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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红星照耀中国》海报。

30多年前，我采访著名作家刘白
羽，问他当年为何放弃不错的生活条
件，一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奔向延安。刘
老回答：“原因当然是关心国家命运。
其实说具体一点，就是因为一本书的鼓
舞和激励。”说着他把美国著名记者埃
德加?斯诺最早版本的《西行漫记》（又
名《红星照耀中国》）从书架上取下来，

“当年就是读了这样一本书，它告诉我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我是揣着这本书
为寻找革命的希望到延安的。”

的确，这本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
产党的书不仅影响了刘白羽，对当时中
国一代青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
的青年，当年就是受这样一本外国人写
的书所激励奔向延安。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作为对共和国 70华诞的
献礼作品，电影《红星照耀中国》以逼
真的艺术画面生动再现 20世纪 30年
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
安排下去陕北采访的历史过程。这部
作品用一个美国记者的视角来看待和
理解中国革命，可以说是一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形象生动的教
材。

作为一部历史题材故事片，《红星
照耀中国》讲述的是 1936年 6月至 10
月，为寻找“东方魔力”的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冲破国民党
层层阻力，冒险到了陕北小镇保安，采
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红军战士、苏区百

姓的精彩故事。斯诺亲眼见证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风采，认定只有
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这次采
访，他写出大量见闻录，第一次把中国
革命介绍给全世界，并由此发出“红星
照耀中国”的响亮预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
《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于当年 10月
在伦敦公开出版。1938年2月，中译本
《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它深深打动
了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状态下的中国青
年和普通群众，从而在中国大地掀起向
往延安和奔向延安的澎湃浪潮。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严格遵守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的创作原则。作品中凡是对党和军队
领导人的接触采访内容，哪怕只有几句
对话，都严格尊重历史，做到有据可查、

有史可依。比如，在奔赴延安以前，斯
诺曾面见鲁迅、宋庆龄，采访过当时在
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他们之间
有过十分重要的谈话，后来都载入中国
革命史。艺术家李雪健非常真实地再
现了当时的场景，把晚年鲁迅的神态表
现得出神入化。彼时的鲁迅已经处于
生命的尾声，一字一顿对斯诺讲的话，
表现了对延安、对红军的无比敬仰之
情：“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
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
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段话出自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样忠于历史
的表现，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作品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延安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开
放心态。此前，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了
解是十分有限的，许多丑化诋毁共产党

人、污蔑红军的言论甚至被信以为真。
在延安，斯诺来访期间，中国共产党人
第一次主动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和中
国红军。这并不是一个红军部队被动
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和解答疑问的过程，
而是毛泽东运筹帷幄的一次伟大“宣传
推广计划”。

宣传推广什么？当然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红军。要让世界看一看共产
党领导的红军是不是红胡子红头发实
行“共产共妻”的“赤匪”，要让世界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部作品用
极其真实的史料叙述了斯诺到陕北的
历史过程。其行程是宋庆龄安排的，但
这一切都源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精心
策划和周密部署，是毛泽东与宋庆龄达
成的一次具有极高战略意义的默契配
合，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宣传运
作”。所以，斯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被
称为一只“报春的燕子”，足见他将红色
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巨大意义。中国共
产党及中国红军自成立以来的历史经
验教训表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
部分，必须放在世界这个大背景下，必
须获得国际力量的声援和支持，才可能
加快革命成功的步伐。用新闻的力量、
文化的力量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形
象，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宣传策划。

作品用故事讲话。为什么斯诺在
经过较长时间访问之后，得出“中国的
希望在延安”的结论？就在于他在延安
看到共产党和红军领袖们是如何与老
百姓融为一体，如何与普通士兵一样过
着艰苦生活。他们住窑洞，穿补丁衣
服，却在思考天下百姓的翻身解放。为
革命牺牲 66位亲人的徐海东，为革命
牺牲6位亲人的毛泽东，都令人深深感

动。无论革命多么艰苦，遭遇多么大的
挫折和牺牲，共产党人那种对革命坚定
不移的意志和情怀，极大感染和影响着
斯诺。因此在了解无数感人的故事之
后，他认为这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
党，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将会属于这
样的共产党人。

