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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电 视 剧

《问苍茫》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剧

讲述了 1921 年到 1927 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之初，以青年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

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

艰难历程。

该剧串联起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八七会议等一系列重

大 历 史 事 件 。 其 中 ，重 点 围 绕 青 年

毛泽东历经创办自修大学、组织工人运

动、开展农民运动调研等复杂多样的情

节展开。剧中充盈着青年毛泽东领导

工农革命的众多细节，让观众能够跟随

剧情感悟革命之路的艰辛。

剧中历史人物众多，创作者通过细

节描绘，将他们迥异的性格建构得丰满

立体。如毛泽东为杨开慧写下《贺新

郎·别友》以表情意，在会议上多次即兴

发言而语惊四座，与工人同吃同住争取

权益，同弟弟妹妹们聊家常、谈理想等

情节，让一个有温度、有情感的伟人形

象 闪 耀 荧 屏 ，感 人 至 深 。 再 如 ，剧 中

毛泽东与蔡和森、向警予在广州茶楼吃

早茶，李大钊与毛泽东吃火锅回忆在北

京的岁月等，让剧作增添了情感温度和

生活气息。

同时，由于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及

历史人物较多，剧中采用动画、旁白、文

字介绍等丰富的影像手段串联剧情、塑

造人物、升华主题。如第 6 集中，水口

山矿工“耿娃子”的出场，无论是最初的

人物简介，还是交谈中的称呼，始终只

叫 他“ 耿 娃 子 ”。 但 在“ 耿 娃 子 ”随

毛泽东、蒋先云等回家这一幕中，再次

出现了对“耿娃子”的人物介绍，即“耿

娃子，原名耿在忠，后改名耿飚……”这

样设置既符合当时人物的境况，为剧情

增添了温馨活泼的情感，也简洁明了地

向观众介绍了人物生平。再如第 7 集

中，则以动画配旁白的形式，介绍了京

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情况。

剧中多次运用隐喻手法表达深刻

意蕴，一句一幕发人深省。如毛泽东与

贺民范登山时，贺民范停驻在半山腰上

说道：“山高路陡，我走不动了，你自己

上去吧。”看似在说山路，实则暗示革命

之路犹如攀登人迹未至的陡峭高山。

李大钊即将被押赴刑场，得知日期后，

他望着铁窗说道：“是我们党五大召开

的第二天。”透过朴实有力的语言，李大

钊的精神和信仰直抵人心。

再 如 ，剧 中 革 命 事 业 在 遭 受 挫 折

时出现乌云蔽日之景，而剧终毛泽东

出发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时，云

开雾散终见日，意为坚持革命信念迎

来胜利曙光。同一幕中，毛泽东除了

行囊还带着当初离开安源时工人送的

褐 红 色 油 纸 伞 ，这 把“ 伞 ”隐 喻 着

毛泽东从未忘记工人们对共产党和共

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寄予的厚望，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透过影像回望峥嵘岁月，该剧搭建

起一座跨越百年的青春与青春的对话

之桥。毛泽东辗转上海、长沙、广州、武

汉等地，一路走来，看似壮怀激昂，实则

坎坷非常，但毛泽东总能在困境中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没有经费、人手不

足的情况下，他让湖南自修大学从蓝图

成为现实；在被指不了解工人现状后，

他进行实地考察，并团结带领安源路矿

工人摆脱压迫；针对当时党内外存在的

关于农民运动的错误论调，他在深入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深化了自身对农民运动的认

