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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旌德县档案馆，珍藏着一

尊银质半身马克思雕像。这尊银像为

国家一级文物，是 1924 年共产国际组织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赠给 10 多个国家的

共产党组织的银像之一，编号为 6 号，由

萧劲光带回至安源路矿。安源工人运

动遭镇压后，党组织将银像交由青年党

员、安源路矿工会秘书梅大栋。近日公

映的电影《6 号银像》讲述了梅大栋接受

党组织委托保管银像后，将其带回家乡

旌德县，继续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并组

建农村党支部，对这尊象征马克思主义

信仰的银像进行生死守护的故事。

影 片 依 托 相 关 史 实 展 开 故 事 讲

述。开篇，影片将黑白影像史料画面与

彩色摄制画面交替呈现，艺术展现了共

产国际组织向学员代表颁发马克思银

像的肃穆场景，萧劲光代表中共党组织

上台领取银像。在安源路矿，梅大栋等

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在这尊银像前庄严

宣誓。镜头一转，风雨交加的天气，工

人视死如归的抗争，安源工人运动遭受

着残酷镇压。危急关头，梅大栋接到党

组织下达的一项特殊任务：带着银像迅

速撤离，保护好银像，继续传播革命火

种，展开革命工作。“人在银像在，人不

在银像也在！”面对党组织的信任与嘱

托，梅大栋眼神坚毅、语气坚定。影片

以小故事折射大时代，通过一尊银像拨

开历史烟霭，追溯革命故事。

以守护银像、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叙

事线索，该片着力塑造了梅大栋、梅大

梁兄弟信仰坚定、不遗余力领导农民革

命运动的革命者形象。回乡后，梅大栋

以农民夜校为阵地，以通俗生动的讲解

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让农民知道什么

是剥削压迫，要想过上平等自由的幸福

生活，唯有起来斗争。弟弟梅大梁受其

感染，也作为农民夜校的教员投入到传

播革命思想的阵营中。在农民夜校被

查封后，梅大梁主动腾出自己的婚房，

让梅大栋将讲学的地址改到家里，继续

组织农民学习先进思想。兄弟二人还

组 织 农 民 走 上 街 头 ，进 行 抗 租 减 租 运

动，组建旌德农民自卫军，发动旌德农

民武装暴动。梅大栋、梅大梁怀抱着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深信只有马克思

主义才能引领中国走向光明。在白色

恐怖的岁月里，梅大栋、梅大梁相继被

捕入狱。面对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和严

刑拷打，他们视死如归，坚守信仰，拒绝

交出银像。梅大梁在 19 岁的青春年华

中，为了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反动

派搜查梅家，将梅大栋的儿子扔进水井

溺亡，梅母和梅大栋的妻子在巨大的悲

痛中，依然坚守着保护银像的誓言。梅

大栋在被革命同志救出后，才知道了弟

弟被枪杀、儿子被溺亡、妻子和母亲面

临生命危险的噩耗。他将个人的悲伤

深埋心底，以更加坚毅的姿态投身于革

命中。1962 年，梅家后人将珍贵的银像

上交给中共旌德县委。

片中塑造了多位受梅家兄弟影响，

走上革命道路的有志青年形象。马青

红 为 了 给 妻 子 治 病 ，不 得 不 向 地 主 借

贷 ，在 不 断 遭 受 地 主 的 欺 压 下 陷 入 了

“利滚利”的漩涡中，不得已靠偷盗来抵

债。在接受了革命教育后，他看清楚了

自己被剥削的处境，毅然投身于革命，

为农民暴动建言献策、冲锋陷阵，并在

梅家兄弟被捕后积极组织营救。在狱

中，马青红带着一丝迷茫和对未知未来

的渴望，向梅大梁提出了一个沉重的问

题：“我们死了，后人会记得我们吗？”

