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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真情直击人心

谈及印象最深的一期，节目总导演赵京

京沉思片刻后给出答案：第一季第一期，那

期讲述的是革命烈士赵一曼和孙女陈红跨

越时空的对话。

“孩子，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

见面的机会了。”

1936 年 8 月 2 日，在被日寇押解的火车

上，赵一曼给儿子陈掖贤写下了这封泣血

家书。

1929 年冬，赵一曼在颠沛流离的路上生

下了陈掖贤。为了革命事业，她忍痛将年幼

的儿子送到同志家里，继续投身革命洪流。

从此，她将和儿子唯一的合影深藏在小藤箱

的最里层，那是她唯一的家私。

“母亲不能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

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

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她用行动

表达着对信仰的坚持和对孩子深沉的爱。

“这期节目播出后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不断有热心观众反映：透过信件，看到赵一

曼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女英雄，而是一位不得

不离开幼子，临终前仍把温柔留给儿子的母

亲。”赵京京向记者介绍，邀请赵一曼的孙女

陈红参加节目颇费周折。陈红是一位刚刚

抗癌成功的病人，曾拒绝过很多媒体的采

访。为了邀请到她，节目组三顾茅庐，还派

出从小在哈尔滨一曼街长大的编导负责这

个选题，通过一次又一次诚恳的沟通，最终

感动了陈红同意担任节目嘉宾。她在给奶

奶的回信中深情地写道：“要是可以选择，我

愿意有一个能够与我们一起粗茶淡饭、平静

生活、享受天伦的奶奶。”

自 2018 年 10 月 筹 划 红 色 题 材 节 目 之

初，节目组就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如何深入挖掘运用，使

节 目 更 具 可 看 性 ？ 这 个 问 题 颇 费 思 量 。

2018 年，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向全省党员干部

发出了要认真读一读“红色家书”

的号召。一封封情感充沛的书信，

让先烈的形象一下就跳脱了书本

和雕像，变得鲜活真实起来。

为何不从书信入手呢？这触

发了赵京京等创作团队的灵感，回

信的创意也随之被提出。

整个筹划过程，有诸多令主创

团队难忘的时刻。“比如，编导们白

天查阅资料，实地走访全国各地的

烈士纪念馆、陵园，搜集革命先烈的书信和

事迹，晚上对着电脑通宵写稿；拿着录音笔、

架着摄像机到处采访，短短 2 个月就采访了

近 200 位烈士后人和相关人士；在挖掘到感

人的故事时，不少编导潸然泪下……”赵京

京说，通过书信，透视的是执着于真理、而不

止于岁月的革命情怀，希望节目能让更多的

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

节目播出后，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备

受好评，有网友留言表示：“节目让我们读懂

烈士的进退，也读出他们的取舍。”英烈的形

象在“情感显微镜”的关照下变得鲜活起来。

细致考证还原历史

“ 真 实 和 感 人 是 这 个 节 目 最 大 的 特

色。”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有的写于走

向战场之时，有的写在硝烟弥漫的战斗间

隙，先烈无私的情怀透过荧幕呈现在观众

面前。

真实才是最撼动人心的力量。为了保

证真实性，节目组邀请江西省党史研究室的

专家对革命烈士相关的历史事件进行细致

考证和把关，力求还原真实细节，用真情感

动观众。

烈士赵一曼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中，渗

透着对爱子的浓浓关切。虽然陈掖贤在 20

多年后才看到这封信，但他将“赵一曼”三个

字刺写在自己手背上，以此来陪伴自己；吉

鸿昌烈士牺牲后的一张照片上，左眼上的黑

洞印证了“吉鸿昌面对敌人的枪口，迎面开

枪坐着死”的真实情景，震撼众人；林正亨烈

士在被押赴刑场路过家门口时呼喊着爱人

的名字，被法警打得满头是血，在邻居们的

提醒下，爱人光着脚跑出大门去追，还没跑

到街上，枪声已响……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李白烈

士，自抗日战争时期起一直承担着上海党组

织与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架起上海

与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在节目中，李白

的回信者苏采青说道：“我能够跟全国人民

说，李白当时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是发往西

柏坡，而不是之前大家误认为的延安。”1948

年 12 月 30 日凌晨，李白正在向西柏坡发送

国民党的长江布防情报时，不幸被敌人包围

而被捕。1949 年 5 月 7 日，坚贞不屈的李白

等 12 名共产党员被杀害，这一天距离上海

解放只有 20 天。

“这档节目做到了平静之中显示力量，

有大巧不工的一种力道。”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周勇在接受采访时谈

到，节目对历史和英雄人物怀抱敬畏之心，

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对这些历史瞬

间和细节的把握，通过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还

原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让广大观众特别是

年轻一代，共同回顾历史、铭记历史。

真挚回信跨越时空

主持人张羽在采访时捕捉到这样一个

细节——“为新四军铸魂”的袁国平烈士牺

牲时，他的儿子袁振威才 8 个月大。80 年

来，袁振威虽然在心中喊过无数次父亲，却

从未真正喊过“爸爸”。

“我无数次在梦中向父亲飞奔而去，却

怎么也扑不到他的怀里。”袁振威在回信中

大声地喊出了人生中第一句“爸爸”。恰恰

是这个细节，最终成为节目情感的爆发点。

一位观众留言：“那一刻心灵被震撼，真想回

信告诉英烈们‘这盛世如您所愿’。”

