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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

主办的“电视剧 《你和我的倾城时

光》研评会”在京召开。研评会围绕

该剧热播后产生的传播现象及所包含

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就进一步挖

掘该剧现实意义、创新表达以及用影

视作品打造城市名片的积极影响进行

广泛深入的探讨。

该剧将主人公的个人成长经历、

改革开放大环境下民族企业的发展历

程交融在一起，以人物情感和生存状

态的变化，表现退役军人就业、城市

巨变和社会经济生活变迁，折射出改

革开放这些年来的艰苦耕耘和丰硕成

果。该剧融合了小我梦想和大我情

怀、中国发展和世界潮流、个人奋斗

和国家需要等多重内涵，彰显出中国

的大国形象和国家意志，激起观众情

感的共鸣，体现出积极昂扬的时代风

貌。

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研评会

创新表达引发深入探讨
■夏清良

用殷殷爱国情铸就探地利器，用拳
拳赤子心书写新时代奋斗者的答卷。
在 7年时间里，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用生
命谱写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人生
传奇。从2009年 12月回国，投身于祖国
的科学事业，到2017年 1月病逝，壮志未
酬英年早逝，黄大年用有限的时间带领
400 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
一”，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
术空白……根据黄大年的真实事迹创
作拍摄的电影《黄大年》，用电影艺术的
多种表现手段，讲述了时代楷模黄大年
不忘初心，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到
祖国科技事业的感人事迹，展现了以黄
大年同志为代表的新时代科技工作者
的光辉形象。影片一上映，便受到了观
众们的热烈好评。“看了很感动，为中国
有这样的科学家感到自豪。”“这部电影
看完后会不自觉流泪，科学家的责任担
当令人感到震撼。”

影片的开篇，黄大年的妻子张艳在
漫天飞雪中走在林间道路上，此时距离
黄大年病逝已经有一年时间。通过她
的娓娓讲述，把观众带入到了黄大年的
人生轨迹当中。在西太平洋浩瀚的大
海上，黄大年作为深水油气探测的顶尖
专家，帮助寻找失事的“亚瑟号”。在外
军的舰艇上，他戳穿了对方的谎言，“亚
瑟号”并不是民用潜海探测器，而是一
艘新式微型隐身无人攻击潜艇。“记住，
不管目标是潜藏在天上、地下还是海
底，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包括谎言。”黄

大年的话掷地有声，精湛的技术令对方
十分钦佩。影片通过这个场景，鲜明立
起了黄大年这位世界一流战略科学家
非同寻常的人物形象。

虽然身在海外，但黄大年时刻心
系着祖国。他的老同学周启红送来了
一幅油画，画中是祖国金色的秋天，叶
落归根的寓意是希望黄大年能够回国
应聘。既然已经是世界顶尖的物探专
家，黄大年认为自己是改革开放的直
接受益者，“三十多年了，回报的机会
到了，该回去了”。他放弃了国外舒适
的工作和生活，选择回到祖国的怀
抱。因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所以
他提出的回国要求就是“我唯一的条
件就是回国”。面对提职、加薪等诱
惑，他宁愿支付巨额违约金，哪怕“连
一张纸片都不能带走”，也要回国建功
立业；面对同窗肖庆的劝阻，他坚定地
表达自己的立场，“回家还需要理由
吗？”他让妻子卖掉了中医诊所，“一个
人只有一个家，我不想给自己留余
地”，这是他无悔的选择。当黄大年用
大提琴演奏歌曲《我爱你，中国》时，优
美抒情的旋律如涓涓细流涤荡心田，
那一刻我们能够体会到黄大年对祖国
深沉而质朴的爱。

影片真实再现了黄大年归国后惜时
不惜命的工作状态。刚刚踏上祖国的热
土，黄大年就谢绝了为他接风的宴席，而
是直接去办公室整理资料。当吴群校长
问他“今后有什么要求”时，黄大年诚恳地
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只需要时间。”静
水深流，大爱不言，黄大年用每一分每一
秒的工作，投入到属于奋斗者的新时代。
他带领团队承担了国家深部探测技术与

实验研究项目，把时间看得比生命还重
要，力争在科研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回
国不久，黄大年就带领他的团队成功参与
了“地壳一号”的研发，在最短时间内填补
了中国在航空移动平台精确探测这一高
端技术装备的空白。这只是一个开始，黄
大年立志要为国家装上巡天的千里眼，探
地、潜海的地壳深部CT仪。他对待国家
的科研事业只有一句话，“我没有敌人，也
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
“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国外取得