此外，这部作品在叙事方式上也独
具风格。导演王冀邢曾因执导电影《焦
裕禄》而颇受赞誉，他在《红星照耀中
国》中用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方法，展
现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思想倾
向。电影开头运用梦幻手法，表现进入
红区以前看到的百姓苦难和中国社会
现状，从而与此后在延安看到的人民欢
快的精神面貌形成比照，以衬托两个政
党领导下迥然相异的状况。最后一场
戏，斯诺的英灵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
纪念碑前与毛泽东相遇，两人拾级而
上，仰视毛泽东亲拟的碑文情景，完全
是一种写意的创作，抒发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政治理想和对千千万万先烈的深
情缅怀，为整部作品增添了极强的诗意
和韵味。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用讲述历史
的方式，通过一个外国记者手中之笔，
探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
必然胜利的密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
理解历史，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一
个一心为人民、有伟大理想的政党，无
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险阻，最终都一定
能取得胜利。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我
们无所畏惧，今天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
计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背景下，我们
更能沉着应对，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就
是《红星照耀中国》极其强烈的现实意
义。

寻找中国共产党必胜的密码
——评新中国70华诞献礼电影《红星照耀中国》

■陈先义

几天前的一个傍晚，娘打来电话，
兴奋地告诉我说当天家里发生了一件
大喜事，还故意卖关子说这个大喜事
与我有关，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

见我实在猜不出，娘便沉不住气
了。原来，当天下午村干部领着政府
部门几个工作人员，上门为我家挂了
一个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监制、河南省
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娘
说：“你都离开部队十几年了，没想到
国家还没忘记咱，这个牌子装在大门
口，谁来咱家一眼就能看见，这是咱家
一辈子的荣耀啊。”见娘高兴，我也愈
发激动起来。

我想起家里的另外一块牌子。去
年春天，乡里组织对农村破旧危房进
行拆除，当娘远远望着大块头的机械
对着住过几辈人的老宅张牙舞爪时，
突然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庞然大物”跟
前，央求师傅把已经拆掉的残墙瓦砾
挖开，说那下头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物件。娘从挖出来的老墙土里捡拾起
那块木制的、泛着土黄色的“光荣军
属”牌，迅速将其抱在怀中。师傅也赶
紧跳车下来一睹为快，估计是想着俺
家老宅下埋着啥祖传宝贝哩。娘尴尬
一笑：“真是老了呀，瞧俺这记性，咋把
这么重要的‘金砖’给忘了呢！”师傅一
脸茫然。

那个牌子见证了我当兵的历史。
1996年冬天，我如愿以偿穿上绿军
装。几千口人的偏僻山乡，当年就走
了我一个兵，算是幸运儿。离家的头
天晚上，乡里为给我这个“光杆司令”

壮行，特意在街上公演了一场电影。
我和家人被邀请到现场观看。我清楚
地记得那部影片的名字叫《烈火金
刚》，展现的是1941年在冀中平原上，
八路军将士协同抗日群众在党的领导
下，对敌人展开反扫荡的故事。我看
得热血沸腾。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
我当兵的地方也是冀中平原这片热
土。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直线加方块
是军营最美的图形，那是一代代军人
的滚烫化身，是写满忠诚的热血诗
行。我把青春和梦想放飞军营，在日
复一日的队列转换、线阵变化中，收获
历练与成长。当兵第二年我便加入党
组织，后来当上班长、大队文书，选取
士官，选调到部队机关。每当我立功
受奖的喜报遥寄至千里之外的家乡
时，每逢“八一”或过年乡武装部派人
到家里慰问时，父母说凝视墙上挂着
的那块“光荣军属”牌子，脸上心里全
是骄傲与自豪。慰问的人走罢，父母
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或写信，说罢
慰问的事，临了不忘叮嘱我说：“政府
来咱家慰问，是作为军属的光荣。你
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争取更大光荣，
可不能给光荣牌抹黑。”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经过部队
大熔炉8年锻炼，退役后我应聘到一家
大型企业工作，很快成长为中层骨干。
虽已不是现役军人，但经过军营多年
摸爬滚打，炼就了我对党和国家的赤
胆忠心、不怕艰难困苦的铮铮铁骨。
耳畔经常回响的仍是冲锋的号角，多
少次睡梦中又回到火热的军营……我
始终觉得自己仍是一个兵，因为血脉
里传承着军人的基因。即便有不同，
那也只是岗位的变动、角色的转换。
我一直珍惜曾经是一名军人的那份荣
光，退伍不退志，在新的岗位上保持军
人本色，续写光荣篇章。