梅大梁回答：“百年以后，人们可能不知

道梅大梁和马青红，但他们一定会记得

有一群有信仰的人斗争过。”还有保长

的女儿莫秀儿。片中，她对父亲在灾荒

之年增收地租的行为很不满，父女俩为

此发生激烈争吵。她倾慕梅大梁，反对

父亲包办自己的婚姻，坚持去农民夜校

学习，为表明革命志向剪了短发。在被

父亲关到家中后，她设法逃出家里，拿

着宣传资料毅然赶去与农民暴动队伍

会合。在暴动斗争中，她不幸被父亲误

杀。在梅家兄弟的影响下，革命信仰如

同一束光照耀在马青红、莫秀儿等青年

身上，引领他们奋起反抗，以满腔热血

投身革命运动。

梅大栋、梅大梁等革命者的身影，

虽已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中，但他们的精

神和信仰，如同那尊熠熠生辉的马克思

银像，矗立在我们心头，激励着我们继

续前行。

不灭的信仰 永恒的雕像
■李 韬 晋 蒙

近期，纪录片《奇妙中国》（第二季）

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聚焦中国多

个科技领域的行业前沿，突出科学带给

人类的奇妙感，将中国的高科技成果以

深入浅出的科普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奇妙中国》（第二季）中的“奇”既是

惊奇，也是奇迹。影片讲述了中国如何

依靠收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严格节

能减排的同时，对地下 3000 米深度的石

油进行高效开采；讲述了在云贵高原上、

海拔 1500 米的“世界最高大桥”，工程师

如何历经艰难，将 110 米的桩子打入随

时可能出现裂缝的岩溶地，并在高空中

以极小的误差完成了桥梁结构的拼接，

让云贵高原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为世

界斜拉桥建设写下新的篇章。

《奇妙中国》（第二季）中的“妙”，则

是科技的美妙与科技背后的奥妙。它为

百姓观察自身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崭新

的视角。如在旷野中常见的白色风力发

电车，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用电高峰期

电能不足的问题；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的医疗领域，通过极速通信系统和精细

化的机械臂，医生可以远程为患者实施

手术，这将在未来大大提升现有医疗能

力的利用率。

《奇妙中国》（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

的风格，凭借轻快的叙事进一步推动科

普类纪录片向融媒体转型发展。秉科学

之灯，寻发展之明。科学工作者将幻想

变成了一个个奇迹，又将一个个奇迹融

入人们的日常。节目中所说的“让科技

普惠每一个人”，或许正是真正意义上的

“奇妙中国”吧。

《奇妙中国》的“奇”与“妙”
■席可欣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7 周年

之际，中国军网八一视频推出微纪录

片《强军之路·向百年》。该片共 4 集，

以《方寸天地》《深蓝密语》《凌云跃门》

《长剑之脊》为题，分别讲述来自陆军、

海军、空军、火箭军的官兵，在强军征

途上的奋进故事。

方寸天地，有辽阔的远方。《方寸天

地》通过陆军某旅战士刘英康的叙述，

展现他与连队战友在编制调整后，短时

间内从步兵到坦克兵的专业技能飞

跃。坦克“小窗”这一意象，贯穿全集。

片头揭示“小窗”象征新的技能挑战，引

出刘英康的故事叙述；片中多次出现

“小窗”，深化刘英康与“小窗”的故事；

片尾运用“小窗”总结全集，紧扣“方寸

天地”阐释出坦克兵在不断攻坚克难中

成长进步的主旨。该集还以插叙的手

法，讲述了他们是抗美援朝战场上“飞

虎师”的传承部队，穿插了革命先辈当

年 14 小时奔袭 145 华里阻击敌人的英

勇历史，展现出人民军队在战火中锤

炼、在改革中前行的历程。

深蓝之境，有密语闪烁。《深蓝密

语》聚焦海军某驱逐舰支队信号兵。该

集以信号兵付家宝与战友们的成长过

程为叙事线，展现信号兵在深蓝海域中

奋勇攻坚的精神品质。片头以付家宝

成为一名海军信号兵为引子，随着多个

具体故事的串联讲述，铺展开信号兵日

常训练和工作图景。该集还深度挖掘

了他们在执行任务、应对特情时的内心

世界，让观众立体了解到信号兵“密语”

