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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小平同志不同时期经历为题

材创作的影视作品从不同侧面出发，在

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通过情节的巧妙设

置，描摹出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邓小平

形象。

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生动

再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以周恩来、

邓小平等为代表的杰出青年赴法勤工俭

学的故事。该剧从邓小平的视角进行叙

述，从五四运动讲起，到 1926 年邓小平

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结束。剧集突出了

邓希贤（邓小平）敢闯敢拼的劲头。为争

取赴法名额，选拔时他踮脚以示自己成

年，还与校长掰手腕，最终靠着这股不服

输的劲儿打动了校长。欢送会上，革命

家郑毓秀看到年仅 15 岁的邓希贤时，有

些诧异。她提醒邓希贤赴法勤工俭学并

不容易，希望他慎重考虑。邓希贤坚定

地应答：“我不后悔！”在留给母亲的家信

中，邓希贤恳切表达了自己学成归来报

效国家的决心。登上船，邓希贤对着母

亲所在的方向叩首。这些情节铺垫将他

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对家人的愧疚，展

现得淋漓尽致。诚如郑毓秀的忠告：“成

绩好不代表不受苦。”由于当时法国经济

不景气，加上留法学生的学费被贪污，到

法国读书不足 5 个月的邓希贤被迫离开

学校，踏上艰辛的寻工做工之路。虽然

生 活 朝 不 保 夕 ，但 邓 希 贤 始 终 谨 记 初

心。《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以极富浪漫主

义的笔调，刻画出朝气蓬勃、上下求索的

青年邓小平形象。

1929 年，党中央要派一批干部去广

西工作，为建立广西的党组织作准备。

同时，还必须选派一名干部领导广西党

组织工作，党中央认为邓小平是合适人

选。电影《百色起义》便是以此为切入，

讲 述 了 邓 小 平 在 严 峻 形 势 下 ，与 张 云

逸、雷经天、韦拔群等成功组织、发动革

命武装起义，创建右江苏维埃政府和中

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这段历史。该片通

过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富有生活情趣的

细节，从多角度刻画了邓小平形象。片

中邓小平的出场十分精彩。周恩来连

声呼唤：“小平，小平。”久无回应。过了

一会儿，从楼梯上突然露出一张笑脸，

回答道：“你好，恩来。”收到周恩来送的

西装，他迫不及待地试穿，言谈举止间

尽显爽朗。化名邓斌到达南宁后，由于

形势复杂，国民党当局广西负责人俞作

柏迟迟不与中共代表会面。其他同志

不禁疑窦丛生，邓斌当机立断表示自己

要主动前去与俞作柏见面。原来，俞作

柏对共产党要与他为敌的传言惴惴不

安。邓斌向俞作柏表示：“对真诚的朋

友，我们共产党人以诚相待。”他的坦率

赢得了俞作柏的信任，化被动为主动。

当形势转变，邓斌建议转移到百色，去

那里发动群众、武装工农，准备起义。

其他几位同志心有犹豫，邓斌向他们分

析当时广西形势，指出百色地理位置及

群众基础有优势。片中邓小平或慷慨

激昂或婉言劝说，有时幽默有时耿直，

革命者的形象栩栩如生。

1931 年，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

书记。电影《出山》以平实的叙述方式，

真实再现了他在瑞金开展工作、团结民

众的日日夜夜。为了将党的土地政策

落实下去，他深入群众，深入村镇蹲点

调查，了解人们的诉求。当地宗族势力

拒绝政策推行时，邓小平便发展当地妇

