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2 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的《地雷战》上映。影片生动再现了

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人民

群众开展地雷战，歼灭日军，取得反

扫荡胜利的故事。

海报画面上半部分，以胶东茂盛的

森林为柔和分界线，刻画了青年民兵的

典型形象。前景为民兵队长赵虎，他屏

息凝神，瞄准时机随时准备牵拉地雷引

信。后景为民兵玉兰，她双手持枪，目

光炯炯有神，在植被掩护下配合作战。

通过对典型形象的绘制，海报彰显出胶

东儿女人人皆兵的战斗面貌，表现出人

民群众巧用集体智慧克敌制胜。海报

下半部分采用夸张的表现手法，使敌人

与地雷形成鲜明对比，将敌人在地雷前

闻风丧胆的形象传神表现出来。值得

一提的是，海报上下部分以“地雷”自然

过渡，将地雷绘于画面贴切的位置，既

延伸成为赵虎手中的武器，又拓展为重

压敌人的千钧之力。

整幅海报虚实相生、层次分明，

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风貌和革

命浪漫主义艺术气息。

智慧克敌 全民皆兵
■阿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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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日子里，艺术家创作了多

部以焦裕禄为题材的影视作品。重温这

几部影视作品，既是对峥嵘岁月的回首，

也是对奋进新时代的一种激励。

1990 年，电影《焦裕禄》上映。3 毛

钱一张的票价，最终收获 1.3 亿票房。片

中的焦裕禄形象质朴刚健、大义凛然，让

精神楷模实现了由文字到银幕形象的飞

跃。片中，在那个大雪纷飞的火车站，望

着黑压压外出逃荒的群众，焦裕禄感到

深深的痛心……冷峻的画面，建构起焦

裕禄精神的内在张力。

在电影基础上，2012 年播出的电视

剧《焦裕禄》在叙事上又呈现出新的亮

点。剧中，焦裕禄时常管村里的大娘叫

“娘”。全剧尤为着力地表现了焦裕禄没

有把母爱局限于小我——常自责不能

“尽孝”的他，把这份爱和愧疚融化在了

为人民服务的大我之中。该剧以一种表

面波澜不惊、内在雷霆万钧的力量，触动

了观众心灵。

剧中用插叙手法交代出焦裕禄青少

年时期的成长轨迹，并让往事的鼓点牢

牢打在当下的人物关系上。因无钱还

债，父亲被地主逼死。眼泪未干，焦裕禄

又被日寇抓到煤窑当苦工。这些闪回的

篇幅不长，但意义非凡——那是一个青

年无产者的价值观形成期，让观众理解

了一个在旧社会受压迫的青年最朴素的

价值定位。

珠玉在前，再写焦裕禄，怎样做到既

融合又超越人们对他的记忆？

焦守云的回忆，是通往焦裕禄情感

世界的一扇侧门。焦裕禄不仅是一名党

员、干部，而且是一位父亲、儿子。2021

年，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上映，实现了

讲述视角由单一到多元的飞跃。

巧用儿女视角，易于打消年轻观众

对熟悉题材先入为主的疏远。作品从亲

人 角 度 向 历 史 凝 眸 ，窥 见 了 崇 高 与 深

沉。又苦又涩的盐碱土，焦裕禄抓起来

就放进嘴里尝。他对群众困难的感同身

受，不仅是“感”，而且是“受”。身为县委

书记的焦裕禄，穿着破棉衣在街头吆喝

卖咸菜为女儿示范，好父亲的形象就这

样温馨又生动地呈现在银幕上。1964

年春节，已是重病在身的焦裕禄向母亲

雪中跪别的场景，将全片情感的火苗引

燃。银幕上，焦裕禄回来了，带着那个时

代的信念，带着人民公仆的本色。

重温不同时期的几部影视作品，可

以清晰看到焦裕禄形象是一个人物细节

被不断发掘和还原的过程。同时，这几

部影视作品并非只是为观众重现耳熟能

详的故事，更要给予观众探寻和凝望的

空间，投射出时代之思。因此，搞清楚从

画面中归来的焦裕禄给我们带回来了什

么，就明白这些作品为什么有嚼劲了。

焦裕禄性格的首要特质是朴素，但

朴素不等于贫穷落后。实际上，真正的

文明从来都是埋藏在艰苦奋斗中。通过

塑造焦裕禄的形象，这些作品擦亮了“艰

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时代底色。电视剧

《焦裕禄》中，焦裕禄让女儿焦守凤放弃

找上门来的“好工作”，而把她安排到食

品厂挑着担子送酱油。顶着旁人疑惑的

目光，焦裕禄说：“谁要是觉得劳动难为

情，那他就是变质了。”由此，我们可以看

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朴实风范。

这些作品让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

彰显了历史纵深感和生命质感。在电视剧

《焦裕禄》中，为了给寨子大队建砖窑，焦裕

禄累倒在工地上，乡亲们因此懂得了一个

道理：还是社会主义有奔头！此时，他们的

家就不再是小家，而是新中国这个“大家”；

家里遇到困难，每个人都来替这个“大家”