多大的成功，如果你的国家在这一方面
还很落后，甚至是刚刚起步，那都不是意
味着你真正的成功，国家的需求，我们就
要玩命干。为了理想，我愿意做先行者、
牺牲者”“走多远是多远，倒下了就地掩
埋”。从电影中，我们看到了黄大年赤诚
的爱国情怀和忘我的奋斗精神。为了压
缩休息时间，每次开会他都选择午夜航
班；他废寝忘食地投入科研事业，除夕夜
还在忙着工作，直到妻子送来了饺子才
选择休息；在深探装备研发项目中，尽管
很多人不理解，但他坚持把重力梯度仪
提高量级指标，以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即使摔伤了，他在病床上依然
坚持工作；他在深夜下飞机后直奔研究
室，实在饿了就吃两个烤玉米充饥；为了
避免国家和油田企业遭受损失，他把地
球深部CT仪项目的研发进度缩短了三
分之一；他在飞机上还忙着工作，在重病
昏迷前，还对乘务人员强调，“笔记本电
脑里的资料非常重要，一定要交给国
家”……一幕幕场景让观众看到了以黄
大年为代表的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在各
自领域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而埋头苦
干的满腔热忱。也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

类似黄大年一样的中华儿女，才有了实
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力量。

在创作电影《黄大年》的过程中，年轻
的80后编剧成孝湜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原
则：以英雄为榜样、以创作主旋律精品为
追求，要突破以往描写典型人物的文艺创
作局限；追求真实，特别是人格真实、人性
真实，真正展现出新时代科学家的风采。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黄大年真挚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
操。在新年到来时，黄大年为李四光实验
班的 24名学生每人买了一台笔记本电
脑，并勉励他们，要把个人的梦想和国家、
民族融在一起，“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当老同学肖庆想要得到“地球物理多参数
探测软件”招标书时，黄大年不徇私情，拒
绝了肖庆的请求；当学生林江的母亲生重
病时，林江想退学，黄大年为了挽留住这
位年轻的科技人才，让学医的妻子留在小
山村照顾他的母亲；面对评选职称时，黄
大年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了参评院士，反
而帮助别人写了推荐材料；走上科考船进
行仪器测试，在无人机库进行研发，到海
上钻井平台查看设备运行情况，黄大年始
终走在科研一线……剧组在拍摄过程中，
通过各种细节立体式地呈现了黄大年的
人物形象，让观众了解到一位更加真实可
感的黄大年。

影片的叙事线索中有一个重要的前
史段落，黄大年的发小刘胜文为了救他，在
一次意外的航测飞机失事中牺牲了。“我必
须要一个人干好两个人的工作，才算对得
起他”，观众从中读懂了黄大年的初心与坚
守。哪怕遇到纷杂的人际关系和效率低下
的工作境遇，他还是走出了情绪的低谷，绝
不轻言放弃。从始至终，一种浓浓的家国

情怀和感恩之情贯穿整部电影。
完成了国家的九个重大项目和四十

九个攻关课题，为国家献上了能够巡天、
探地、潜海的大国重器，回顾黄大年这一
路走来的辉煌历程，如何将很多碎片化
的场景串联起、去呈现黄大年在科研道
路上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风采？电影
《黄大年》以黄大年妻子张艳的口述作为
影片故事的衔接点，亲切而真实的怀念
让观众看到黄大年为祖国科技事业鞠躬
尽瘁的精神追求。导演成科在谈到影片
创作时说，“英雄的作为感动了大家，使
我们有勇气和能力表达我们对英雄的敬
意，呼唤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追寻英雄
的足迹，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同国家和民
族复兴的伟业紧紧结合在一起，做出无
愧于生命、无愧于信仰的奉献！”电影《黄
大年》成功讲述了黄大年科技报国、无怨
无悔的精彩人生，他带领团队取得的科
研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他的满腔爱国情
怀像炽热的岩浆喷薄爆发，创造了彪炳
史册的功勋。

讲述黄大年事迹的作品有很多，报
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深情讲述了黄
大年的动人故事，纪录片《黄大年》收获
了第25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电视剧《黄
大年》成为网上热剧……这次，电影《黄
大年》生动诠释出“大地之子”的家国情
怀，用光影和镜头的变化展现黄大年不
平凡的人生足迹，表达对英雄的敬意，震
撼着观众的心灵。梦想因执着的信仰而
变得崇高，人生的价值只有融入家国与
时代，才能迸发出蓬勃的伟力。电影《黄
大年》点亮了一盏英雄的明灯，指引我们
用爱国之志去抒写壮阔的时代华章。

