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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周年、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

之际，从全国城乡数千块银幕上传来阵

阵激昂嘹亮的军号声，这是新摄制的电

影《古田军号》正在上映。

1929年 12月 28日召开的古田会

议，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

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中明确提出了

“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

团”“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

许枪指挥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

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

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这是人民军

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

和根本优势。从古田会议出发，千千万

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

血与火中经受洗礼，在艰难挫折中愈加

奋起，在生死考验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

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

铁雄师。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发

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2014年 10

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隆重举

行。习主席强调指出：“坚持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我军

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

动摇。”在党史和军史上留下光辉印记

的两次古田会议，值得文艺影视工作者

认真庄重地书写和创新艺术地表达。

电影《古田军号》就是在历史和现实的

结合上找准契合点，在尊重、敬畏历史

的前提下，按照艺术创作规律，深入生

活体悟，挖掘新鲜素材，既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的史实准确，又注重现实主义的

观照和融入，将古田会议这样重大的革

命历史事件和革命领袖人物用全新的

电影艺术呈现，变成深刻的思想融入、

精彩的故事情节、感人的艺术形象和现

代语境的视听表达，使这部影片产生了

震撼人心的独特魅力。

电影《古田军号》题材重大，视角独

特，从一个红军小号手池有田的特殊视

角来构建故事，又用他孙子的叙事旁白

为线索，很好地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血

脉传承关系，有机地串联起了古田会议

的前后过程，艺术再现了国民革命时期

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军号作为贯穿全

片的道具，也提供了电影作为视听艺术

的重要声音造型元素，使听者振奋、耳目

一新。军令下达、军号吹响、部队集结、

列队出发、冲锋陷阵、前赴后继、英勇战

斗，无不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

电影《古田军号》一个重要贡献，

是在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上

有了新的突破和创新，表现了毛泽东、

朱德、陈毅之间的矛盾困惑和激烈的

思想斗争。在共同的理想信仰之下，

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道路究竟怎么

走？会有不同的选择，有分歧、有争论

都是正常的，这也是探索中国革命道

路必有的过程。

影片中，毛泽东具有非凡的远见

卓识、坚定的信仰、杰出的智慧、文武

兼备的领导才能和心系天下的博大情

怀。当他被免职、暂时离开军队后，选

择来到基层人民群众中去调查研究，

去汲取力量和智慧。当他看到乡亲们

齐心协力舞动板凳龙的动人场面，不

禁感慨“心齐方可成龙”，这也成为全

片的点睛之笔。朱德信念坚定、疾恶

如仇，果断处置违犯纪律的部下，雷厉

风行整顿军队作风。陈毅同志的形

象睿智幽默，他坚持真理、顾全大局、

维护团结、实事求是，真诚果敢地向

中央汇报反映红四军的情况，自觉拥

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积极促成

古田会议的如期召开。影片对刘安恭

的形象刻画也没有脸谱化。他受共产

国际的指派，虽然照搬套用苏联革命

的成功经验，用洋办法整治军队，但作

战勇敢、身先士卒，在战斗中英勇牺

牲，也给观众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电影《古田军号》在表现方法上注

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

合，在电影语境上追求创新，用蒙太奇

手法在红军小号手的叙述中穿越时空，

不同年代的群众舞龙场面也跨越得自

然流畅。用板凳舞龙是福建上杭地区

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民俗和节庆

盛典形式，造型独特，气势非凡。在影

片结尾处，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会场上

很自然地坐在一条板凳上的细节，寓意

深刻、耐人寻味。

电影《古田军号》在细节处理上十

分巧妙、合情合理。染布的林裁缝为红

军赶制新军装，造纸厂老板为毛泽东送

宣纸等情节都新颖别致，引人入胜。尤

其是影片的结尾高潮处，古田会议胜利

召开后，群众纷纷为红军送来过新年的

米面食物，军民共庆新年的欢乐气氛

中，换发崭新军装的红军将士列队出

征，嘹亮的军号再次激昂吹响。

习主席深刻指出：“坚持从思想上

政治上建设部队，是我军建设的一条基

本原则，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政治保证。

过去我们是这么做的，现在也必须这么

做。”新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着力抓好铸牢军魂的工作。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

