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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历史，许多往事都已化为云水

盘桓的记忆。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防军事频道推出的 10 集纪录片《航

程二万五千里》，通过全新的形式——

航拍，将长征中红军官兵一路生死跋

涉、英勇冲杀的史与实、血与火，构写成

一部跨越时空的英雄史诗、镌刻在山河

间的激情篇章。

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航拍技术成

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航拍以别样的

视角，带给观众全新的收视体验。时代

的新气象需要用契合于时代的艺术手

段来表达，从空中俯视“地球上的红飘

带”，独特镜头和角度的运用，使我们熟

悉的历史横截面呈现出灿然见景的鲜

活画面、气势风姿。

然而，思想的含量决定作品的价值

与品位。任何艺术形式、影视作品都不

是历史的旁观者，任何精彩的画面构图

都不能脱离历史真实的映射。否则，错

彩镂金的架构也好，创意满满的铺排演

绎也罢，都不足以讲好长征故事、强军

故事、中国故事。

是的，观看这个纪录片后涌动在心

头、温润于眼角的，注定是这样一个词

汇——血脉。

“饮其流者怀其源”。讲述血脉，当

然得追根溯源，告诉观众鲜血为什么这

样殷红、为什么这般炽热。

血脉当然是在生命里流动，但血脉

的延续却超越了生命。纪录片从 90 年

前“汹涌波连波”的于都河夜色开始描

述，没有浪漫，甚至有一种莫可名状的

离意别情。86000 余名红军在月光下

悄然撤离于都时，并不知这一番征战何

时休，更不知道队伍里最终能够到达目

的地的兄弟，不足十之一二……

牺牲的是生命，延续的是血脉。即

便是在仓促甚至困顿间迈出脚步，也从

未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他们或许没

听说过爝火传薪、舍生取义这些词，但

却清晰地知道，再微弱的火种只要用血

去燃烧，火炬就能传递到战友手中。对

于他们来说，忠诚，就是生命本身。

镜头下的万里航程，是红军官兵用

脚板一步一步踏出的坎坷征程。从中

央红军长征中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

线——信丰县百石之战，到突破长征路

上的最后一道天险腊子口。纪录片通

过对整个长征过程的展现，形象而具体

地 告 诉 了 人 们 ，什 么 叫“ 杀 开 一 条 血

路”。创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

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创造出举世无双的

军事奇迹——万里征途上刀矢铿然的

血色传奇、雪山草地间惊心动魄的力挽

狂澜。

无论是至暗时刻，还是狭路相逢，

他们都秉持着无可撼动的信念。纪录

片既有洪流滚滚的宏大叙事，也有撞击

人心的生动细节，还有许多重新发现的

人和事，长征精神在这些讲述中具象

化，使观众感悟到：信念之所以成为信

念，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信心。由此构成

的人民军队特有的精神品格，成为我军

光荣与胜利的支撑点和坐标系。那些

曾经行进在长征路上的每一个士兵皆

如历史天空闪烁的星光，无论多么遥远

多么微弱都同样放射着充满了质感的

光芒，在岁月中传承着血脉基因，续写

着与山河的约定。

纪录片中有令人血脉偾张的讲述，

也 有 让 人 思 索 的 回 忆 。 1935 年 ，

毛泽东同志在陕西甘泉县象鼻子湾村

的漫天飞雪中，向随行部队讲话，对长

征作了总结。他说，长征是宣言书，长

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90年后的今天，目光跟随纪录片“穿

越”长征路的发展变化，我们再次感受到

伟人这番话高瞻远瞩的历史洞察力。

不仅盘马弯弓，更须百舸争流。这

部纪录片浓缩了历史岁月的永恒记忆，

更以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细节、镜头展

示了新时代长征路上的新风貌新气象。

我们俯瞰于都河上架起的 5 座大桥，人

们用两岸的繁华来铭记历史；我们赞叹

中国水电建设大军在大渡河上创造着新

的传奇，万家灯火映照着“大渡桥横铁索

寒”；我们感慨当年红军经过的贫瘠之

地，成为我国杂交水稻的发源地，袁隆平

在这里培育出“改变世界的种子”。在最

艰难的时候，他一次次地用毛泽东的《七

律·长征》给自己鼓劲：“红军不怕远征

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艺术要表现时代，要与时代同行，

才能得到观众的文化认同。没有对时

代和历史的独特洞察，作品便缺乏论世

断史的认识论深度。而纪录片恰恰是

通过一个个纪念馆、一座座纪念碑、一

尊尊雕塑……将历史与现实、风云岁月

与新时代完美结合、深度开掘。通过一

个人、一座城回溯历史、透视时代，从而

超越了单一的视角，展现了新时代的精

神气象和深刻变革，诠释着长征精神永

恒的价值，让历史向未来传递着深邃的

思索。

纪录片的最后一集名为《征途如

虹》，让人联想到诗人杜牧的名句“不霁

何虹”，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这是

规律，亦是历史，当然也是这部纪录片

带给我们的启示。

跨越时空，感悟长征精神
■郑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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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中国军网八一视频推出的

