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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推

出的纪录片《党领导下的百年文艺》在央

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以时间为轴，通

过翔实的文字史料、珍贵的影像资料和

生动的访谈，立体再现了文艺工作者在

党的领导下，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创造出众多激励人心、影响深

远的文艺作品，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

艺繁荣发展的百年历程。

开篇以上世纪 20年代到 40年代为背

景，讲述了文艺在民族危亡时刻如何吹响

抗争号角，激励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

放而斗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作品为武器，唤起

民众的觉醒和斗志。片中，瞿秋白侄孙女

瞿虹专程从北京赶赴南京。她要去拜访

古筝演奏家任洁，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

个心愿，听用民族乐器演奏瞿秋白创作的

《赤潮曲》。片中，瞿虹讲述了歌曲背后的

故事。《赤潮曲》是瞿秋白在 1923 年创作

的。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

一，瞿秋白用“赤潮”比喻俄国十月革命的

胜利，通过该曲烘托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广泛传播的磅礴气势，激发国人的爱国热

情和革命斗志。《赤潮曲》的曲调选自昆曲

曲牌《新水令》，既有古朴厚重的感觉，又

有悲凉向上的情感。因而，对瞿虹来说，

用民族乐器演奏瞿秋白百年前的文艺作

品，是一种特别的纪念。

片中讲道，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后，一

批党的和党所影响的文艺工作者聚集到

上海，展开了文化斗争。鲁迅、夏衍、田汉

等文艺界巨匠，通过翻译、创作进步文艺

作品，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抗日救亡运

动。1934年，为支援抗日救亡运动，田汉

策划左翼电影工作者拍摄一部名为《凤凰

的再生》的电影，来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

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

战的故事。筹拍之际，田汉被捕，由夏衍、

孙师毅接手将故事写成剧本，投拍时改名

为《风云儿女》。1935年，由田汉介绍入党

的音乐家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主动找到

夏衍，要求为《风云儿女》电影主题歌谱

曲。后来，这首歌被定名为《义勇军进行

曲》。电影《风云儿女》上映后，《义勇军进

行曲》传遍中华大地，点燃了中国人民强

烈的爱国激情，唱出誓死保卫祖国的英雄

气概，成为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不朽杰

作。片中有一个动人画面，在对电影《风

云儿女》进行修复时，夏衍孙女沈芸在电

影调色室中，根据自己对祖父的理解，努

力为影片的色调找到精准的艺术呈现。

观看完电影，沈芸动情地说：“国家的命运

即个人的命运，左翼电影工作者以笔代

枪，唤起民众的意识。他们做到了。”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

结起来。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田汉、王昆、梅兰芳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

随团赴朝慰问，在战斗前线、在坑道工事

中为志愿军官兵演出。巴金、老舍、魏巍

等作家满怀激情地书写着战火中的见闻

和故事，通过诗歌、杂文、戏剧、电影、小

说、绘画等文艺形式讴歌英雄的志愿军。

片中呈现了作家魏巍生前受访的影像。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魏巍曾冒着炮火，在

前沿阵地采访了数月。他见证了战士们

无畏杀敌，感受过敌人的枪林弹雨，踏上

了被炮弹炸松的阵地，手握过被鲜血浸透

的泥土。他语气深沉地说：“‘谁是最可爱

的人’不是硬想出来的，是我从思想情感

里头、从我的心里边跳出来的一个句子。”

正是这些历经战火淬炼出的文艺精品，以

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激

情，激励着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

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前

期，文艺事业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文艺

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出大量反映社会

现实和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片中有一

段关于柳青的故事颇为有趣。柳青刚到

皇甫村蹲点时，当地老百姓并不接受干

部模样的他。于是，他把自己的穿着、发

型都换得和当地老百姓一模一样。当他

掀开和乡亲们同款的帽子，露出同样的

发型，乡亲们禁不住哈哈大笑。“要想写

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

塑造自己。”柳青说。柳青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思想、深入生活的创作方式，

也被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传承至今。

改革开放后，文艺工作者迎来创作的

春天，大量优秀作品涌现，中国文艺开始

走向世界。片中对改革开放后的文艺事

业进行了深入且生动的描绘，其中专题介

绍了电视剧这一文艺形式的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伴随电视机的普及，观看电视

剧迅速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文化娱乐方

式。片中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带我们重

温了《四世同堂》《红楼梦》《西游记》等电

视剧热播时的辉煌时刻。这些作品不仅

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而且成为中国电视

剧史上的里程碑。该片还阐述了这一时

期电影事业的显著成就，特别是由八一电

影制片厂摄制的《大决战》系列电影。这

三部影片以史诗般的恢宏场景，再现了解

放战争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通过对电

影的呈现，我们仿佛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

年代，真切感受到那段气势磅礴的历史。

此外，纪录片还介绍了中宣部举办的

首届“五个一工程”奖评选活动。这是党领

导文艺工作、凝聚文艺队伍、催生优秀作品

的重要举措。在“五个一工程”的带动和影

响下，一批批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高度艺

术价值的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

纪录片《毛泽东》、电影《开天辟地》等。这

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而且推动了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进入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在创新艺