空”。如果一支军队失去灵魂，一个国

家离灭亡就不远了。电影《古田军号》

再次吹响了铸牢军魂的集结号，用影像

回望历史、用艺术培根铸魂，让观看该

影片的新时代年轻军人和地方青年在

潜移默化中传承和弘扬革命传统和红

色基因。广大电影工作者要坚定文化

自信，举精神之旗、铸时代之魂、怀赤子

之心、树凌云之志、领风气之先、拍传世

之作，真正担负起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的历史责任和崇高使命。

图片制作：孙 鑫

激昂嘹亮的“军号”
■■明振江

酷 评

滚滚浓烟冲向天际，流淌火在原油
港口四处蔓延化成火海，伴随而来的还
有强烈的连环爆炸。消防勇士们在漫天
大火中奋力前行，哪怕被扑面而来的火
势冲击倒地，但他们依然坚守战位，用生
命书写矢志不渝的忠诚。当市民们紧急
撤离时，一辆辆消防车逆行冲进火海，争
分夺秒前来驰援……一部讲述消防员故
事的电影《烈火英雄》在 8月 1日燃情热
映后，持续带给观众以震撼和感动。“就
该有这样一部电影，让更多的人关注到
消防员群体，纪念那一次次最美逆行”
“感谢每一位负重前行的消防员，他们是
真正的英雄”……在朋友圈和网上讨论
的留言中，大家的关注点从这部电影逐
渐转移到消防员这个英雄群体上，一个
个与消防员有关的感人故事被分享。电
影《烈火英雄》给这个暑期档带来的热
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故事
原型是2010年7月16日的大连新港油库
扑火救援行动。当时的消防官兵拼尽全
力扑灭大火，创造了世界火灾扑救史上
的奇迹。影片的开场就是消防员在执行

扑灭火锅店火灾的行动，堆积在仓库里
的煤气罐突然爆炸，一名消防员不幸牺
牲。从一开始，这部电影就让观众感受
到消防员工作的辛苦和危险，预示了接
下来的情节会更加悲壮惨烈。影片的大
部分内容聚焦在消防员的救火过程，沿
海油罐区发生重大火灾，其附近的化学
罐区存有大量苯、氰化物等化学物质，一
旦发生爆炸，将威胁到整座城市的安全，
无畏逆行的消防员们与烈火抗争的生死
战斗打响。临时作战指挥部驻扎在火场
一线，全程监控火情，划分火场战区，制定
攻坚策略。特勤一中队中队长马卫国与
战友们坚守化学罐区，由于出现断水情
况，他们被大火围困，在绝境中，马卫国掏
出手机，让每个人给家人录了一段视频
作为临终遗言。东山中队中队长江立伟
主动请缨，与战友受领了极为艰难的任
务——在烈火包围中手动关闭油罐阀
门，转80圈为 1扣，1个阀门100扣，关闭
阀门要转8000圈，他最终牺牲自己完成
任务。班长徐小斌刚拍完结婚照就参与
到救火行动中，保持远程水的供应，由于
设备的进水口被水中垃圾堵塞，前线出
现断水的情况，他潜入水中排除险情，最
后献出了生命。很多消防员在扑火过程
中受了重伤，医院病房中他们裸露的肌

肤还留有火烧的伤痕……铺天盖地的大
火中，消防官兵众志成城，死守阵地，筑成
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影片生动刻画出
消防员集体式的英雄群像，体现出他们
极为可贵的人性光辉。

为了全景再现这场惊心动魄的救火
行动，影片创作团队按照1∶1的比例规格
重建油罐区，演员们参加了很长时间的消
防特训。除了展示熊熊大火的视觉场面，
影片还注重在细节上呈现消防员们的真
实情感。当江立伟请命作为“敢死队”进入
火场中心徒手关闭油罐阀门，战友问他的
想法时，他淡淡地回答：“我就想活着出去
见我老婆孩子。”这也是很多消防员的心
声表露，但在执行任务时他们还是选择勇
闯火海，留下逆行的身影。影片中的大部
分台词和情节都是创作团队采访时消防
员提供的素材。导演陈国辉介绍说：“这些
消防员跟我说，他们不怕牺牲，怕的是没
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而我拍这部电
影，就是想把当年他们干了什么，都告诉
给观众，让大家能记住这些平凡英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
负重前行。电影《烈火英雄》生动刻画出
以血肉之躯逆火而战的消防员群体，让
人们了解到他们的青春奉献，以此向英
雄的消防员们致敬。