识，也回应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质

疑。该剧让观众看到了青年毛泽东的

人 格 魅 力 ，也 勉 励 着 当 代 青 年 当 以

毛泽东为榜样，把握青春、奋发有为，不

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 进 前 而 勿 顾 后 ，背 黑 暗 而 向 光

明”，青春的朝气里蕴含改变中国的力

量。剧中，英勇就义的李大钊、文武双

全的周恩来、温和谦逊的瞿秋白、从容

不迫的李立三、血洒申城的陈延年、愿

以余生献身革命的夏明翰……那时的

他们风华正茂，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

长，只为胸中的主义与心中的信仰。

剧中还塑造了众多富有智慧和力

量的女共产党员形象。鼓励裹小脚的

妇女们卸掉封建束缚走进学堂、即使身

怀六甲仍投入罢工运动的杨开慧；为党

的三大起草文件《妇女运动决议案》，提

倡保护妇女权益的向警予；敢于打破家

庭封建束缚，追求婚恋自主的杨之华；

领导衡山工农游击队的“菊妹子”毛泽

建……她们用坚韧聪慧、温暖勇敢的女

性力量影响着社会，感染着观众。

《问苍茫》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

主义情怀让历史事件生动再现，将宏伟

而高远的理想信念融入细腻动人的情

感中，激励新时代青年从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中不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智慧和

