战

场，不仅需要通过军事训练来强化作战

技能，而且需要通过优秀文艺作品来激

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

的战斗作风。这样的作品应该像李延

年战前动员那样，努力唤起大家对军民

情深、家国同心的情感共鸣。

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具有引导正向积

极的价值取向的功能。近来，在《功勋·

能文能武李延年》《长津湖》《守岛人》等

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引导下，大众视线

更加聚焦于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突出

贡献、付出巨大牺牲的英雄们。在这种

背景下，军事题材影视更应乘势而上，展

现强军路上的“风花雪月”，成为吹响时

代前进号角的生力军、主力军。

强军事业呼唤强军文化。新时代，

伴随强军实践不断向前推进，军事题材

影视也需要紧跟步伐，承载起适应新时

代要求的使命任务，通过更多途径，在更

宽领域发挥更广泛作用，多推出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为强军事业

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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