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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

《共和国符号》，立体呈现了国旗、国歌、

国徽、军旗、天安门广场等 10个深入中华

儿女心中的共和国符号诞生过程，生动

展现了它们在设计、创作过程中的动人

故事，深刻诠释了蕴含其中丰富而厚重

的精神文化内涵。

在叙事上，该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理念，充分彰显人民是国家的主

人。在《人民大会堂》中，毛泽东同志将

万人大礼堂命名为人民大会堂，强调它

属于人民，讨论国家大事的大会堂要体

现人民观。修建人民大会堂需要当地居

民搬离，当他们听闻这座建筑是为人民

而建时，纷纷主动搬离，仅用一个月就全

部搬离完毕。北京市民每逢闲暇，会积

极投身到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中。在《人

民英雄纪念碑》中，创作部门在纪念碑底

座浮雕人物设计理念上，着力表现普通

英雄人物，体现人民创造历史。在《人民

币》中，第一、二、三套人民币票面上，女

拖拉机手、机床工人、炼钢工人、工农业

生产图景、中华各民族人物形象等成为

主景图案，方寸之间展现人民生产生活

场景，闪耀着民生之光。共和国符号里

装满“人民”，也赢得人民对它们的尊崇

和喜爱。在《天安门广场》中，《我爱北京

天安门》的词曲创作者是上海一对堂姐

弟，创作这首歌曲时，他们还未去过天安

门广场。当他们把向往之心化作真挚情

感徐徐流露时，那欢快的旋律很快便响

遍大江南北，从此家喻户晓。天安门广

场，是每一位中国人向往的地方。在这

里，人们观礼庄严的升旗仪式、瞻仰人民

英雄、凝望国家历史。目之所及，五星红

旗、国徽、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

国家博物馆等，皆展示出设计者来自人

民、为了人民的理念情怀。

该片注重展现共和国符号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深化共和国符号意

蕴的同时，展现其新的时代内涵。在《国

歌》中，聂耳将传统五声音阶调式融入

《义勇军进行曲》。每逢国歌奏响，中华

儿女心灵深处总会迸发无穷力量。那

年，在利比亚经历战火的中国侨民，准备

过关口回国时被人群冲散。带队者从容

应对，唱响了国歌。随即，国歌的激昂旋

律响彻关口。国歌让侨民们稳住心神重

新集结，最终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时

隔多年，面对镜头，带队者再次高声唱起

国歌，依旧情不自禁泪流满面。中华民

族历来崇尚团结，五星红旗上的大五角

星和小五角星的关系，是党领导下的革

命人民大团结的象征。在《国旗》中，以

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为中心，从珠峰之巅

到南极科考站，从三沙哨所到天山脚下，

从祖国大江南北到世界体育竞技赛场，

五星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引领着中国人

民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国歌、国旗总能

赋予我们强大的精神动力，让我们感受

到祖国母亲的温暖和力量。

该片从党史、军史等多维度解析这些

符号，引领观众深入理解其发展渊源、象

征 意 义 等 多 元 内 涵 。 在《军 旗》中 ，当

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在秋收起义中打出

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时，这支军队也更加深

入民心。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军旗到“八一”军旗——军旗几经演进，军

魂一以贯之。抗战时期，“刘老庄连”82名

指战员为掩护机关单位和当地群众转移，

最后以白刃战和敌人拼杀，全部壮烈牺

牲。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

上，有 100面如“刘老庄连”这样的荣誉战

旗接受人民检阅。从保家卫国的战场到

唐山抗震救灾、98抗洪、汶川抗震救灾，哪

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有人民军队的旗帜

高高飘扬。

该片通过采访参与设计共和国符号

的当事人及其后人、党史专家等，以故事细

节呈现共和国符号的设计历程，展现设计

者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风采。在

《国印》中，为刻制好铜质的新中国国印，张

樾丞将印稿写了一遍又一遍，以分毫不差

的专业态度，力求国印字体完美。在《人民

币》中，为使人民币设计图稿更具文化底蕴