力量。

苍茫大地 青春足迹
■刘昱岑

军事题材电影中常出现一些特别的

物品，充当重要的叙事载体。它们或营

造环境氛围，或表达特定情感，或见证人

物成长，或深化故事主题，有的还贯穿全

片，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线索。

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在灰

烬中发现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及 4 枚银

圆。这些银圆是她交给洪常青书记的第

一次党费。发现敌人将洪常青烧死在这

里，吴琼花泪流不止，又很快调整思绪。

她庄重地戴上军帽，眼神坚毅。怀揣 4

枚银圆，吴琼花的革命信念愈加坚定。

在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游击队队

长李向阳回到李庄，小宝子来看李向

阳。他拿出一颗子弹说，这是自己捡的，

谁都不给，要留着“打日本鬼子”。大家

笑称这孩子“有种”。松井部队来到李

庄，逼问老百姓公粮的去向，小宝子宁死

不屈咬了松井一口，被一枪打死。松井

被游击队伏击，绝望之际要自尽，李向阳

装上小宝子捡的那颗子弹替他报了仇。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

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这首家喻户晓的歌谣，是电影《铁道游

击队》中的插曲。土琵琶时而成为吸引

敌人注意力、掩护藏枪位置的工具，时

而成为痛击敌人的武器。微山岛突围

时刻，游击队队员们一边休整，一边焦

急地等待芳林嫂的消息；一名队员唱起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方面缓解了

决战前的紧张气氛，一方面展现了队员

们乐观的精神风貌；队员们在土琵琶的

伴奏下引吭高歌。

电影《上甘岭》中“让苹果”这一剧情

感动了无数观众。上甘岭战役中，志愿

军战士为躲避敌军轰炸在坑道中坚守。

坑道缺水，师长派战士送萝卜，并带给张

连长两个苹果。张连长让卫生员将苹果

送给受伤的指导员。指导员闻了闻舍不

得吃，递给了重伤员。重伤员说：“苹果

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战斗靠他

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

是对不起党了……”苹果又回到张连长

手中。他决定将苹果切开分给战士们

吃。两个普通的苹果在极端战争环境

中，承载着催人泪下的战友深情。

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借用红心戒

指展现杨晓冬与银环这对革命战友间动

人的爱情萌芽。杨母初见银环时，提及

希望这枚戒指能戴在未来儿媳手上。银

环去探望被敌人关押的杨母，杨母将戒

指交给银环，请她带给杨晓冬。后来，银

环给负伤的杨晓冬换纱布，被他发现了

手上的戒指。银环尴尬地取下戒指，交

给杨晓冬。两人分别时，杨晓冬留给银

环一个包裹。银环打开包裹，发现正是

那枚红心戒指，百感交集又难掩欣喜。

电影《英雄儿女》中，一封家书串联兄

妹相见、父女相认等关键剧情。工人王复

标在给儿女的家信中写道：“我儿抗美逞

英豪，我女援朝志更高。吾虽年迈力未

衰，为党为民不服老。”战场上，王成与王

芳兄妹惊喜重逢，互相倚靠着品味烽火家

书中的质朴家国情。王成牺牲后，他随身

的这封家信辗转来到师长王东手中，让王

东得以确认自己寻找多年的王复标正是

王成的父亲。王复标来到朝鲜前线慰问，

与王东重逢。王芳得知在生父王东身处

险境时，王复标挺身而出收养自己的故

事。王东和王芳父女相认。

银幕上这些物品是表现人物身份、

性格命运的重要工具，同时还是表现人

物精神情感世界的重要符号，它们在推

动叙事的同时，提升了影片的感染力，激

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英雄叙事中的独特载体
■李文华

近期，纪录片《归来》在央视纪录频

道播出。该片共 6 集，分别以《开往中国

的慢船》《一切为了国家需要》《震惊世界

的巨响》《从零到一》《深耕笃行》《归来仍

是少年》为题，立体呈现 20 世纪 50 年代

科学家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积极推进

国家发展的动人故事，讴歌他们爱国奉

献、不畏艰险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引

领观众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弘扬伟

大精神。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

举，亟需大批各行各业人才。党和国家郑

重向身处海外的人才发出邀请，欢迎他们

归国参加国家建设。许多科学家受到感

召，纷纷回国。该片围绕讲述重大事件和

部分科学家归国经历，徐徐展开从 1949

年到 1957 年间，近 2000 名科学家和学者

从海外归来参加国家建设的画卷。钱学

森、赵忠尧、华罗庚、李四光、曹建猷、梁思

礼、朱光亚、顾震潮、夏培肃等科学家的归

国经历，引领观众深入认识那是“怎样一

个年代，怎样一群科学家”，进而烘托出忠

于祖国、报效国家的宏大主题。

“我是中国人，回自己的国家还需

要理由吗？”片中，邬沧萍回忆起儿时家

乡被占领的场景，把国破家亡的悲情沉

淀为内心深处奋发有为、建设国家的强

大动力。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到一穷

二白的祖国时，他说出了那个年代众多

海 外 游 子 的 心 声 。 然 而 ，归 来 并 非 坦

途。钱学森从 1950 年开始争取回到祖

国，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被迫参加 5 次

听证会，直到 1955 年 10 月才如愿。郭

永怀为了顺利回国，烧掉了没有发表的

科研论文手稿，推掉了在美国的涉密工

作。杨承宗面对留在法国可以高薪厚

酬和归国后月薪只有 1000 斤小米待遇

的巨大反差时，毫不犹豫选择后者，坚

持要把祖国最需要的知识带回来。华

罗庚在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合大学度过

了近 8 年时光，而后赴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担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深知归来

面临的巨大困难和挑战，华罗庚义无反

顾，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

来兮。”就这样，一批批科学家突破艰难

险阻踏上归国航船。

归来之后，国家需要解决什么难题，

他们就攻坚什么领域，将个人发展与国

家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为新中国的科技

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片中，曹建猷回国

后，为了国家铁路发展，没有继续从事在

海外所学的高能粒子加速器专业，转而

选择国内欠缺的铁路电气化，成为我国

铁路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的奠基

人。华罗庚制定发展计算数学规划，推

动电子计算机发展，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

开始领导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同

样为了研究发展计算机，夏培肃从电路

研究转行，同闵乃大、王传英组成从事电

子计算机研究的三人小组，创造了一个

个从零到一的奇迹。徐光宪原本学习量

子化学，因院系调整转行实验研究，又因

原子能事业转行核燃料萃取，再因国防

工业需要转行稀土提取，并用串级萃取

法推动提升中国的稀土产量。这些科学

家，许多是“半路出家”，为什么能取得如

此令人敬仰的成就呢？如片中所说：“最

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有家国情怀，就有坚

强意志，不再计较个人得失，勇往直前。”