女参加村妇会，化解了困境。电影以平

民视角展现邓小平的博大胸怀，显示他

勇于担当的高尚情怀，以及坚持真理的

革命风范。

电影《红星闪耀》讲述邓小平在担任

《红星报》主编期间，宣传正确军事思想，

鼓舞红军指战员士气的故事。邓小平坚持

办报纸要说真话，坚持真理，特意找到

毛泽东约稿。取到稿件返回途中，毛泽东

气 喘 吁 吁 地 追 来 向 邓 小 平 索 要 文 稿 。

邓小平将手猛地放到背后，生怕毛泽东

反悔要回稿件。直到毛泽东提出只是想

改几个字时，他才放心地拿出稿件。这

一细节体现出邓小平率真的性格，也展

现了他与毛泽东相知相惜的革命情谊。

电影《大转折》系列以恢宏气势，讲

述了刘邓大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

线，先在鲁西南与敌人鏖战，后又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从几十万敌军

上有飞机、下有大炮的围追堵截中，开辟

了挺进大别山的道路。《大转折——鏖战

鲁西南》中，关于羊山集战斗的描写颇具

感染力。前方战事紧张，电台中不时传

来前线焦急的呼号，参谋长焦灼地请示

下一步行动。邓小平沉稳地坐在地图

前，安慰道：“等一等，杨勇还是有他自

己的章法的。”说罢便招呼大家喝缴获

的咖啡。镜头由搅动的咖啡叠现出前

线战况，衔接流畅，巧妙再现了刘邓运

筹帷幄的风范。《大转折——挺进大别

山》叙述刘邓大军越过黄泛区，向大别

山前进的艰辛过程。周围炮火连天，随

着战士们声声呼喊：“刘邓首长来了！”

刘伯承与邓小平迎着隆隆枪炮声并肩

夜行，炮火照亮了他们坚毅的脸庞。在

抒情背景音乐的衬托之下，作品呈现出

一种悲壮与豪情。

电 影《邓 小 平》以 邓 小 平 作 为“ 改

革开放总设计师”这段历史为主线，按

时 间 顺 序 展 现 了 他 从 1977 年 复 出 到

1992 年 视 察 南 方 这 段 历 程 中 的 形 象 。

电影《邓小平》以充满诗意的、哲学化的

叙述风格，将历史事件情节化，让观众感

悟邓小平在风浪中搏击的勇气和魅力。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将

邓小平的工作与生活故事有机结合。开

篇，他与妻子一同为儿子擦背的场景，迅

速将观众带入温馨的家庭氛围中。片

尾，同样以全家团圆的形式为故事画上

圆满结局。全家老少唱着歌，一齐将写

着“寿”字的蛋糕推到桌前，为邓小平庆

祝 80岁生日。头发花白的邓小平缓缓

转身，和蔼地抱着孙子、孙女，一家其乐

融融。他向儿子打趣道：“好多年没有

给你擦背了，爸爸擦背怎么样？”儿子则

用四川方言诙谐地回答：“还是爸爸擦

得舒服。”在家人的陪伴下，邓小平在蛋

糕前许下心愿。这些情节凸显出他作

为丈夫、父亲、爷爷的独特魅力。

1984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热闹

非 凡 。 当 学 生 方 阵 经 过 时 ，一 条 写 着

“小平您好”的横幅引人注目。在《歌唱

祖国》的激昂旋律中，邓小平向学生们

挥手致意。这一幕在电视剧《历史转折

中的邓小平》中予以还原，令观众深切

感 受 到 人 民 对 邓 小 平 的 尊 敬 与 爱 戴 。

同样，在文献电视片《小平您好》中，将

当年纪实影像予以展现。更可贵的是，

《小平您好》中包含了大量邓小平不同

时期的纪实影像，还深度发掘了诸多鲜

为人知的感人细节。

将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有机融合，

这些影视作品通过邓小平的一生勾连

起国家的发展变化，彰显了他为党和人

民矢志不渝奋斗的人生。

以邓小平同志不同时期经历为题材创作的影视作品——

多维展现伟人魅力
■刘书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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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阵地，烈日当头，潜伏在蒿草

