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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恩来
同志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品格，一
直为后世所景仰。作为献礼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而创作的重大历史题
材电影，《周恩来回延安》聚焦周恩来总
理在 1973年 6月回到延安的历史事件，
生动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群众至
诚至真的深厚情感。这部影片自 5月公
映以来，便受到了业界专家学者及观众
的热议，让人们对周恩来总理产生了深
切的怀念之情。“周恩来总理 20多年后
回到延安，还能叫出曾经的老邻居、老朋
友的名字，记得彼此之间发生的故事，特
别令人感动”“这部电影饱含浓浓深情，
让我们重温了那段不能忘却的革命记
忆”“这部电影呈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与人
民群众的鱼水情深，影片中展示的中国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为人
民谋幸福的精神令人动容”等好评，让这
部电影备受大众关注。

电影《周恩来回延安》以周恩来总理
的独有视角为主线，用小角度展现了中
国革命在延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采
用历史闪回、时空交叉的表现手法，透过

周恩来总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思所
感，让观众深刻领悟到中国共产党人“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和使命。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1973
年 6月，周恩来总理带病陪同外宾到革
命圣地延安参观访问。临行前，毛泽东、
朱德等同志纷纷请周恩来总理转达对延
安人民的问候。飞机穿越云层，周恩来
总理透过舷窗望着陕北大地，1935年 10
月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等画面浮现
在眼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
第一次回延安。走下飞机，时隔二十六
年之后重回这片热土，周恩来总理受到
了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不约
而同地涌上街头，只为当车队驶过时能
够看见周恩来总理。这个细节生动体现
出延安老百姓对周恩来总理的思念和爱
戴，也是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坚定跟党
走的缩影。在回到延安的 22 小时里，
周恩来总理的足迹遍及南关招待所、中
共七大会址、枣园革命旧址、宝塔寺等
处，延安十三年的点滴往事在周恩来总
理的追忆中变得愈发清晰。在南山招待
所送别奔赴前线的战友，在枣园参加纺
线比赛，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回忆中
共七大开会的场景……延安时期的峥嵘
岁月一幕幕串联起来，让影片的历史感
愈发厚重。

在延安时期的众多历史事件中，影
片着重刻画了周恩来总理与老百姓之间
血浓于水的真挚深情。1947年 3月，敌
军发动了对延安的进攻。在转移途中，
周恩来不顾危险，帮助老百姓找回耕
牛。1936年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临危受
命前往西安，骑马途经一位姓曹的老百
姓家时，最难忘记的是喝小米粥的情
形。在 1937 年的劳山遭袭事件中，警
卫员为掩护周恩来而不幸牺牲，周恩来
回到延安后一直念念不忘，嘱咐工作人
员一定要把警卫员在清凉山上的坟墓找
到……影片高度还原了这段历史，让观
众深刻理解了周恩来同志与延安之间无
法割舍的情感。

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充分遵循史
实，细腻还原了周恩来总理在延安的 22
小时里发生的许多故事。影片中，回到
延安的周恩来总理总是眼含热泪，他惦
记着延安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思念
着他。在宴请延安的老乡时，周恩来总
理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讲起当年的故事，
又与老乡们一起蹲在地上吃小米饭。得
知老乡们粮食短缺、生活拮据的困境，
周恩来总理十分心痛。在离开延安前，
周恩来总理特意叮嘱当地的干部，提出
用三年时间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用五
年时间让粮食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的想

法，让延安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曹
大娘家中，周恩来总理在昏暗的光线下
帮她穿针引线，还把随身的眼镜送给了
她。离开延安前收到了老乡送来的当
地特产，周恩来总理叮嘱工作人员，一定
要把这些特产折成现金付款给老乡。
周恩来总理见到前来的知青们，特意鼓
励他们要扎根延安，把延安建设好；离开
延安时，周恩来总理让飞机在延安这片
土地上空再盘旋一圈，只为多看一眼。