又是一年“八一”到，老兵心里感
慨多。此刻我正仰望老家大门上这个
方方正正的牌子，她周身散发金色的
光芒，“光荣之家”4个红色魏碑大字
苍劲有力，长城浮雕象征着我们强大
的人民军队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
小小光荣牌，浓浓拥军情。它不是地
位和财富的象征，也不是权势和名望
的标识。它承载的是从军报国的无限
光荣，体现出党和军队以及全社会对
军人、军属以及退役军人的尊崇。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
也不会后悔。是啊！当兵的历史，就
是一首美妙的诗、一首动听的歌，是永
远难以忘却的记忆。“革命军人一块
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从来不曾忘
记初心，脱下军装换工装，我一直都在
追寻光荣的路上不断前行。

我
家
挂
上
光
荣
牌

■
张
仁
义

故乡一别 30载，梦里依稀有泪
痕。17岁那年，我从江南水乡来到太
行山下，从此踏入火热的军营。30余
载军旅人生，变的是一个个离家越来
越远的战位，不变的是从军报国的初
心，还有那浓得化不开的思乡情。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
我入伍之初，南疆仍有战事，这首《十
五的月亮》唱遍大江南北，或许是那个
年代军人没有太多的浪漫，惟有月亮
最能代表他们温柔的内心吧。明月如
钩，也勾起我的回忆。每当夜深人静
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凝望月亮，
思念遥远的故乡和亲人。

记得在新兵连时，每到能看见月
亮的夜晚，我总是拿出口琴，一遍遍吹
起那个年代熟悉的旋律《在希望的田
野上》《军港之夜》《童年》《外婆的澎湖
湾》……尽管口琴在当时也算不上什
么贵重物品，但正是在这淡淡的月光
下，悠扬的旋律回荡着我绵长的思念。

我还清晰记得这样温情的画面：
江南水乡，银色月光下，迎面吹来阵阵
凉风，我和童年的伙伴们嬉戏在蛙声
如潮的田埂上，唱着欢快的儿歌，尽情
地吸吮空气中的稻花香味儿。在月光
与湖光交相辉映的小河边戏水，调皮
的孩子干脆光着屁股跳进河里，把水
打得老高，直到父母闻讯赶来，他们才

忙着用手护住下身，提起衣服跑回家。
家乡老屋边的平台是左邻右舍聚

集纳凉的地方。南方的夏天酷热难
当，晚上只要不下雨，男女老少一般都
会在外面的竹床上睡觉。大人们谈天
说地，多是晒东家长说西家短，一件
很小的事情足以成为他们津津乐道
的谈资。

受大人“小确幸”的感染，如水的
月光洒在我的身上，进入我的肌体，陪
伴我很快进入梦境。想当科学家、想
当作家、想当解放军……一个个年少
的梦，至纯至美，在我心中点亮。

相思如诗，亲情无限。多年过后，
无论是太行山下黄河之滨的紧张连队
生活，还是金陵古都秦淮河畔军校求
学的日子，尽管直线加方块和三点一
线的生活单调枯燥，一轮明月总能融
入我的心海，守望着远方的亲情。

时光如白驹过隙，随着军改大幕
的开启，我背起行装，离开妻女和生活
多年的城市，从机关来到几百公里外
的基层单位工作。面对部队的转型重
塑，我以奔跑的姿态融入新环境。此
时，不再年轻的我觉得思乡的月亮变
得更加温暖厚重。