雕刻平凡英雄
■李金见 刘 伟

微 言

近几年，每逢八一建军节，总会有

精彩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与观众见

面。今年8月1日上映的《古田军号》

以一个红军小号手后代的视角，讲述

了1929年红四军进入闽西到古田会议

召开那段的峥嵘岁月。导演陈力曾表

示，“通过电影，能让红色基因在青年

人中传承下去，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在去年8月1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等

单位出品的电影《浴血广昌》在全国院

线公映，让观众追忆起红军将士在广

昌战役中舍生取义、向死而生的坚定

信仰。类似的电影还有《建军大业》

《百团大战》《八子》《信仰者》《血战湘

江》等，激荡起很多人关于那段红色记

忆的深情感怀。有观众表示，在特定

时节观看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觉得特

别有纪念意义，能够深刻感受到红色

基因的存在和传承。

雄关漫道，鼓角铮鸣。在人民军队

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有数不清的革命烈

士在一场场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百折不挠的英雄

气概和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构筑了民

族精神的鲜红底色。这些红色记忆被

搬上银幕后，不仅能让观众在与英雄们

的隔空对话中了解历史，更能在潜移默

化中传递出红色基因如火焰般的力

量。像《地道战》《铁道游击队》《闪闪的

红星》《英雄儿女》《红色娘子军》《井冈

山》《步入辉煌》《南昌起义》《梅岭星火》

等经典电影，曾深深感动了几代人，留

下了难以忘怀的观影体验。这些年，新

拍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以更加成熟的

技术手法还原历史，持续掀起观影热

潮。比如根据经典剿匪故事改编的红

色电影《智取威虎山》，用现代的电影科

技着重刻画了侦察英雄杨子荣与匪帮

斗智斗勇的过程，在当年取得了近9亿

票房和好口碑。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所

承载的文化印记，在不同的年代里始终

秉持着崇尚英雄的主流价值观，给后人

提供认识和感悟革命历史的影像载体，

传递红色基因的力量。

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之际，缅怀英烈功绩，品读革命历史

题材电影，就是要借助作品的隽永魅

力，通过生动的影像表达，让受众牢记

初心与使命，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

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感悟“火种”铭记初心
■夏柯嘉 申正晖

7 月 21日，30集电视剧《在桃花
盛开的地方》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
成为建国 70 周年献礼片中的一抹亮
色。剧中，退伍女兵、共产党员黄少
花曲折而奋斗的一生牵动着观众的
心，而黄少花的饰演者、八一电影制
片厂导演队副队长、“第三代”江姐扮
演者的军旅知名演员丁柳元，用真挚
的情怀和精湛的演技，为大家塑造了
一名鲜活的革命女性形象。
“这次让我们看到了熟悉又不一

样的丁柳元。”新剧开播后，一名丁柳
元的忠实观众这样评价道。熟悉，是
因为她还是那个“红色”的丁柳元。多
年来，从《八路军》中的冯玉兰、《敌后
武工队》中的汪霞、《八七会议》中的方
静，到《江姐》中的江竹筠以及《初心》
中的龚全珍等，丁柳元以独特的“红色
气质”、扎实自然的表演，成功地在银
屏上诠释了一个又一个信仰坚定、刚
柔并济的革命女性形象。不一样，是
因为在这部戏中丁柳元展现了更丰富
浓郁的气质。电视剧《在桃花盛开的
地方》年代跨度长，以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改革开放为历史背景，描绘了一
幅中国农村数十年变革发展的生动画
卷，角色年龄跨度更是长达 40 多年。

除了有大时代的宏大叙事，也有小人
物的细腻表达。剧中，黄少花面对个
人情感，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国难当
头之时，她将个人情感置于身后，极具
家国情怀；她为信仰而战，因信仰而
催生出爱的火花……一系列至诚至真
的充沛情感在一个角色上高度浓缩，
丁柳元也曾坦言：“黄少花这个角色挑
战很大。”
“英雄角色塑造了我，每一次挑

战，都是一次自我的丰富和完善。”丁
柳元说。多年对革命历史人物的演
绎，让她心生敬仰和勇气，革命女性
不平凡的生命带给她思考和滋养。在
这次拍摄前，她一如既往做足功课，
将自己沉浸在黄少花的世界中，感悟
她的思想、情感与力量，以至于好几
次看剧本和片花时，她都不由自主地
落泪，这也让她得以再次为观众奉献
出一部精品。
“黄少花的精彩绽放，是这么多年