里 的 志 愿 军 战 士 们 额 角 沁 着 颗 颗 汗

珠。突然，敌人打来几发炮弹试探，蒿

草瞬间被引燃。熊熊烈火极速蔓延，战

士丁大勇被包围。为不暴露目标，丁大

勇坚忍地保持着潜伏姿势。大火侵吞

着他的身体，他埋下头，将双手深深扎

入泥土……透过银幕，穿过浓烟，电影

《打击侵略者》中的这一幕，令观众动

容。片中的这一战斗场景，根据邱少云

烈士的英勇事迹改编，重点展现了丁大

勇英勇顽强的品格。片中，丁大勇并未

牺牲，他凭借不屈的意志坚持到了战斗

胜利。

1965 年建军节，电影《打击侵略者》

公映。该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改

编自话剧《保卫和平》，讲述了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

军紧密配合英勇歼敌的一次战斗故事。

丁大勇在抗美援朝战场数次勇敢

完 成 任 务 的 过 程 ，是 影 片 的 重 要 叙 事

线。他少年离家从军奔赴战场，侦察经

验丰富。在圆满完成一项艰巨任务后，

他引起李军长注意。他向李军长汇报

战 况 时 ，李 军 长 一 直 注 视 着 他 。 猛 然

间，李军长觉得丁大勇与 20 多年前在一

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战友梅国梁模样

相像，询问得知二人虽同为江西兴国人

但 姓 氏 不 同 ，他 忙 表 示 认 错 了 人 。 随

即，李军长向丁大勇讲述了梅国梁为革

命事业奋勇献身的动人事迹，以及多年

来他未能找到烈士妻儿的遗憾。丁大

勇聆听着李军长话语间流露的战友深

情、家国大爱，若有所思。

不 久 ，丁 大 勇 的 母 亲 梅 嫂 子 率 慰

问 团 来 到 前 线 。 原 来 ，丁 大 勇 确 为 梅

国 梁 之 子 。 他 不 与 李 军 长 相 认 ，是 因

为想立新功后再向父亲的这位挚友报

告 。 出 征 在 即 ，梅 嫂 子 将 丁 大 勇 的 身

世 娓 娓 道 来 。 梅 国 梁 牺 牲 后 ，大 勇 被

寄 养 在 老 乡 丁 大 伯 家 中 ，没 想 到 他 还

是 被 敌 人 抓 走 了 ，一 起 被 抓 去 的 还 有

丁大伯的孙子。丁大伯赶去营救两个

孩 子 ，敌 人 查 不 清 哪 个 是 梅 国 梁 的 孩

子 ，于 是 只 准 他 抱 走 一 个 。 丁 大 伯 狠

了狠心，毅然抱起烈士遗孤，眼睁睁看

着 孙 子 被 敌 人 扔 到 火 中 …… 为 报 恩

情，大勇改姓为丁。梅嫂子言辞恳切、

语气铿锵。战士们听闻这段饱含军民

鱼水深情的往事，深受触动，纷纷表示

要勇猛杀敌，保卫祖国和人民。

考虑到丁大勇和母亲久别重聚，李

军 长 建 议 他 留 守 后 方 执 行 保 障 任 务 。

丁大勇却坚持要按既定计划赶赴战斗

一线。梅嫂子欣慰地望着儿子，郑重地

将写着“祖国相信你”的鲜红旗帜交到

儿子手上。丁大勇紧握旗杆，激昂地回

应母亲：“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当 烈 火 袭 身 时 ，丁 大 勇 谨 记 母 亲 的 嘱