术表现形式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成就显

著。片中介绍：杂技剧《天山雪》将传统

杂技与现代叙事巧妙融合，展现了援疆

历程的艰辛与奉献；电视剧《山海情》通

过真实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表达，生动

描绘了脱贫攻坚的壮丽画卷；电视剧《觉

醒年代》则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

国共产党创建为背景，生动再现革命先

驱的奋斗历程，触动了无数年轻观众的

心弦。同时，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和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等作品，也以其独

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赢得广

泛赞誉。这些新时代文艺作品不仅展现

了文艺的蓬勃生机和创新活力，而且彰

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纪录片《党领导下的百年文艺》立体

回顾了文艺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百年历

程。从民族危亡时刻的抗争号角，到新

时代文艺的繁荣发展；从深入生活的扎

实创作，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

艺志愿服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创新，到面向未来的新使命——该片

生动展现了文艺工作者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奋斗与成就。回望百年，党领导下的

文艺事业宛若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它

汇聚着无数文艺工作者的智慧与汗水，

穿越岁月的风雨，奔腾向前。这条大河，

既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情感，又映照着

时代的变迁与进步。它的每一道波浪，

都激荡着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的深情回

应、对时代的深刻洞察。在这条大河的

奔流中，我们看到了过去，感受着现在，

也憧憬着未来更加激昂澎湃的乐章。

奔腾的大河 澎湃的乐章
■李志民

纪录片《党领导下的百年文艺》海报。 节目组提供

电影《智取华山》由北京电影制片

厂摄制，于 1953 年公映。该片讲述了

在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中，我军某部侦察

参谋刘明基在当地群众帮助下，率领侦

察小分队变侦察为奇袭，一举歼灭敌军

的故事。

海报采取中心式构图，刘明基位于

视觉中心，其身后的华山北峰高耸陡

峭，笼罩在云雾中。敌军从山上抱头逃

窜，在我军官兵面前投降。海报通过放

大主体人物比例，生动描绘出我军官兵

战胜凶险自然和顽固敌人的英勇风采。

海报中心，刘明基身着军装，神情

坚毅，手持绳索，是片中侦察小分队飞

跃“天桥”的再现。敌军依托华山易守

难攻的地形，在各山口布兵负隅顽抗。

我军官兵寻求当地药农常生林帮忙，开

辟出一条上山新路。然而，当他们历经

艰辛，要通过最后一道障碍“天桥”时，

木 桥 因 长 年 日 晒 雨 淋 难 承 重 负 断 裂

了。时间紧迫，进攻在即，刘明基将绳

子缠绕到对面崖壁的树干上，抓住绳子

纵身一跃，荡秋千般飞跃峡谷。官兵纷

纷效仿，最后一人通过后，连接绳子的

树干也坠入深渊。侦察小分队细心分

析形势后奇袭敌军，紧紧扼住了华山咽

喉，一举扭转战局。

在海报左下方，常生林与侦察员朱

开富目光炯炯，神态中折射出伴随战斗

进程推进而愈加坚定的必胜信念。片

中，在战斗初期，朱开富多方打听上山

之路无果，心生急躁。在刘明基带领

下，他们打败前来袭扰村民的敌人。于

是，村民主动为他们出谋划策。担心山

路危险，家人原本不愿让常生林冒险指

路，但看到我军官兵在暴雨夜为他们家

的草屋补漏，深受触动，转而支持常生

林帮我军官兵探路。

海报以金黄色调描绘人物，同冷峻

的环境、灰暗调的敌军形成鲜明对比，

凸 显 出 我 军 官 兵 勇 往 直 前 的 战 斗 风

貌。片名呈红色，与刘明基头顶的帽徽

相呼应，彰显了我军官兵浴血奋战的革

命斗志。绘制者精准把握电影主旨，将

人物刻画得情感饱满、动作传神，充分

体现出战斗的惊险传奇，我军官兵一往

无前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

飞夺天险建奇功
■杨致超 鲁泰来

前些时间，以我的老师、“七一勋

章”获得者张桂梅为原型拍摄的电视

剧《山花烂漫时》，在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在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以下简称