和民族特色，周令钊的手稿草图画满了 10

多个速写本。在《天安门广场》中，为让天

安门城楼上字数不同的两幅标语既对称又

美观，开国大典会场布置负责人钟灵根据

实地丈量尺寸，在图纸上反复尝试，最终使

两条巨幅标语犹如天安门的两只“眼睛”，

赋予了天安门全新的时代象征。在《人民

英雄纪念碑》中，为深刻展现人民英雄群

像，创作者们精雕细琢每一个人物，他们通

力协作，既发挥个人创作风格又保持整体

协调统一，绘就了一幅幅史诗画卷。从统

筹谋划、设计落实到创新发展，设计者们都

一丝不苟，力争使作品能彰显共和国历史

的厚重与英雄的生动形象。

通过呈现共和国符号的设计历程，该

片展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追求。在《国旗》中，当时为上海现代经济

通讯社职员的曾联松，并不从事美术工

作。他深知新中国来之不易，为新中国的

诞生欣喜不已。当他看到征集国旗图案

启事后，便积极响应号召，投入国旗设计

中。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共产党员江竹筠

和狱友们听闻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用满腔

热情绣出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这

面“五星红旗”，凝结着无数先烈对新中国

的深情向往。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五

谷丰登、丰衣足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诚

挚期待。在《国徽》中，周恩来同志提出在

国徽图案上增加农作物，设计人员将麦稻

穗图案巧妙融入，寓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人民安居乐业。

共和国符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

征，代表着国家权威与尊严，是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标识，将中华儿女的心紧紧凝

聚在一起。中华儿女自觉厚植家国情

怀，把积聚的自豪感、归属感，化作为祖

国增光添彩的不懈动力，让共和国符号

愈加熠熠生辉。

共和国的象征与荣光
■李 健

1981 年 ，由 八 一 电 影 制 片 厂 摄

制的《解放石家庄》公映。该片讲述

了 1947 年秋，我军在人民群众支持

下，浴血奋战解放石家庄的历程。石

家庄战役的胜利，使石家庄成为我军

解放的第一座较大城市，被朱德总司

令誉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海报主体为连长潘有财，他的胸

前为敌方的城墙及铁丝封锁网。面

对敌人的重重封锁，潘有财目光如

炬、神情坚毅。在影片开篇，他说：

“石家庄是敌人在华北解放区腹地钉

的一颗钉子。它还离西柏坡不远，对

中央机关的威胁很大。”潘有财深知

解放石家庄的重要性，因而时刻准备

冲锋陷阵。其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

跃然于海报之上。

海报背景中的灰色部分，将官兵

手握钢枪冲锋的剪影与战场弥漫的

硝烟融为一体。写意化的表达，富含

意蕴。这是片中战士张喜子身负重

伤，仍高举红旗为后续部队指示目标

的真实写照；也是潘有财被燃烧弹击

中后，迅速在地上打滚灭掉身上火

焰，毅然起身抱起炸药包奋勇向敌坦

克冲去的形象再现。在官兵冲锋气

势的映衬下，三颗代表攻击摧毁的橙

色信号弹，宛若星辰划过蔚蓝的天

空，象征石家庄战役迎来胜利曙光。

海报底部“解放石家庄”以红字

白底呈现，醒目而富有视觉冲击力。

这呼应片中的一处动人情节：潘有财

母亲潘大娘一针一线绣了面“献给解

放石家庄的子弟兵”锦旗，并在官兵

发起总攻前冒着枪林弹雨赶夜路将

其送往部队。中弹受伤被解放军救

下后，她全然不顾自己的伤势，叮嘱

战士要将锦旗赶快送达。战壕里，官

兵带着这份来自人民的深情嘱托，信

心十足地继续投身战斗。“解放石家

庄”笔法遒劲，是对军民鱼水情的深

切礼赞。

《解放石家庄》海报以战士、硝烟、

信号弹等元素展现鲜明的战斗气息，成

为观众直观感受石家庄战役中解放军

官兵英勇战斗风采的生动载体。

为能准确鉴赏海报，笔者拜访了

海报绘制者。身为八一电影制片厂

的新一代美术工作者，听着老前辈娓

娓道来的讲述，笔者忽而觉得：海报

绘制过程何尝不是对历史和英雄的

致敬与告慰？海报画面内外，军人的

家国情怀与军影人的光影使命跨越

时空，深沉交融。

致敬历史和英雄
■王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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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阿里军