托，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烧伤的剧痛。

胜利后，丁大勇将这面旗交给李军长。

鲜红的旗帜被战火硝烟浸染，“祖国相

信你”在风中昂扬招展，生动映照出志

愿军战士们英勇无畏、浴血奋战的精神

风采。

值得一提的是，《打击侵略者》中感

人的战斗事迹、激烈的战斗场景、丰沛

的情感再现，与其创作者们亲历过抗美

援朝战火的洗礼息息相关。作为抗美

援朝战争的亲历者，他们对战斗英雄角

色的理解与诠释，更加饱含深情。话剧

《保卫和平》剧本作者宋之的是军旅剧

作家，曾任原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处

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两度赴朝采

访，收集了鲜活丰富的战地素材，为《保

卫和平》获全国话剧汇演剧本奖、改编

电影打下坚实基础。《打击侵略者》导演

华纯少年时参加新四军，后在延安鲁迅

艺术学院学习，曾作为抗美援朝战地摄

影队的一员参与摄制纪录片《钢铁运输

线》，故而拍摄故事片战争场景时手法

纯熟。李军长的扮演者李炎投身革命

也较早，曾随慰问团去前线慰问志愿军

官兵。为演好李军长，他下到部队，与

原型之一、原 67 军军长朝夕相处了数

月 ，使 自 己 所 塑 造 的 人 物 从 性 格 到 气

质，都力争贴近带兵征战抗美援朝战场

的军长形象。丁大勇的饰演者张良参

加过辽沈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前

线战地宣传队给战士们表演文艺节目，

同时肩负抢救伤员的重任。张良在片

中将丁大勇被火灼烧而纹丝不动的战

斗情形，演绎得形神兼备，让邱少云壮

烈牺牲的情景更加深入观众心中。

生活与艺术交相辉映，让创作者们

共 同 谱 就 了 一 曲 浴 火 荣 光 的 光 影 赞

歌。近年来，有关部门对《打击侵略者》

进行了彩色修复。在焕新容颜中，这部

老电影所蕴藏的丰富精神内涵愈加熠

熠生辉。

浴火浴火荣光荣光
■汪文棋 李 韬

面对纪实影像缺失的挑战，纪录片

创作者们在充分尊重史实基础上，融合

沙画、动画、人工智能技术、情景再现等

多种艺术呈现形式，让尘封的党史细节

可感可知。

兼具流动性和变幻性的沙画艺术，使

纪录片在流沙与光影的错落间形成情景

交融的艺术风格。《星火燎原》在讲述《一

袋干粮》的故事时，作画者以沙为墨、以手

为笔，细腻描绘了年轻红军战士谢益先在

长征途中，把粮食赠予逃荒母子而牺牲的

故事。一缕细沙在手指间挥洒飘落，“军

爱民、民拥军”的情深义重跃然纸上。《无

声的功勋》中《誓与密码共存亡》一集，面

对敌人登船搜查的险境，地下党员钟琪、

董健民夫妇怀抱幼子，携密件毅然跳海。

流动的沙粒在艺术家的抚触下，瞬间变幻

为吞噬烈士一家的汹涌海浪，深情颂赞着

英雄埋藏在岁月里的不朽功勋。

版画、素描、水彩、漫画等不同风格的

绘画在《山河岁月》《长征纪事》《从井冈山

到闽西》等纪录片中多有呈现。为刻画长

征精神，《长征纪事》采用了素朴的版画形

式，请擅长长征版画创作的沈尧伊为该片

补充创作多幅版画，在后期制作中将版画

进行了立体动态处理，形成了写意与写实

相结合的影像系统。《从井冈山到闽西》中

《风展红旗如画》一集，创作者运用水彩动

画这一充满通透感和写意性的手法，对漫

天风雪中进发赣南的红军形象和武夷山

漫山遍野红旗招展的壮美场景，进行了诗

化呈现。在这些作品中，绘画元素的融

入，与纪实视听互补，实现了写实与写意

的融通，提升了党史题材纪录片的观赏性

和感染力。

3D 建模、照片动态处理等技术也被

广泛运用于红色题材纪录片创作中。如

《共和国符号》中，创作者采用 3D 建模技

术向观众呈现出人民英雄纪念碑从设

计、选材到建造的全流程细节。又如《亮

剑长空》中对抗美援朝空中战场的三维

立体展示，战斗机的排列、山河纵横的画

面感十分真切，作战运动路线、地图上交

火的动态符号等，将复杂的历史细节转

换为直观的视觉画面，增强了党史叙事

的形式美和沉浸感。

一些纪录片发挥技术赋能优势，使

之成为历史讲述、故事呈现的重要助推

力，实现时空“穿越”。《课本里的英雄》融