4 集微纪录片《热血与山河》播出。该

片分《捍疆》《望海》《巡天》《守脉》，让战

士用“兵言兵语”讲述自己的军旅故事，

生动展现了不同岗位的战士履职尽责

的精神风采。

钢铁洪流捍卫疆土。《捍疆》展现了

陆军某部一个炮兵车组在训练场苦练

本领的日常状态。故事从车组的装药

手视角切入，围绕炮兵训练展开。在装

药手心中，对重复装填的极致追求，便

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责任。在炮兵

车组实弹射击演训中，该集用较多镜头

对野外训练场环境进行细节描摹。广

袤草原扬起沙尘，“敌”目标在炮兵战车

追击下无所遁形，烘托出炮兵车组“人

车合一”的精湛技能，是炮兵战士捍卫

祖国疆土强大实力的生动缩影。

群山深处守望海疆。《望海》讲述在

延绵群山中，数名海军通信兵驻守在两座

大山间、守望大海的故事。该集采用虚实

结合的创作手法，“以山为起点、以海为方

向”刻画心向大海的海军通信兵群像。片

中，“大海”意象为虚，“南山北山”意象为

实。在这深山之中的海军通信兵，精心守

护着连向大海的通信线路。每每站在

山顶瞭望远方，他们的目光穿越重重山

峦，仿佛能触及那遥不可及的海岸线。

“山海相连”，虚实意象有机融合。

孤岛之上“巡天之眼”。《巡天》勾勒

了空军某部雷达兵在海岛上守护祖国

领空的画面。这群雷达兵被称为“海岛

巡天人”，该集从在岛上驻守 8 年的战

士赵桐基的视角切入，展示他与战友的

工作场景。片中，在一个小小的方舱

中，工作台突发特情，赵桐基与战友严

密观察着天空，传递出“海岛巡天人”的

职责使命。片中还穿插了赵桐基坚守

战位多年的感受：“守好那座空中无形

的界碑。”这句话看似感受，实则告白，

质朴而真挚。

孤烟大漠守线站岗。《守脉》呈现了

一群武警“管道卫士”，在九曲黄河之畔、

腾格里沙漠之中，守卫国家“西气东输”

工程线路的事迹。该集以新颖视角展现

军人的忠诚与奉献。在这里，孤烟大漠

不再仅仅是对自然风光的描绘，而且成

为武警战士坚韧底色的一种写照。这群

“管道卫士”如同矗立在无垠沙漠中的胡

杨，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国家能源动脉的

安全与畅通。他们说，每一次巡线，都是

对职责使命的一次庄严践行。大漠茫

茫，他们的身影虽渺小但伟岸，成为连接

万家灯火与能源安全的隐形纽带。

近年来，中国军网八一视频推出多

部微纪录片，如《强军有我》《时刻准备

着》《强军之路·向百年》等，不断绘制普

通战士在平凡岗位上矢志奋进的军旅

青春画卷。《热血与山河》从草原、深山、

小岛、大漠等不同地域视角，以“兵言兵

语”带领观众感受了战士们融入热血山

河的朴素家国情。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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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二维码视频技术支持：黄池敬