老一辈革命家把人民群众的安危
冷暖挂在心上，尽心尽力帮助他们解决
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也得到了人民
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延安的老百姓主
动前来把陷入泥潭的车抬出来；一位当
地青年受老父亲的嘱托、从十几里外赶
来给周恩来总理送来一袋大枣；曹大娘
要拿出家里攒下的几枚鸡蛋给周恩来
总理补身体；缺米少粮的老乡凑出半袋
小米让周恩来总理带回北京……这些
饱含情感的故事推动剧情的发展，以小
切口体现出大情怀，让人们明白了老一
辈革命家对人民群众的质朴初心。影
片还通过生活细节表现出周恩来总理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一面：他的衬衫
领子磨烂了，不能用力清洗；脚上穿的
袜子补了又补，脚趾和脚后跟等部位打
着厚厚的补丁。

电影《周恩来回延安》采取多个时
空的交相呼应，展现了周恩来同志为了
人民群众鞠躬尽瘁的崇高人格魅力，刻
画了延安老百姓、知青等人物群像，最
后又通过新时代延安繁荣发展的影像，
让现实与历史相对照，呈现出中国共产
党人一脉相承的不变初心。据了解，为
了平实鲜活地再现周恩来总理重回延
安的点点滴滴，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
主创团队搜集查阅了大量文献和影像
史料，深入采访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属及
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召开座谈会与专家
进行细致讨论，剧本进行了十余次修
改。身兼导演和演员身份的刘劲介绍
说：“这部电影的角度很特别，它没有大
的情节和戏剧冲突，将周总理回延安 22
小时里内心的波澜起伏，刻画得非常细
腻。这一点最打动我。它体现了总理
的大爱，体现了人民总理不忘人民、不
忘老区的感恩之情。”

不论历史走多远，中国共产党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本色始终不
变。与周恩来同志相关的影视作品有
《周恩来》《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海棠
依旧》《周恩来在重庆》等。抚今追昔，
每一次重温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都
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更能获得砥砺
前行的力量。

展现不忘初心的质朴情怀
■张武恒

酷 评

临近毕业季，即将分配到部队的军

校学员会有怎样的感触和回忆呢？近

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即将毕业的

四名本科学员拍摄了微电影《龙虎兄

弟》。影片凭借真挚的情感、生动的剧

情，引起了学员们的强烈共鸣。

这部微电影以人物采访为主线，穿插

呈现军校的生活回忆。影片用一组快镜

头展现了军校学员训练的场景。比如，在

跑道上挥洒汗水，在单杠上竭尽全力，在

比武场上全力冲刺……四年的军旅青春

因战友之间的相互鼓励与陪伴而多了几

分眷恋和不舍。即将从军校毕业，龙震

从笔记本里翻到了与王小虎一起奔跑的

照片，悠扬而深情的音乐响起，没有伤感

的离别，画面上只留下六个字——“珍

重，我的战友”。

战友情永远是一个军人最难忘的

军旅记忆。这部微电影的导演王然介

绍说，“这部微电影虽然拍的是我们自

己，但表现的是军校青春里的战友情。

龙震和王小虎的故事只是军校学员记

忆中的一个缩影，希望通过这部作品，

能够让大家发现自己在四年军校里的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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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军校战友情
■孙 曦 夏董财

“八年时间，中国工程师在海天之
间托举起一个人类奇迹——港珠澳大
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它像一条腾
飞的巨龙将中国人的信心与梦想再次
点燃。”纪录片电影《港珠澳大桥》在全
国各大影院上映，让观众了解到这一工
程背后的故事。

影片以港珠澳大桥最后一节沉管
E30沉放安装过程为叙述主线，以大桥背
后的桥梁人为主角，充分展现了中国桥梁
建造实力、文化以及中国桥梁人的可贵精
神。电影穿插了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
桥、南京长江大桥、上海杨浦大桥等建设
的影像资料。黑白模糊的画面带领观众
回到那个肩挑手扛、车推马拉的年代。画
面一转，来到辽阔美丽的伶仃洋，今天的
中国工程师筑起世界上最大的沉管隧道
制造工厂，生产出世界最长的海底沉管隧
道；用世界规模最大、焊接精度最高的机
器人钢箱梁自动化生产线，搭建世界最长
的跨海大桥。影片中，一项项“世界之最”
不断印证着中国桥梁建造的雄厚实力，展
现着中国的大国气派。