的丰富内涵。该集镜头语言细腻，让观

众看到了付家宝和他的战友们在波涛

汹涌的海面上，面对艰巨的挑战和考验

时，眼神坚定而充满激情。如执行一次

海上紧急任务时，付家宝和战友们需要

迅速而精准无误地发出信号，这检验着

他们的专业水准，更考验着他们的毅力

与勇气……其中情节从一个侧面向观

众展示了海军信号兵的艰辛付出与无

私奉献。

鲲鹏振翅于凌云跃门。《凌云跃门》

呈现了空军航空兵某部“运-20”空中

机械师荣超的故事。该集侧重通过对

荣超的感受和体验，来展现他的岗位特

色。开篇描述他初为空中机械师时，对

有机务师傅为“运-20”保驾护航而生

发的“踏实感”；他首次执行空投任务

时，舱门开启带给人的“窒息感”；演练

时，机长带他躲避“空袭”时的“失重感”

等 。 该 集 后 半 部 分 ，还 详 细 叙 述 了

“运-20”所承担的重大任务，如迎接烈

士归国、海外撤侨以及海外维和等。这

些感人的场景，使影片主题从荣超个人

经历，升华到人民空军的使命担当。

一道背影挺起长剑脊梁。《长剑之

脊》以独特的叙事角度和人物刻画，为观

众绘就了一幅“大国长剑”的壮阔画卷。

该集通过张林豪这一年轻号手的视角，

引领我们走进导弹兵何贤达的内心世

界，展现他作为“拆弹专家”的非凡才能与

坚定信念。何贤达是一位拥有27年丰富

工作经验的老兵，发射过多枚导弹。随

后该片用较多笔触，呈现他在拆弹研究

方面的深厚造诣。片中着重提到，每当

张林豪看到何班长的背影，便知他又在

默默无闻地投入到拆弹工作中。这种对

事业的执着与热爱，让人肃然起敬，也从

侧面烘托出何贤达是战友们心中的“定

海神针”。何贤达常说“人是火箭军制胜

的关键”，这不仅是他对自己多年军旅生

涯的总结，也蕴含着火箭军官兵的坚定

信念和忠诚可靠。

该片用以小见大的创作手法，用朴

实的视听语言诠释出新时代革命军人

昂扬的精神风貌，是又一组军媒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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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