丁柳元沉淀积累的结果。”诚如一位影
评人所言，黄少花的艺术呈现是丁柳
元的军旅艺术生涯中，传承红色基因
和传播红色信仰的真实写照。
“不忘军旅文艺工作者的初心和

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为强军贡献更多
正能量。”丁柳元说，她希望能够挑战
更多像黄少花这样时代感强的军人角
色，用真情的演绎，让红色的火焰越燃
越亮。

丁柳元—

“黄少花”的精彩绽放
■本报记者 欧阳浩

丁柳元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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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 周年
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国防军
事频道推出了大型纪录片 《砺刃》，
紧紧围绕全军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
从不同角度展现官兵练兵备战的火热
场景，直击强军一线，带给观众全新
的视听体验。

这 部 纪 录 片 共 有 《号 令》《淬
火》《血性》《练将》四集，用纪实的
镜头聚焦练兵场上的真人真事，反映
出新时代官兵科学施训、刻苦训练的
强军风采，“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
备战斗”的练兵斗志贯穿纪录片始
终。在第一集《号令》中，全军将士
聆听强军号令，坚决贯彻党中央、中
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示，一系列练
兵成果展示了人民军队的新风貌。
2018 年 1 月 4 日，蓝军旅旅长满广志
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对官兵进行战
前动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当好陆军
部队实战化训练的磨刀石，通过敢打
敢拼，演真扮像，逼出能征善战的红
军部队……”2018 年一开训，空军航
空兵某部展开了空中格斗、对地突击
等高难课目训练，“金头盔”获得者
郝井文与战友一起研究战法训法……
从北国到南疆，一座座军营里立起备
战打仗的鲜明导向。观众从片中能够
看到泥潭摔打、高空作战、密林穿
梭、火场奔跑等高强度训练场景。该
片还结合 1964 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
学方法等影像资料，通过官兵实实在
在的讲述和不同军兵种部队的转型升
级，深刻体现出全军指战员使命催
征、闻令而动的飒爽英姿。

第二集 《淬火》 真实记录了“国
际军事比赛-2018”海上登陆赛、“蓝
盾 -18” 多 军兵种地面联合防空演
习、辽宁舰编队海上对抗演练、火箭
军跨区演训等场景。从严冬到酷暑，
从辽阔大海到苍茫高原，中国军人淬
火实战化演兵场，留下了拼搏前行的
奋斗姿态。他们拼出了胆气豪情，拼
出了能打仗、打胜仗的精气神，让观
众看到了改革强军中人民军队的淬火
征程。在第三集《血性》的开篇故事
中，中国军人在 2018 年盛夏时节来
到厄尔布鲁士峰，与各国山地作战的
高手同台竞技。在比赛中，中国参赛
队队长赵海永突然失手，摔下悬崖，
但他仍艰难爬起来，忍着剧痛，带领
平 均 年 龄 只 有 22 岁 的 战 友 们 完 成
“国际军事比赛-2018”“厄尔布鲁士
之环”项目，扬威国际赛场，诠释了
中国军人的血性精神。从纵深扑向炸
药包的王杰到转型改革中锤炼钢铁品
质的“王杰班”，从以“空中拼刺
刀”的精神拦截敌机的胡寿根到空军
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长赵璇，从曾经
血战松骨峰的英雄连队到陆军某新型
机步师……在这样历史纵深感的对比
中观众能够了解到，中国军人的血性
传承始终没有变。在第四集 《练将》
中，纪录片将视角对准各级指挥员。
从空中第一跳、第一飞，到陆地第一
枪、第一炮，再到出海第一舰、第一
潜，他们身先士卒，留下了演兵场上
打头阵、做示范的表率身影。

纪录片 《砺刃》 立足国防和军队
建设的新气象、新成就，在解说词的
直接叙述和影像资料的视觉呈现中，
融入官兵的心声和感受，通过可视化
的表达与描述，生动描摹出新时代人
民军队的强军足迹。

纪录片《砺刃》

聚焦火热演兵场
■丁悦航 南承佐

纪录片《砺刃》剧照

电影《烈火英雄》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