去年中秋节那天，我在异地他乡
收到爱人寄来的月饼。当晚，上高一
的女儿又在电话里为我吟诵一首首咏
月的古诗，有王建的“今夜月明人尽

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有苏轼的“此生
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有杜
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还有
白居易的“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
几回圆”，等等。是啊，追梦在强军兴
军路上，每一个他乡，都是军人的故
乡。这诗情画意的明月星空，不正写
满了我和亲人梦中的团圆吗？

思乡之情总是在回忆中绽放。也
许是离开故乡越来越久的原因吧，这
些年来，每每看到一轮圆月挂在树梢，
总是不由自主地牵动对故乡和亲人绵
绵的思念，特别是年迈的老母亲和刚
刚去世的父亲。多少个夜晚，月光悄
悄洒入阳台，多像是故乡吹来的风，是
母亲在寻找远走多年的儿子，用轻柔
的银指温柔地为我拭去额头的沧桑。
是啊，我分明已经感受到，思乡的泪水
把圆圆月儿送入了我的嘴唇。

窗前一轮明月，化不去思乡万般
滋味。这一刻，只剩一个咸字。而对
每一个离家千里、担当使命的军人而
言，那是他们对故乡亲人、对人民军队
的无限深情，一如他们凝炼在铁马秋
风、楼船夜雪中的血性豪气。

思乡的月亮
■夏宗长

西部风光（油画） 朱志斌作

每逢八一建军节
我都回到当兵时的营房
肃立在血红的军旗下
重温激情燃烧的时光
敬请军旗穿越时空
聆听一个老兵的衷肠

我站在军旗下——
心絮如飞到当年的南昌
看硝烟弥漫，枪林弹雨
听杀声震天，军号嘹亮
就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
诞生了党和人民的武装
于是，八一军旗浴火而生
多少英烈的热血凝结在旗上

我站在军旗下——
把兵之初的电影镜头一一回放
三伏天跑越野，汗水如雨流淌
三九天练泅渡，冰碴划破脚掌
越野时掉队了，连长帮我扛枪
演习中献一计，团长给我颁奖
军旅给了我坚韧、勇敢和血性
今天虽已退休，梦里仍全副武装

我站在军旗下——
感受扑面而来的强军巨浪
精简整编，使军队精悍强壮
强化训练，使将士血气方刚
科技发展，使武器装备精良
改革创新，使国防插上翅膀
有军旗伴着这能打胜仗的军队
今天祖国才繁荣昌盛固若金汤

我站在军旗下——
猎猎风中也杂有不和谐景况
老帝国主义霸气的扩张
军国主义者挑衅的目光

“台独”分子无耻的喧嚷
恐怖主义者变态的疯狂
我们老兵坚信——
军队有党指挥，有党领航
螳臂当车奈我何
军旗下，我们一往无前势不可当

我站在八一军旗下
——一个老兵的述说

■杨玉辰

题记：天堂寨位于安徽省金寨县西
南部。金寨县地处大别山革命老区，素
有“红军摇篮、将军故里”之称。《八月桂
花遍地开》即由此地唱开。

我一直在军史中寻找
寻找那些熟悉的乡音
每一次
我翻开天堂寨的记忆
都看到一大片将军坚毅的头颅

倒下的硝烟
在四月阳光的岩石上
伸展出绿色的微笑
歌词，每一句
鲜活地长满整个山林

曲径的山道
山花，依旧那么憨实
星星点点
斑斓地站满整个眼帘
青春的旗帜，从岩石缝拔节而出
根，就扎在天堂寨的深处

清晨的山风
是八月拽来的桂香
走远的歌声
在群山中反复涌动
叙说那一片馥郁芬芳

天堂寨，只有陈年的弹孔里
才盛满太阳
那些盛满太阳的弹孔，就是
笔挺山崖上，闪耀的
一颗颗共和国颁下的将星

天堂寨，将军的头颅
■其 然

一只鸟站在芦苇上
它的美丽打湿了
喧嚣的黄昏和被星星
留白的远方

月光像一张花开的网
风的指尖划破记忆的河水
一个军人铿锵的歌声
把边关唱得很甜

鸟的咏叹
■许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