合虚拟现实技术等科技手段，强化视听

体验，打破想象与现实的边界。《寻找雨

来》一集中，创作者借助数字虚拟人技术

将作家笔下的“小英雄雨来”赋予了数字

生命，巧妙地实现了新时代少年与革命

年代少年英雄的跨时空对话。纪录片

《超时空寻找》中，抗美援朝老兵罗飞林

在 VR 技术的帮助下，身临其境地重返

战场，见到了阔别 70 多年的老战友。他

与战友隔空拉起手风琴，齐唱“雄赳赳、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情景，令观众动

容。那一刻，歌声仿佛穿透时空，唤回了

青春热血的峥嵘岁月。

数字技术在修复影像色彩方面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中华好儿女》中《同心》一

集展现了一段珍贵影像：1953年 10月，志

愿军战士董世贵与支前模范高桂珍在前

线举行了一场热闹的战地婚礼。一对有

情人因战争分别，又在异国战场终成眷

属，在战友们的见证下为彼此佩戴奖章。

在色彩修复技术的助力下，这段黑白历史

影像实现色彩复原。这一技术也被运用

到《彩色新中国》《彩绘中国·觉醒》等纪录

片中。拭去岁月的灰尘，将胶片赋予新

生，红色往事被唤醒，彩色化的过程更是

情感上的回归。

在党史题材纪录片的创新表达中，情

景再现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叙事手法。《战

旗》中《白刃格斗英雄连》一集，从战役场

景到军人服装、武器装备等细节，都坚持

忠于史实的复刻。观众宛如身临其境于

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目睹战士们与敌军

惊心动魄的白刃搏斗。在悲壮激越的音

乐烘托下，革命先辈挥动刺刀、英勇杀敌

的近景和特写镜头交替呈现，强烈的战斗

氛围与历史气息扑面而来。为展开交通

员熊志华将电台配件运送到中央苏区的

历史细节，《党的红色传令兵》用虚化的镜

头语言，呈现了一位身着灰色长衫、头戴

黑色礼帽的上海绅士，急中生智藏配件于

竹枕，最终躲过敌人盘查的行动轨迹。这

些作品发挥情景再现的具象功能和情感

优势，营造身临其境的历史体验，加深了

观众对党史故事的理解。

还有一些作品借助相关主题影视作

品中的经典片段，带领观众重温历史记

忆。如《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共援引

《换了人间》《外交风云》等 10 部电视剧

和《上甘岭》《英雄儿女》等 6 部电影的精

彩片段，以抗美援朝波澜壮阔的历史脉

络为骨架，在经典影像串联叙事下，填补

了历史缝隙，增强了故事连贯性。

鉴往知来，向史而新。党史题材纪录

片正以更加创新融合的艺术气质走向更

多观众。但纪录片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创

造性处理”的视听艺术，无论创作理念如

何更新，表达手法如何创新，都要以求真、

传真为前提。未来，期待更多更具表现力

的影像形式与深邃的历史思考相结合，使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结合，让党的伟

大历程和辉煌成就以更鲜活的方式深入

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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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以沙画、3D 建模、虚拟现实、色彩修复、情景再现等多种形式创

新呈现党史中的动人细节。 图片设计：姚欣彤、马志聪

扫码观看电影《打击侵略者》精

彩片段。

视频剪辑：游超艺、杨上一

影视作品中的邓小平风采。 图片合成：游超艺

电 影

《 打 击 侵

略 者 》中

丁 大 勇 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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