电影《黄大年》—

讴歌与时代同频的家国情怀
■丁仕峰

第4411期

前不久，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

剧司主办、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承办的

“电视剧《大江大河》研评会”在京召开。

此次研评会邀请《大江大河》主创团队、

专家学者、媒体代表等参加，围绕该剧在

基于现实主义创作、紧扣时代旋律主题、

彰显文化自信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交流。

据了解，该剧从筹备到打磨用了

三年时间，采取双线并进叙事方式，再

现了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

在改革开放这个时期的演变和演进。

三个主人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生选

择，最终又相交在上海这座城市，生动

刻画了历史转型期平凡人物的不同命

运，让观众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变

化的缩影。会上，专家学者谈到，现实

主义题材创作要坚持现实主义精神，

回应社会时代发生的巨大变迁以及这

个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重大主题，绝不

能脱离时代的真实性。该剧以当下现

实为映照的创作，用现实主义生活化

的表演准确诠释人物形象，受到参会

人员的一致认可。

电视剧《大江大河》研评会

现实主义题材成为热议
■宋春生

回顾新中国初期的军事题材电影，
有很多经典电影至今仍让我们如数家
珍。最让我难忘的就是 1954年上映的
黑白电影《渡江侦察记》。影片生动展
现了我军侦察英雄的光辉形象，很多精
彩画面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这部电影以解放战争中的渡江战役
为背景，讲述我军一支侦察小分队渡过
长江、深入敌后，在当地游击队和群众的
配合下，完成了探明敌人江防部署任务
的故事。影片中，李连长率领吴老贵、周
长喜、杨威、小马等战士，趁着夜色先遣
渡江。在躲过敌人搜山、与游击队长刘
四姐取得联系、假扮成敌军士兵通过封
锁线后，侦察小分队终于抵达游击队根
据地。为了更好地了解敌人的江防情
况，他们化装成老百姓，混在修筑江防工
事的民夫队伍里；为了探寻敌人炮阵地
的准确情报，他们深入虎穴，在公路上截
获一辆敌军卡车，化装成敌军模样进入
敌营；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报话机损坏、
与主攻部队失去联系的险境中，吴老贵

和小马奋勇突围，乘夜泅渡过江，把情报
送到指挥部……整个剧情紧凑，扣人心
弦，观众仿佛体验了一次惊险的情报侦
察过程，能够真切体会到我军侦察小分
队不畏众敌、浑身是胆的勇气和血性。

在影片情节的展开过程中，通过细
节的描摹，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英雄的
情感。在渡江战役前夕，李连长给战士
们讲渔家姑娘帮助自己逃脱敌人追捕
的故事；在吴老贵和小马突围前，李连
长郑重地说，“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
活着完成任务”……李连长是影片着力
塑造的英雄形象。他带领侦察小分队
在敌人戒备森严的防区之中，出色完成
侦察任务。还有班长吴老贵的形象也
刻画得立体饱满。出发前他穿上妻子
绣的“渡江胜利”四个字的布鞋，对战斗
胜利充满信心；在掩护小马过江时，他
和敌人进行顽强战斗，牺牲前让小马写
信转告他妻子说“没有白穿她给我做的
鞋”……还有刘四姐、陈老爹、周长喜等
人物形象，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每一次重温经典的老电影，都是在
品读历史。岁月长河里，有无数的英雄
先烈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牺牲，
我们要永远铭记，更要奋力前行。

电影《渡江侦察记》——

展现侦察兵英雄形象
■史玉旺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歌
声，在湖南卫视热播的纪录片《时光
的旋律》精心甄选《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的中国心》《亚洲雄风》《我不想
说》《天路》《青花瓷》《时间都去哪儿
了》等经典歌曲，折射改革开放以来
的发展变化。制作团队在拍摄过程
中运用纪实手法、故事化讲述、细节
化呈现等艺术表达形式，把历史的厚
重感和对祖国的深情热爱之情表达
出来。该片通过歌手的一路寻访和
一路体验，探寻音乐背后的深层内

涵，找寻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的人物故
事，结合资料视频以及相关数据，生
动直观地展现这些年的巨大变化，留
给观众很多感慨。

在节目第一集《我的中国心》中，
歌手苏妙玲专程拜访了《我的中国心》
原唱张明敏和 1984年央视春晚的导演
袁德旺等嘉宾，通过了解当年的演唱
背景，让观众领会这首爱国歌曲背后
的真挚情感。在节目第七集《时间都
去哪儿了》中，制作团队跟随歌手张
阳阳的足迹，前往樟木口岸和吉隆口
岸，采访用青春护卫国门的边防官兵，
聆听地震中 21 位勇士的故事。“我们