“ 华 坪 女 高 ”）读 书 期 间 ，张 老 师 引 导

我 们 从 党 史 、军 史 中 汲 取 奋 进 动 力 ，

这 激 发 了 我 对 军 营 的 向 往 。 大 学 期

间 ，我 入 伍 到 西 藏 军 区 某 部 ，成 为 一

名戍边战士。在紧张的训练间隙，品

着剧中那些动人心扉的故事，我一次

次热泪盈眶……

如剧集开篇呈现的那样，近 20 年

前，我们云南大山里教育观念落后，很

多女孩因此辍学。而张老师坚信：教育

之光可以照亮大山女孩的未来。剧中，

张老师骑着摩托进山，找到辍学的学生

谷雨。谷雨母亲早逝，家庭贫困。听到

谷雨要顺从父亲的安排嫁人，张老师当

即开导谷雨目光要放长远。一次劝导

不成，张老师又数次前往，即使遭遇谷

雨父亲、村民的极大阻挠，也不放弃。

最终，谷雨回到学校。剧中，张老师随

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辍学女

孩的信息。在张老师的感染下，蔡桂

芝、柳细莺、宁华等女生也重燃读书信

心。家庭贫困是致使大山女孩辍学的

重要因素，于是，张老师有了要创办一

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剧中，张老师

应对着重重挑战，终于获得社会各界支

持。建教学楼、招聘教师、招收学生，她

以 百 折 不 挠 的 干 劲 推 进 女 子 高 中 建

设。我曾就读的小学就是张老师在一

次 家 访 途 中 发 现 教 学 楼 破 旧 而 援 建

的。我的初中母校与华坪女高仅一墙

之隔，耳濡目染之下，我对华坪女高心

生向往。后来，我以优异成绩考进这所

学校，在张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学习成

长。宛若芬芳的“桂”、雪中的“梅”，荧

屏内外，张老师以素心托举高洁。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

阳开……”剧中，张老师多次唱起《红梅

赞》，这首歌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主

人公江姐是张老师崇敬的革命烈士。

张老师每周都会带领全校师生唱《红

梅 赞》，那 质 朴 婉 转 而 高 亢 铿 锵 的 旋

律，持续激发着我们的学习热情。机

缘巧合，在这段耳熟能详的红色故事

发生地——歌乐山，我完成了从学生

向战士的转变。看到剧中张老师倾情

歌唱《红梅赞》的场景，我的眼眶不禁

湿润了，对她的傲骨铮铮也有了更深

切的感受。剧中，华坪女高成立没多

久，因环境艰苦，几名老师先后辞职。

张老师在翻看留下老师们的档案时，发

现 有 6 名 是 党 员 。 她 召 集 大 家 开 会 ，

说：“我在想，如果在战争年代，阵地上

哪怕只有一名党员，阵地都不会丢掉。

我们有 6 名党员，会把女高这块阵地给

党丢掉吗？不会！”而后，张老师带领党

员教师重温入党誓词，又带领全校师生

齐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张老师每天

都戴着党员徽章。直到我也戴上党员

徽章的那一刻，我才深切体会到这枚徽

章背后沉甸甸的责任使命，也更加理解

了张老师对党的深情。

在学习上，我们华坪女高学子从不

缺刻苦拼搏的韧劲。剧中，女孩们为梦

想而拼搏不息的场景，是我们一届届华

坪女高学子争分夺秒、专心苦读的生动

再现。这种精神持久激励着我。面对严

格的军事训练和挑战时，我以坚强的毅

力勇往直前，在比武竞赛中数次夺冠。

通过剧中女孩们坚定执着的高考心路，

我回味着自己在华坪女高期间的求学历

程。我真切感受到是张老师用她的教学

智慧、管理智慧，引导我们构筑起了砥砺

奋进的精神基石。

剧中，大学毕业后的女生们有的

成为医生，有的成为警察，也有的回到

华坪女高成为教师。现实中，华坪女

高首届毕业生周云丽回校任教。她既

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师姐。她

曾说，她要像张老师改变她一样，将希

望传递给更多大山女孩。剧中，宁华

成为一名戍边军人。与张老师视频通

话时，她坚定地说：“生活条件虽然艰

苦，但作为华坪女高的毕业生，我为自

己能够守卫祖国边疆，感到无比骄傲、

幸福！”这也是我的心声。今年春节，

我回到母校探望张老师，遇到和我同

年 入 伍 、同 样 在 西 藏 当 兵 的 一 名 师

姐。张老师紧紧握着我们俩的手，言

语间洋溢着欣慰之情。学子投身军营

是华坪女高的一道风景，我们先后参

军也连接起张老师对军营的情感。去

年 9 月，张老师去参加欢送新兵入伍仪

式。队伍里有一名华坪女高毕业生，

当这名女生看到张老师的瞬间，便情

难自已、泣不成声。张老师拥抱学生、

叮咛嘱托的场景感动了很多人。今年

3 月，送新兵入伍时，张老师动情地说：

“你们是我们这片土地的骄傲，祖国到

处都是我们的家。好好干，拿着立功

奖状回来！”她边说边紧握双拳为新兵

鼓劲，新兵无不为之动容。张老师与

入伍的华坪女高学生单独告别时，叮

嘱 她 要“ 吃 得 了 苦 ”。 学 生 小 跑 入 列

后 ，张 老 师 站 在 原 地 默 默 注 视 了 很

久。不久前，一名师姐当兵 12 年光荣

退役。返乡后，她第一时间去探望张

老师。“我是三班吕朝丽，服役归来，向

您报到！”话没说完，这名师姐已然哽

咽。这些年来，张老师带领师生数次

走进军营，学生们在与官兵互动中增

强了国防意识，厚植爱国情怀。

荧屏内外，师恩如烛，激励着我们

勇于追求梦想，绽放出璀璨的生命之

花。剧尾，张老师温柔而有力的原声

触动人心：“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

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

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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