分区、进藏先遣连纪念馆等单位联合推

出的纪录片《英雄先遣连》，在央视纪录

频道播出。该片讲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一支进藏部队——进藏先遣连翻越喀

喇昆仑，胜利进军藏北高原，配合西藏和

平解放，最终扎根边疆的英雄故事。

纪录片以当代探险者眼中最难挑战

的“进藏第九线”开篇，展示了进藏先遣连

当年出征所面临的险峻艰难，引发观众思

索：当时为何要派出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要

担负怎样的任务？该片用实地探寻和史料

影像的方式，重现了来自 7 个民族的 136

人，在没有向导带路、没有指引地图的雪域

高原上，义无反顾地向着西藏进军的历史

场景。

为多角度展示进藏先遣连的事迹，该

片运用了大量历史资料、人物访谈和实地

考察影像。在对先遣连老兵、先遣连烈士

亲属、《进藏先遣连》报告文学作者公丕才

的访谈中，先遣连进藏之初的工作由点及

面逐渐清晰。跨越海拔 5000多米的昆仑

山只是开始，进藏后需要跨越的还有人心

的屏障。他们带着真诚，突破语言、文化、

习俗的隔阂，用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感化

藏族“夏保”（藏语：朋友），以有理有节的

谈判打开旧西藏统治者的抵抗封锁，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开展群

众工作，把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宣传执行开

来。在第 4集《牺牲》中，该片用电报文件

和访谈回忆串联了先遣连驻扎扎麻芒堡

后，克服生死考验的 8个月。为严格执行

“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中央指示，先遣

连战士不向藏族群众购买粮和盐。寒冬

切断了运输补给线，他们自给自足，在冻

土层上靠火烤镐挖，硬是挖出了 41间地窝

子、8 座马棚、49 个掩体、249 米交通壕、2

座碉堡。先遣连靠打猎求生，为了给部队

多储存一点食物，战士巴利祥累死在了打

猎途中。恶劣的生存条件让很多官兵生

了病，先后有 39 名官兵牺牲在了扎麻芒

堡。副连长彭青云哽咽地回忆：“有一天

就牺牲了11个，眼泪都流干了。”

按照《出发》《跨越》《夏保》《牺牲》《会

师》《前进》的顺序，纪录片描述了先遣连

从南疆动员到扎根藏北的整个过程。在

先遣连熬过扎麻芒堡的寒冬迎来春天时，

等来了大部队的会师。王震指示组织先

遣连伤病员回平原治疗，却收到了先遣连

全体指战员的请战书，他们坚决要求继续

承担先遣任务。1951年 8月，经过 2个月

艰难行军，部队终于抵达阿里噶本政府所

在地噶大克，升起五星红旗。进藏先遣连

纪念馆总设计俞江感慨地说，向死而生，

让这支部队的精神得到了升华。纪录片

开头，先遣连战士出征前的家书成了亲人

对他们唯一的记忆。纪录片末尾，后代们

踏上寻找先遣连父辈之旅，当年的家书成

为后代们寻找他们消息的为数不多的线

索。先遣连战士陈忠义之子陈永泰是第

一个到狮泉河烈士陵园祭奠的先遣连后

人，他主动承担起了为先遣连烈士寻找家

人的责任。该片首尾呼应，展现出先遣连

精神的传承。

片中既对先遣连官兵进行了群像描

摹，又突出塑造了先遣连总指挥李狄三

的英雄形象。李狄三同志擅长做细致入

微的政治工作，或循循善诱、或体贴入

微，人物形象塑造得饱满立体。在进藏

途中，李狄三因严重高反吃不下东西，却

坚持每天从队伍的队首到队尾走一遍，

给战士们打气，还坚持写工作日志。在

物资封锁的困难阶段，他写出《挺进歌》

《顽强歌》。在病魔和死亡威胁连队的时

刻，他要求干部把笑当成一项任务以鼓

舞士气，开展了一次为期 20 天的“以苦

为荣，苦中求乐”教育活动，组织了“雪地

秧歌舞”等娱乐活动。他在最困难的时

候代表了党的形象，成为照亮战士们心

灵的一束光。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员，

把自己 38 岁的生命留在高原。他的遗

书中记录着他的全部身家：几本书、几件

衣服和茶缸留给战友，一支钢笔留给儿

子，一条狐尾请求转给母亲。他是母亲

的儿子，是儿子的父亲，是党的战士，是

战士们的兄长。

1951年 6月，边防重地普兰解放。数

月后，进藏先遣连整编驻防。该片以实地

镜头，直观展现了当年连队的旧貌和现在

连队的新颜。这段镜头让我思绪回到

2023年，我在海拔 4500米的普兰，瞻仰了

先遣连驻扎的遗址，触摸了战士们在土墙

上写下的誓言。祖国不会忘记每一个为

之牺牲的儿女，在和平的疆域中安乐生活

的人民，也会永远怀念他们的英雄。

忠诚谱就高原壮歌
■王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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