中国桥梁历史悠久，影片浅谈灞桥、
十七孔桥等遍布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古
桥，用它们就地取材、巧夺天工的精妙设
计阐释了中国桥梁文化的深刻内涵。中
国人建桥的风格，不止于硬邦邦的土木工
程，每一座桥都寄托着建桥人的美好期
望。如今的中国桥纵使换上了“钢筋铁
骨”，但仍然蕴含着底蕴深厚的民族文

化。港珠澳大桥寄托着珠海、香港、澳门
三地珠联璧合、携手共进的期望。桥身依
着水势弯转成一条柔美的曲线，串联起一
座座人工岛，如一条银线串起一串珍珠，
点缀在伶仃洋上，体现了中国工程师的匠
心与浪漫情怀。在港珠澳大桥最高的主
塔上，耸立着一个造型优美中国结，它寓
意着中国人面向世界的胸怀和同心永结
的心愿。

世界级的工程伴随着世界级的难
题，隧道管节沉放作业的难度尤为突
出。在E15号管节经历第一次沉放失败
后，工程小组经过3个月的精心准备再次
出征，可第二次沉放再一次因为海底泥
沙回淤而失败，总工程师林鸣和所有在
场的人都流下不甘的泪水。第三次沉放
终于迎来了成功，可现场却没有掌声，所
有的人都静静无言。楼梯上、通道里，到
处瘫倒着劳累过度而睡去的人们。“我们
没有教练，我们就创造自己的方法。”林
鸣带领的桥梁人就是凭着这股在挑战中
摸索、在摸索中前进的韧性，不断攻坚克
难，推动了中国桥梁建设水平的发展。

筑桥团队中有一名爱好摄影的工
程师，大家都叫他“老王”。他用镜头记
录下皮肤黝黑、饱经风霜，脸上却洋溢
着灿烂微笑的中国桥梁人——祖孙三
代人为港珠澳大桥效力的冯氏一家、电
焊工人燕子夫妻等。老王说：“能够参
与港珠澳大桥建设的这些人，他们的这
种自豪感就是发自内心的，包括我也一
样。”8年来的坚守，饱含着桥梁人对这
项事业真挚的热爱与强烈的责任感。
“建大桥，我自豪”“对我来讲，这是空前
绝后的奇遇”……影片的最后，操着不
同口音的桥梁人说出了充满自豪与幸
福的话语。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者们是中国桥
梁人的缩影，更是一位位在平凡岗位上
兢兢业业奋斗的中国人的缩影。这些
奋斗者的努力为建设祖国美好的未来，
贡献出极为重要的力量。

走近中国桥梁人
■吴 昊 杨从榕

纪录片电影《港珠澳大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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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大河两岸，辽阔原野，遍
地金黄，正是华夏万里麦黄的时节，一
部题为《麦香》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为这
麦收季节平添了浓浓的乡土文艺韵
味。这部电视剧在央视一套播出以后，
几乎稳居收视榜首的位置。

生活永远都是丰富多彩的，需要艺
术家去体验去发现。这部作品包含丰
富的思想内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
里对军人军属那种光荣感的由衷坚守
和赞美，这也是该剧始终贯穿的一条
思想主线。作品女主人公麦香是一个
善良纯朴，而且具有军人情结的优秀
姑娘。她的祖父牺牲在抗日战场，伯
父又上了抗美援朝战场，伯父牺牲之
后，父亲麦子黄又毫不犹豫地穿上军
装进了军营。这样一个出身军人世家
的姑娘，对军人有着与生俱来的特别
情感。于是，剧情便围绕着这样一个
军人和军属荣誉的线索，一波三折、起
伏跌宕地展开。麦香和军人金天来结
为夫妻。麦香的父母去世以后，她独
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和自己的女
儿，在大雁滩当上了渡娘。金天来在
部队抗洪抢险时牺牲了，这位淳朴的
农村女人虽然陷入生活的阴影中，但
是不论遇到何种困难，军人荣誉和军
人精神自始至终支撑她不懈奋斗，给
予她韧性和进取的意志。她不爱名
利，不惧困难，唯独坚守着她看似比生
命更重要的军人荣誉。