分担。由此演绎出的每个故事都是一堂生

动的课，它让观众明白，新中国虽然一穷二

白，但拥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

实际上，写焦裕禄就是写心怀人民的

质朴情感。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中，焦

裕禄临终前嘱咐儿女：“眼睛里要看得见

受苦人的眼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

几部作品创作者共同遵循的情感。

纵观这些影视作品，它们不仅是焦

裕禄个人的生命写照，也是同时代许多

英雄人物的精神写照。只有永久思念，

没有片刻分离，焦裕禄精神一直活着，活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口碑里，活在人民

群众奋进新时代的实践中。

重
温
焦
裕
禄
的
公
仆
情
怀

■
张

硕

近日，红色公益影片 《觉醒青年》

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该片以大学生

就业、父子关系等社会话题为切入点，

以对长征精神的挖掘为主题，讲述了一

名大学毕业生在探寻长征遗址、聆听先

辈事迹中，心灵深受震撼，最终实现自

我觉醒的故事。《觉醒青年》 将故事背

景设置在长征路上的几个重要节点，通

过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带领

观众一步步沉浸式地进入到历史细节深

处。有专家评价：“ 《觉醒青年》 的推

出，是对红色文化引导当代青年树立正

确人生观、价值观的一次有益推动。”

觉醒在重走长征路上
■陆成宽

在 庆 祝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建 军 95

周 年 之 际 ，5 集 纪 录 片《八 一 南 昌 起

义》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

栏目播出。

该 片 以 宏 阔 的 视 野 ，讲 述 1927 年

大 革 命 失 败 后 ，中 国 共 产 党 直 接 领 导

的 带 有 全 局 意 义 的 南 昌 起 义 ，打 响 了

武 装 反 抗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的 第 一 枪 ，从

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

故 事 ，再 次 诠 释 了 这 场 起 义 的 伟 大 历

史意义。

反映南昌起义这段历史的影视作

品 非 常 多 ，而 且 视 角 多 样 。 在 纪 念 南

昌起义爆发 95 周年的当下，如何将这

一 伟 大 历 史 事 件 叙 述 好 ，是 个 难 题 。

据悉，《八一南昌起义》摄制组怀着对

人 民 军 队 的 深 厚 感 情 ，以 高 度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 感 精 心 筹 划 ，在 认 真 研 读 南