“父亲牺牲 80 年后，让我有机会以跨越

时空的方式给父亲写信，宣泄了我这么多年

的思念之情。”回信，正是《跨越时空的回信》

的神来之笔。这种隔空互动的模式让单一

维度的读信变成多维度的故事解读，写信人

后代的真挚回信更是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书

信本身浓烈的情感和力量。

节 目 没 有 把 回 信 人 局 限 于 英 烈 的 亲

人。给烈士李白回信的是当年接到李白最

后一封电报的战友苏采青。

“滴滴滴答、滴滴滴答……”急促的发报

声通过电波传来，16 岁的接线员苏采青心怦

怦直跳。这是一句惊心动魄的电文：“同志

们，永别了！”

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苏采青心里始终有

一个疑问：“对方是谁？他到底怎么了？”虽

身处电波两端，素未谋面，但相同的革命理

想使他们如同亲人。苏采青一直在努力寻

找另一端的发报人，60 多年后才通过报纸确

认那位战友是李白。

苏采青在回信中动情地写道：“您那时

（新中国成立）若在，您可能成为新中国通

信事业的领军者，我还会在您的领导下学

会更多的新技术……”时隔多年，苏采青讲

述当年的经历时仍然热泪盈眶。李白牺牲

后 70 年，2019 年 10 月，苏采青向烈士发回

一封明码电报：“李白前辈，您期盼的黎明，

到了！”

没有刻意渲染和矫揉造作，节目通过烈

士后代以及与烈士有特殊关联的回信人的

真情回应，让两封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

隔，让分离已久的心再次紧紧贴在一起。最

后，借回信人之口生动反映今日中国的变化

与发展，以告慰先烈，激发观众继承和发扬

先烈的革命精神，奋力前行。

英烈精神融入血脉

一个榜样会带来怎样的力量，这种力量

将又得到怎样的传承？

节目中，陈毅安烈士的孙子陈正烈少将

来到了现场。在爷爷的引领感召下，陈正烈

也成为了一名军人。在回信中，陈正烈将新

时代的图景浓缩为文字，用传承自先辈的豪

情告诉爷爷：“请您放心，我们一切都好，祖

国一切都好。”

“我们不仅需要传承书信中传递的革命

精神，更需要从中汲取奋斗的力量。”赵京京

告诉记者，一次又一次的思索和艺术创作，

编导团队更加明确了节目的“核”。

江姐的孙子彭壮壮是一家知名高科技

公司的高管，参加《跨越时空的回信》是他首

次在电视媒体上讲述奶奶的故事。

“在我的成长中，你给我一种特殊的力

量和信念。”彭壮壮在回信中说，学成后，面

对人生重大选择时，他决定“去爷爷奶奶年

轻时候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去踏一踏他们

的足迹”，循着祖辈的革命之路，他也找到了

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强大的精神力量正在接力延伸。提

到如何将祖辈的故事讲给儿子时，彭壮壮说：

“我想让他知道一份责任，我希望孩子们能够

继承下去。”他讲起 9岁的儿子彭然在学校的

一次演讲，题为《我的太奶奶——改变世界的

人》。“他写道，那时的世界是很悲惨的，是不

公平的，有很多战争，我的太奶奶，想改变这

一切……”孩子的思想虽然稚嫩，但他们正

在汲取“共和国基因”中的无穷力量。

不仅先烈的后代在不断继承革命精神，

观众受到感染和激励，节目制作过程也让创

作团队获益良多。

节目组 7 名编导中以 90 后居多，最初，

他们对革命先烈的认识不够深入，对红色历

史相对比较陌生。反哺义、雎鸠情、手足亲、

舐犊情，经过这段全情投入的时光，整个团

队从初期对革命先烈仅是符号化、标签化的

印象，到现在对每位革命先烈的经历、后人

情况都能如数家珍，能讲出书信背后一个个

充满悬念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用这样特殊的方式记录革命先烈的故

事，让团队里每个人都获得了成长。“跨越时

空回信就是让现实回应历史，山河不负，信

仰不负，我辈不负。”节目主持人张羽说。

从战火硝烟中匆匆数语的家书，到迟到多

年久久不敢动笔的回信，观众跟着节目在时空

穿梭中感受信仰的力量。赵京京告诉记者：“我

们会继续搜集先烈的资料，传播先烈的事迹，

让这些记忆保留得更久一些、更浓烈一些。”

云中谁寄云中谁寄锦书来锦书来
——探寻电视节目探寻电视节目《《跨越时空的回信跨越时空的回信》》的红色魅力的红色魅力

■刘雪薇 本报记者 郭冬明

红色人文类节目《跨越时空的回信》第四季即将推出。2019年 5月，江西卫视推出这档以革命先烈写给亲

人、朋友、组织的书信为切入点的节目，邀请烈士后人或相关人士讲述书信背后的故事，并以回信的方式，倾诉

思念，回应烈士心愿、期盼。自开播以来，节目以“回信”的创新模式和“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制作方向，感

染了众多观众，被誉为“一份永不被遗忘的国家记忆”，并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列为“2019年重点广播电视节目

创意选题”之一。

近日，记者走近《跨越时空的回信》节目组，探寻节目背后的故事，细细品味那些饱含深情的信笺，感受“跨

越时空的回信”的红色魅力。

本版照片由《跨越时空的

回信》节目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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