这样一部写乡村励志主题的电视

剧，却把军属荣誉和军人精神写得荡气
回肠。这部戏告诉我们，写军人、写军
人精神、写军人的奉献，未必一定进军
营、上战场。透过中国乡村普通农民的
视角，透过他们炽热的军旅情结，同样
可以写出撼人心魄的故事。这种叙事
方法，无论对于当下社会现实，还是对
影视剧市场，都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尝
试。不管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都必
然要有军人为我们这个社会去挡风遮
雨。麦香的励志人生中贯穿的精神，正
是这样一种军人精神。如同军人一样，
不管是穿军装还是脱军装，都在坚守精
神高地，都会把祖国利益看得高于一
切。所以，麦香在遇到生活磨难时，她
能够挺起腰杆，成为奋发努力的战士，
绝不会被困难压倒和屈服。正是这样
一部非军事题材作品，给我们带来了与
军事题材作品同样的人生教义。

这部作品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深
刻启示，那就是农村题材影视作品应该
怎样拍。要拍得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农村，要拍出当代中国农民的精气
神。《麦香》拍出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故
事开篇于 1980年，从一位复员军人回乡
当了村干部的故事切入，描述了改革开
放在一个普通乡村开花结果的故事。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最能反映发展变化
的视角，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如
何带领人民奔向美好生活的。作品展
示了中国数十年中，人民思想观念和生
活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为我们描绘了
一幅南方乡村的绚丽风景画。

一部电视剧的关键还是要塑造好
人物。《麦香》之所以感人，重要的是作
品塑造了麦香、云宽、麦子黄、云旺山等
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
物，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剧中，云
宽一切听从父命的愚孝、金天来作为一
名农家子弟的宽厚诚恳、麦子黄的通情
达理等，都具有鲜明的农村人物特色，
都能给人过目难忘的效果。《麦香》之所
以把普普通通的农家故事拍出别样韵
味，得力于编导深入了乡村生活，去努
力发现和寻找了生活的规律和本质。
这样一部具有独特个性的农村题材电
视剧，对当下中国同类电视剧的创作提
供了多方面的参考启示。

图片制作：孙 鑫、赵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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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军营微电影，因其贴近军

营实际、讲述军营故事等特点，不仅受到

广大官兵的喜爱，在互联网上也受到众

多军迷网友的青睐。基层官兵是军营微

电影的主力创作者，在坚守保密安全线

的基础上，可以积极创新、开拓思路，用

微电影讲述强军故事，传递正能量。

在当下的创作中，军营微电影应当

以突破性的姿态改变“你拍我看”的模

式，突出“人人可参与”的群众性表现形

式，培养官兵兴趣，增强官兵参与感，用

官兵自己的创作表达官兵自己的想法。

基层军营生活丰富多彩，官兵的生活、训

练，以及演习等活动都给军营微电影提

供了广袤的创作空间。一部优秀的军营

微电影，不仅可以丰富官兵的业余文化

生活，更可以让他们体会到军营风景的

美好，增添建功军营的动力。

短小精悍的表现形式依然能让微

电影传播大主题，关键要与官兵思想

同频共振，展现基层官兵的强军风

采。在采集素材的过程中，微电影可

以成为记录官兵成长的“影像日记

簿”，通过真实讲述官兵身边人、身边

事，挖掘其中闪光点，把官兵内心最真

实的体会和感悟表达出来，用积极向

上的正能量激励官兵。

军营微电影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

势头。相关部门趁势加以合理引导，更能

增强军营微电影的创作活力，提升作品质

量。对于基层官兵来讲，剧本创作、素材

拍摄、剪辑配音等是一个相对有难度的创

作过程。这就需要业务机关和基层骨干

在微电影制作过程中加强监管帮带，把关

定向，推动军营微电影的良性发展。

用微电影传递正能量
■王 遥 杨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