在，国门在！”巍峨国门见证了改革开
放以来边境贸易的繁荣，也见证了边
防战士坚如磐石的一片丹心。歌声与
官兵的生活画面融合在一起，记录了
千千万万的戍边官兵用奉献和坚守熔
铸的流金岁月。

探访音乐的创作背景，寻找与音
乐有关的代表性人物，了解一幕幕厚
重的历史现场，纪录片《时光的旋律》
开启了品味历史、回顾经典、感悟历史
的文化之旅，呈现出一种扑面而来的
年代感。一首首记录时代的金曲，从
一个巧妙的角度为观众再现了改革开
放这些年来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

纪录片《时光的旋律》——

经典歌曲品味流金岁月
■杨逸钒 赵勇辉

纪录片《时光的旋律》海报 图片制作：孙 鑫

酷 评

重 温

电影《渡江侦察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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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宣传片《地表最强》刚刚发布，

就在短时间内被优酷、新浪、搜狐、腾讯

等媒体平台迅速传播。尽管这部宣传

片的时长不到3分钟，但精彩展示了陆

军三年转型建设的丰硕成果，很多画面

和镜头震撼人心。“真好看，令人热血沸

腾！”“看了好几遍，热泪盈眶，满屏的安

全感。”众多网友纷纷点赞，留下各种好

评。

一段时间以来，类似陆军宣传片

《地表最强》的军营短视频还有很多，有

致敬边防军人的《家国与边关》，有讲述

新兵故事的《新兵连：我们的青春》等。

这些军营短视频从多种角度拍摄，用视

听语言真实记录了部队建设所取得的

成就和中国军人的强军风采，为展示人

民军队的良好形象提供了崭新的表达

方式。

在网络时代的多元语境下，短视

频作为新媒体方阵中的重要传播载

体，融合了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

要素，凭借更加直观立体的可视化效

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从这些军营短视频中我们可以

看到，其内容涵盖练兵备战、抗震救

灾、军民融合、军事知识普及等多个方

面，有讲述基层官兵故事、关注人物情

感表达的军营微电影，有活泼时尚、展

现官兵新时代风采的军营MV，有聚

焦军队改革转型、记录演训活动的宣

传短片……这些富有感染力的军营短

视频对打造强军文化、提振官兵士气、

展示军队形象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由于军营短视频能够用影像生动

反映新时代的军营生活，具有即拍即

看、契合兴趣点、操作简单方便等显著

特点，在征兵宣传、新兵下连、老兵退

伍、立功受奖、训练间隙等时机得到广

泛应用。中国军网“八一电视”、中国军

视网等军事视频传播平台推出过很多

优秀的军营短视频。“冬季野营拉练我

们不怕！让‘敌情’来得更猛烈些吧”

“脱下军装，心中永远是军人的坚守”

“最好的成人礼！听昵称为‘00后’新兵

们的肺腑之言”“空降兵野战救护演

练，医疗队员从天而降”“一首歌如何

被创作？武警小哥哥全程暖心揭秘”等

不同军兵种特色的短视频作品，把官兵

青春阳光的精神风貌和军营火热的练

兵景象呈现给观众，向社会公众展示出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可感形象。很

多单位能够紧跟时代特点，借鉴网络短

视频形式，把官兵需要了解的理论知识

和时事热点拍成短视频，以更加直观可

感的方式阐明一个道理，开辟了思想政

治教育的新途径。官兵在参与编排的

过程中，从受教育者变成教育者，收到

了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涌现出了很多

“摄影达人”“军营拍客”。

军营生活多姿多彩，有很多闪光点

可以去挖掘发现。优秀军营短视频作品

的记录和展示，能够为官兵提供丰富的

精神营养，激发矢志军营谋打赢的内在

动力。但军营短视频制作还是需要依赖

摄影、剪辑等技术技巧，在符合政策制度

要求的前提下，制作团队要树立精品意

识，增强作品的感染力，使作品呈现符合

事件逻辑和人物心理；要学会以小切口

展现大军营，用官兵喜闻乐见的形式真

实反映发生在广大基层官兵身边的故

事；要触摸强军脉搏，推出积极健康、营

养丰富、充满正能量的佳作。我们期待，

更多制作精良、阳光向上的军营短视频

能够刻录军营发展变化的时代印记，讲

好强军故事。

用短视频讲好军营故事
■张兴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