今年是全国对口援藏 30 周年。近

年 来 ，一 系 列 西 藏 题 材 纪 录 片 真 实 立

体描绘了西藏的生产生活、自然生态、

文 化 传 承 等 景 观 ，展 现 了 新 时 代 西 藏

的独特魅力。

30 年来，西藏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

的援藏故事，也为纪录片提供了丰富的

创作素材。纪录片《高原之上》生动刻

画了新时代援藏工作者群像。基础设

施建设是援藏工作的重要部分，在《路

通心畅》一集中，施工团队在艰险的“通

麦天险”地段作业，大型机械进不去的

地方，他们靠人工凿岩，同时要应对涌

水等危险。最终，他们冲破层层阻碍，

建成了通麦特大桥，让天堑变通途。片

中，不同年代的几座桥梁依次呈现，历

史影像与当下景观交织，几代筑路人的

接力事业及其背后的援藏历程也扑面

而来。纪录片《西藏，我们的故事》透过

多个鲜活的故事细节，展现西藏在各方

协力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跨越

千年》一集中，讲述了医疗援藏事业的

发展。从西藏和平解放前不足百名医

务人员，到如今数万名医护工作者共同

守护西藏百姓的生命健康，西藏医疗事

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该片借助丰富

的数据和故事案例，以小见大、多点呈

现，饱含温情和精神力量。

西 藏 地 处 青 藏 高 原 ，这 里 被 誉 为

“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无数人对

这片净土心驰神往。近年来，《第三极》

《来自喜马拉雅的天河》等多部纪录片

通过超高清技术，结合延时摄影、航拍

等手法，将西藏极具特色的自然地理风

貌和珍奇动植物收录其中，以极致的视

听体验给人以心灵抚慰。纪录片敏锐

捕捉了藏地环境与人和文化的关系，将

西藏自然地理风光、生命意识和人文情

怀有机融合，并形成西藏题材纪录片的

重 要 美 学 风 貌 。 纪 录 片《第 三 极》中 ，

《生命之伴》一集呈现了高原上人与动

物的关系，如旁白所言：“人们对天地的

敬畏、对生命的热爱，给动物带来了安

全感。”当一群猕猴在刚播种的庄稼地

里尽情享用种子时，村民并没有伤害它

们，还在猕猴孕育的季节主动投喂。他

们的爱心使自然生态得以保护，逐渐发

展了旅游，振兴了经济，村民觉得这是

大自然对他们爱心的回馈。

攀登珠峰成为人们挑战自然极限

的 精 神 隐 喻 。《登 珠 峰 的 人》记 录 了 珠

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历时两个多月

攀 登 、成 功 登 顶 测 量 的 故 事 ；《珠 峰 队

长》记录了一支民间登山队，在队长的

带 领 下 ，踏 上 珠 峰 之 旅 并 最 后 登 顶 ；

《喜马拉雅天梯》展现了西藏登山学校

的藏族年轻人，历经 4 年成长为勇敢坚

毅 的 高 山 向 导 ，最 终 登 上 珠 峰 顶 峰 的

故事。向世界之巅一步步攀登的极限

体验过程，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拼搏

到 底 的 勇 气 、挑 战 自 我 的 决 心 。 这 些

普 通 人 的 登 山 故 事 ，成 为 勇 于 超 越 自

我 精 神 的 生 动 体 现 ，是“ 地 球 第 三 极 ”

上闪亮的景观。

布达拉宫是西藏的象征。纪录片

《布达拉宫》讲述了这里正在上演的创

造 、传 承 、守 护 民 族 文 化 的 鲜 活 故 事 。

该片没有把布达拉宫建构成艺术文化

殿堂，而是把它还原为“人们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铸文明》一集呈现了拉萨

及周边百姓参与“泼甜墙”盛大活动中

的场景，西藏独具特色的狂欢仪式与布

达拉宫饱满纯粹的色调相映成趣。西

藏群众也是布达拉宫的守护者，他们嘴

里时常哼唱着《布达拉宫》歌曲小调，对

于布达拉宫日常维护所需要的珍稀材

料，也从不吝惜。无论是白玛次仁夫妇

收 集 的 白 玛 草 、格 桑 母 子 捐 献 的 阿 嘎

土，还是旺久、顿珠、康珠几家人提供的

牦牛毛布，这些物品都承载着他们真挚

的心意与祝福，体现着普通人与布达拉

宫的情感连接。

这一系列纪录片让观众领略了新

时代西藏的自然之美、生命之美、文化

之美、发展之美。西藏的故事，是地方

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是民族的故

事，也是世界的故事。西藏题材纪录片

发挥纪实影像记录、传播、交流的作用，

让更多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西藏。

真实呈现新时代西藏魅力
■韩 飞 多杰措

纪录片《航程二万五千里》海报。 节目组提供

扫码观看纪录片《航程二万五千

里》宣传片

微纪录片《热血与山河》海报。 图片设计：马双、吴武林

在海南岛，木棉被称作英雄花。每

当木棉花开时，人们常会想起红色娘子

军的故事。

1931 年 5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

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在海南乐会

县（今琼海市）成立。在不到两年时间

里，娘子军先后参加 50 多场战斗，以巾

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在琼崖革命史

上写下光辉一页。

1953 年，在北京，毛泽东同志听完

琼崖纵队老干部王雁秋的汇报后，连

对他说了两个“很好”：“琼崖纵队有娘

子军，听说打得很好，又是革命典范。

很好。”周恩来同志表达了将娘子军故

事拍成电影的想法。1957 年，作家梁

信采访了娘子军老战士，以海南军区

编写的琼崖纵队史为依据，创作完成

剧本《琼岛英雄花》，后在导演谢晋建

议 下 改 名 为《红 色 娘 子 军》。 电 影 于

1961 年公映，从此，海南蕉风椰雨中的

战斗深入人心，“向前进，向前进”的旋

律响彻大江南北。

剧中主角吴琼花经历了 3 次重要

的人生转折。第 1 次是父亲被恶霸南

霸天毒打致死，自己也被迫为奴，多次

逃跑被抓回，红军干部洪常青指引吴琼

花成为娘子军战士。第 2 次是吴琼花

执行侦察任务时，与南霸天相遇，血海

深仇让她难以自抑，愤然开枪导致任务

失败。在洪常青的批评教育下，她认识

到参加革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

了千千万万个和她一样的劳苦大众。

第 3 次是洪常青为掩护娘子军撤退，身

负重伤被捕入狱，后英勇就义。这让吴

琼花的思想进一步升华，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后担任娘子军党代表，率领娘子

军解放椰林寨，走上革命新征程。

故事原型之一的冯增敏，出生在乐

会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曾任娘子军连

长。旧社会的压迫让她毅然走上革命

道路。1960 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参加

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同志的

亲切接见。

半个多世纪以来，红色娘子军的故

事被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进行呈现，影响

了一代又一代人。红色娘子军精神就像

那一朵朵鲜红的木棉，开遍南海之滨。

琼崖开遍英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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