近期，央视《国家记忆》栏目推出 5

集纪录片《战上海》。该片以时间为线

索，系统讲述了上海解放进程中的动人

故事。

沉沉浓云，掩盖不住喷薄而出的光

芒。20世纪 40年代末的上海，敌军重兵

把守，经济秩序濒临崩溃，列强势力盘根

错节，人民渴望安宁。第 1 集《风云即

起》深情回望党和军队解放并接管上海

的坚定决心，铺开一幅“致广大而尽精

微”的蓝图。“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

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同志

1949 年元旦献词鼓舞了全党全军，渡过

长江、歼灭敌军的战略部署随即展开。

“上海就要解放，我们能做什么？”在中共

中央上海局的组织下，地下党组织立即

行动。老党员陈一心、许福闳对此记忆

犹新。片中介绍，他们广泛记录学校、工

厂、仓库、医院的地址，将敌军驻防信息、

电话号码等一一调查清楚。地图、数字、

图表、文字，各种形式的信息汇成 644 页

的《上海概况》，成为精准歼敌、保卫人民

的坚实依据。

时间来到 1949 年 4 月，旧世界的尘

埃 即 将 消 散 ，解 放 的 曙 光 照 亮 长 江 以

南。相关史料记载的诸多难忘瞬间，在

第 2 集《运筹帷幄》中一一展现。当时，

兵锋直指上海的解放军在丹阳停下脚

步，再次教育官兵严格遵守《入城三大公

约和十项守则》，学习城市常识、熟悉城

市生活。“我们不一定样样都行”，司令员

陈毅的讲话让官兵更加清醒。在城内，

敌人加紧迫害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片

中大量史料定格了诸多悲壮时刻。“同志

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片中介绍，电

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这句最

后呼号是对其原型李白等烈士事迹的真

情再现。在李白牺牲前，当狱友托起他

受尽折磨的身体，妻儿终于得以秘密地

与他隔窗相望。“爸爸，爸爸，你来抱我

呀。”稚子的呼声唤起汹涌的父爱，妻子

的滚滚热泪流露着无尽的忧伤与眷恋，

千言万语涌上李白心头。一家人深情地

久久对视，之后不久，便天人永隔。

“天快亮了。”李白等烈士期盼的光

明在历史进程中愈发清晰。1949 年 5

月，人民解放军打响上海战役，并作出

将上海完整交到人民手中的庄严承诺，

第 3 集《走向胜利》由此定格两个迥异的

场景。一边是惨烈的牺牲。国民党军

在月浦修筑密集工事，仅此一地战役便

导致近 2000 名解放军战士壮烈牺牲。

片中展示了战士张勇的家信：“最后的

战斗我坚信一定是胜利的，但也是艰苦

残酷的。我却不怕。我将愿贡献我的

一切给这一战斗，为了永久的和平与幸

福。”这封真情流露的家书在炮火中竟

成为绝笔。解放军战士以热血、信念和

巨大牺牲夺取了军事胜利。在另一边，

是有序的城市，共产党取得政治胜利。

党组织印发《约法八章》，向市民解释作

战方针，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设施、

建筑、文物完好，水、电、煤气、电话畅通

运行，商店照常营业。片中指出，解放

军感动了上海市民甚至包括部分负隅

顽抗者，做到了“军政全胜”。

风云激荡见初心，铮铮情怀为民生，

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不变。

第 4 集《举步维艰》聚焦“天亮”之后新生

政府的城市治理，讲述保卫人民币和稳

定物价两个经典战例。“从西北窑洞出来

的人，怎么能够有能力管理这样的大城

市？”资本家与投机商肆无忌惮的叫嚣、

敌人不怀好意的怀疑嘲讽、市民将信将

疑的好奇与徘徊，吓不退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的共产党人。片中指出，新生政府

打击银圆投机、打击假钞，成功破除人民

币信用危机，展示和提高了共产党人的

治理能力。投机者囤积居奇引发的物

价飞涨，新生政府通过从全国调配物资

增加供给和调控现金管理，使物价得到

控制，彰显了国家对上海的支持。上海

经济战的胜利得到毛泽东同志高度赞

誉：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艰 巨 斗 争 远 远 不 仅 限 于 经 济 战

线。国民党军败退舟山群岛，派遣特务

潜入上海制造事端、制订暗杀计划、海

上布设水雷、轰炸民生设施……再大的

困难，也难不倒共产党人，第 5 集《迎来

新生》介绍扫清残敌的壮举。上海公安

局 日 夜 蹲 守 、重 点 布 控 ，俘 获 诸 多 特

务。从 1950 年 3 月到 10 月，华东海军扫

雷大队经过技术攻关和连续作业，圆满

清 除 水 雷 ，保 障 了 航 道 安 全 。 片 中 介

绍，年轻的战士为了航道安全，在初期

没 有 专 业 设 备 和 经 验 的 情 况 下 ，不 惜

“光着膀子跳下江去摸水雷”。在市内，

火车站、码头、学校、医院、电厂、自来水

厂相继遭遇轰炸。解放军一方面全力

抢修，保障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另一方

面一举解放舟山群岛，全面消除隐患。

至 此 ，近 代 开 埠 以 来 便 波 诡 云 谲 的 上

海，一个饱经战乱、满目疮痍的上海，迎

来彻底的新生。从解放上海到接管上

海，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摸

索出更多经验。

上海解放，意义深远。该片通过多

元史料叙事、多种技术手段呈现，既展

现出人民绘制的辉煌历史长卷，又勾勒

出 这 座 城 市 的 为 民 初 心 和 斗 争 本 色 。

1921 年 在 上 海 诞 生 、1949 年 回 到 诞 生

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上海城市历史

紧密相连。为了城市完整和人民安宁，

共产党人不惜牺牲、艰苦创业，与人民

一道书写胜利传奇。75 年来，上海解放

的感人故事不断被影视创作者挖掘，电

影《战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陈毅市

长》、电视剧《破晓东方》等，从多角度塑

造典型人物、展现典型事件，凝结成众

多艺术经典。纪录片《战上海》以翔实

的史料和新颖的叙事层次，丰富了纪念

上海解放的艺术样式。

重温上海解放的浴血荣光
■马晓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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