昌 起 义 史 料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广 泛 深 入

的 调 查 研 究 ，走 访 权 威 专 家 学 者 及 朱

德、贺龙等起义领导人的后人，千方百

计 地 搜 集 挖 掘 鲜 为 人 知 的 宝 贵 史 料 。

难能可贵的是，摄制组寻找到了粟裕、

萧克等南昌起义亲历者珍贵的原始声

音、影像资料，增添了该片的可信度和

观赏性。

《八 一 南 昌 起 义》以 独 特 的 视 角 ，

用“ 风 云 突 变 ”“ 云 集 九 江 ”“ 枪 声 响

起 ”“ 英 勇 转 战 ”“ 会 师 井 冈 ”5 个 篇 章

生动再现了这场伟大起义。该片用大

量翔实的文献和影像资料解答了一系

列 问 题 ：面 对 国 民 党 内 反 动 集 团 叛 变

革 命 、挥 舞 屠 刀 血 腥 杀 戮 的 暴 行 时 ，

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在

众 多 城 市 中 ，起 义 为 什 么 会 在 南 昌 爆

发 ，并 成 为 打 响 第 一 枪 的 地 方 ？ 这 其

中经历了哪些决策过程？为什么当时

还 不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员 的 贺 龙 ，担 任 了

起 义 总 指 挥 ？ 为 什 么 起 义 定 在 凌 晨？

为 什 么 后 来 提 前 两 个 小 时 举 行 起 义？

为 什 么 在 没 有 友 军 支 援 、没 有 兵 员 补

充 、没 有 弹 药 补 给 的 情 况 下 ，起 义 部

队要长途远征广东？当起义部队南下

广 东 、转 战 湘 赣 后 ，朱 德 如 何 保 存 起

义部队最后的火种与毛泽东领导的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

师？

《八一南昌起义》真实客观地向观

众呈现了南昌起义中的重大事件、重要

会议和重要人物，真实反映了南昌起义

的时代背景和残酷的中国革命斗争实

践，努力还原了南昌起义从筹划、发动、

胜利，到南下受挫，再走向新胜利的历

史原貌。在此基础上，该片生动阐释了

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

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

个伟大事件，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

一个伟大事件。

此外，该片还展现了一大批珍贵历

史档案——

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

指挥名义发表的《告第二方面军全体官

兵 书》：“ 照 得 本 部 各 军 ，富 余 革 命 精

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

战千里来粤，只求主义实行……”这篇

文献开宗明义地讲清楚我们起义部队

是要干什么，向大家声明军纪。

1927 年 1 月 24 日，担任国民革命军

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刘伯承在泸州发布

的《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布告》，

告示全体军民要听从指挥、服从整顿。

泸州、顺庆起义在军阀的围剿分化下失

败，却为之后共产党人发动武装暴动提

供了宝贵经验。

周恩来在起义部队处境极其困难

的情况下，向党中央撰写的《向潮汕进

军的问题》的报告。

刘 伯 承 亲 手 绘 制 的“ 由 南 昌 到 广

东 经 过 路 线 略 图 ”。 地 图 清 晰 而 详 细

地 标 注 了 江 西 、福 建 、广 东 以 及 南 昌

起义部队南下时可能经过的城市和道

路 ，有 些 地 方 还 用 小 数 字 标 明 了 距

离。

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

会 时 ，捐 款 给 起 义 部 队 的 收 条 以 及 回

信。南昌起义胜利后，南昌各界人士掀

起慰问热潮。收条的内容是：“今收到

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壹万元正。”回

信的内容为：“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

劳捐款，已由本会黄道、罗石冰两常委

分别送交 11 军与 20 军两政治部主任领

收代为分发。”

1933 年《红色中华》刊载的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每年 8

月 1 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的相关

文章。

1949 年 3 月 13 日，中共七届二中全

会 通 过 毛 泽 东 起 草 的《关 于 军 旗 的 决

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

（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该 片 在 表 现 形 式 上 与 往 期《国 家

记忆》栏目的纪录片有所不同，把主讲

人 出 镜 解 说 变 成 不 出 镜 解 说 ，主 讲 人

的 画 面 空 间 变 成 档 案 文 献 资 料 展 示 。

这 种 处 理 方 式 让 鲜 活 的 文 物 档 案 说

话 ，增 添 了 纪 录 片 的 观 赏 性 及 历 史 厚

重感。

5 集纪录片在对南昌起义作全景式

展现的同时，突出了南昌起义功在打响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功在

风云激荡炼初心、浴血荣光铸军魂；展

现了“听党指挥，坚定信念”是人民军队

建军大业基石的主题；彰显了新时代的

人民军队肩负使命踏峥嵘、百炼成钢建

伟业——八一军旗，屹立不倒！八一精

神，永放光芒！

纵观纪录片《八一南昌起义》全片，

其史实准确，表述公正客观，是融史料

文献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纪录

片，值得细细品味。

上图为纪录片《八一南昌起义》海报。

纪录片《八一南昌起义》生动再现—

石 破 天 惊 第 一 枪
■褚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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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狙击手》尽管上映已经过去一

段时间了，但其中的很多细节，依然深深

印刻在我们心里。

电影《狙击手》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冷枪冷炮运动为背景，讲述神枪手刘文武

带领五班战士，在敌我军备力量悬殊的境

况下，与美军狙击手进行殊死对决的故事。

《狙击手》选择了一种难度较大的表

现手法——于战争炮火中寻得一份从

容。影片叙事节奏把控得当，紧张的对

决氛围一直紧攥观众的心。经过几轮交

火，在攻心与枪法、速度和耐力的比拼

中，双方各有胜负。片子有条不紊的叙

述手法，也衬托出志愿军战士应变自如、

镇定自若的战斗风采。

影片在设计双方狙击交火的过程

时，讲究战术战法的运用。展现战术战

法的一个依托，是对人物心理的挖掘。

片中，对每个人物性格的塑造都非常细

腻，对不同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决断力、

应变力设定也非常精准，这使得双方狙

击手在斗智斗勇中步步争锋。一个个鲜

活人物的成功刻画，与考究的战术战法

设定，相得益彰。

以小博大是《狙击手》的另一亮点。

从宏观上看，相对集中的狙击对决，隐含着

抗美援朝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底蕴。从细

微处看，刘文武走出战壕英勇牺牲、胖墩牺

牲前都在想着给孩子取名字等富有家国特

点的细节，展现出家国深情的宏大题旨。

《狙击手》与同时期先后上映的《长

津湖》《跨过鸭绿江》《长津湖之水门桥》

这 3 部反映抗美援朝宏大历史的电影不

同，它把刻画重心放在了宏大战争中的

一个片段，是一部将狙击战刻画得惊险

激烈的影片，更是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

赞歌。

感人至深的英雄赞歌
■单 林 温 馨

E-mail:jbysfilm@163.com

1966 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的黑白电影《地道战》上映。该片讲

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人民利用地

道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影片

上映后，很快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

数代人的光影记忆。

电影《地道战》的海报，也是新中

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海报之一。它的构

图主题鲜明，简单明了，洋溢着浓郁的

战斗氛围。画面底部，弯曲的地下通

道和其中带着各式武器、即将投入作

战的队伍，生动逼真地展现了地道战

的作战特点。海报的主体是电影中的

主人公之一、民兵队长高传宝，和另一

位民兵在地道出口协同作战、英勇打

击敌人的战斗画面。他们是广大抗日

军民的代表，其战斗姿态和眼神充满

了仇恨和怒火。海报虽然没有直接呈

现敌人被迎头痛击的场景，但画面右

侧腾空而起的硝烟，在进一步营造战

斗氛围的同时，给人留下了无限遐想。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

兵千百万……”地道战是中国抗日战

争史上的伟大创造。广大抗日军民依

托“地下长城”，给侵略者以沉痛打击，

充分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地下长城 人民战争
■王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