该片真实还原科学家的感人故事，

刻画他们赤诚爱国的精神风范。美国司

法部围绕钱学森驱逐案，听证会的记录

多达 282 页。该片通过翻译这些资料，

诠释了钱学森回国的曲折经历和敢于

斗争、坚持斗争的爱国者风骨。中山大

学一位教授查阅一本瑞典科学文献时，

发现年轻时的顾震潮在人工计算情况

下，天 气 数 据 研 究 已 经 取 得 世 界 领 先

水 平 ……片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朱

光亚之子朱明远、李四光外孙女邹宗平、

顾震潮女儿顾英等，以及众多归国科学

家的学生、同事倾情讲述，同时穿插科学

家们的宝贵影像和声音，让观众在翔实

生动的故事情节中深受触动、备受激励。

该片还嵌入科学家们的生活细节，

展现爱国与爱家的情感交融，深度呈现

他们顶天立地、有血有肉的群体形象。

片中，顾英实地讲述当时中国科学院气

象研究所“三个巨头”的生活，让观众似

乎看到了吹小曲的陶诗言、打羽毛球的

叶笃正、跳皮筋的顾震潮，也似乎看到了

重病难行、拿着小马扎去送别小女儿的

顾震潮。陈芳允的儿子陈晓东展示父亲

写给母亲的小诗，科学家饱含真诚的诗

意浪漫跃然荧屏。梁思礼回忆出国 8 年

归来，在码头看见白发苍苍的母亲时，一

时间情难自已。

在春风化雨的讲述中，该片通过讲

事业、讲经历、讲情感，让后人与前辈跨

越时空深情对话。科学家们的赤子丹心

和卓越功勋感人至深，也将不断激励后

人献身强国建设。

一
片
赤
诚
向
祖
国

■
李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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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归来》海报。 节目组提供

电视剧《问苍茫》剧照。 剧组提供

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守护黄

河秀美安澜》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

片聚焦黄河流域法治保护，传递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自然与文化交融共生的理

念，展现当前我国在黄河保护治理方面

取得的成就。

黄 河 保 护 事 关 中 华 民 族 永 续 发

展。开片介绍，2023 年 4 月 1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以下简称《黄

河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标志着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入

法治化轨道。该片通过走近公益检察

官群体，使观众了解《黄河保护法》的颁

布实施过程，实现宣传黄河法治保护、

提升全民生态法治素养的目的。

打赢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第 1

集《拧紧“节水阀”》介绍了山西省沁源

县依法治水兴水的宝贵经验。情节一

波三折，呈现出节水控水面临的复杂矛

盾，凸显了强制性用水定额的法律约束

力。透过公益诉讼检察官斩钉截铁的

态度，让观众深刻意识到“量水而行、节

水为重”是《黄河保护法》的重要原则。

从上游水源涵养到中游水土保持、

防沙治沙，从下游河口治理保护到自然

保护地建设，该片通过鲜活的案例，系

统阐释了《黄河保护法》所建立的全流

域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制 度 。 第 2 集《阻 击

“荒漠化”》、第 3 集《一江清水向东流》、

第 4 集《呵护大美湿地》中的案例，均在

叙述结构上设置悬念，立体呈现了各部

门在促进黄河生态系统良性永续循环、

增强生态屏障质量效能方面的生动实

践。

推 进 黄 河 文 化 遗 产 的 系 统 保 护 。

第 5 集《“根”与“魂”的守望》从治理宁

夏秦汉渠切入，公益检察官主动促成

多方共识，展现出保护黄河流域遗产

的责任担当。正如片中所言，黄河流

域内的文物，是历史文化，更是历史记

忆。保护好黄河文化，也是守护好中

华儿女的心灵故乡，更是守好中华民

族的“根”与“魂”。

悠 悠 黄 河 ，哺 育 着 中 华 儿 女 。 近

一段时间，《黄河在这里转弯》《黄河安

澜》《大河奔腾》等多部黄河题材纪录片

播出，多维立体展现了黄河的波澜壮

阔。正如《守护黄河秀美安澜》片尾所

讲，从中华民族厚重深远的精神河床流

淌而来，黄河正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奔腾而去。

下图：纪录片《守护黄河秀美安澜》

海报。 节目组提供

宣传法治保护 守望黄河安澜
■鲁泰来 杨致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