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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以寄情，心连两地。一封封跨越
距离的书信，承载着中国电影人对抗击
疫情的英雄们深深的敬意。由中央电
视台电影频道和武汉广播电视台联合
制作的电视节目《两地书》，自 2月 3日
起在 CCTV电影频道播出后，感动了很
多观众。在这场异常艰难的战役中，各
行各业的工作者在武汉这座城市里坚
守岗位、无私奉献。他们中有火神山医
院的建筑工人、身处抗疫第一线的医护
人员、奔波在社区的基层干部、输送救
援力量的空乘人员……一位位中国电
影人有感而发写下书信，在电视屏幕前
深情朗读，表达出广大观众关怀祝福英
雄们的心声。

电视节目《两地书》设置了“筑梦”
“出征”“承诺”等不同主题，尽管每期节
目时长只有 8分钟左右，却始终聚焦抗
疫前线的动人故事。朗读书信的中国电
影人与故事主人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
历，自然流露出的真情实感也愈发温暖
感人。在《两地书》节目的片头，演员朱
一龙用武汉的乡音诵读《武汉，你好吗》
的歌词，“你在哪？你好吗？看不见、听
不见你的我，忐忑、牵挂；一次次冲动，多
想把自己留下和你在一起，爱满山遍野
的花……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情真意
切的声音与抗击疫情的画面相结合，流
露出全国人民对武汉和抗疫人员的牵挂
之情。

首期节目中，曾当过建筑工人的演
员郭晓东含泪读着写给田志阳、臧涛、
林大才、孙志远、刘刚 5位火神山医院建
筑工人的书信。当得知火神山医院面
向全国的招工信息后，他们主动报名参
加，大年初三就从老家赶往武汉，开车
十多个小时不休息，行程近 1100 公里。
他们抱着必胜的决心，“疫情不好我不

回家”。郭晓东在信中引用了鲁迅的名
句——“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
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
梁”。观众从中了解到，正是这些默默
无闻、可敬可爱的普通人，构筑了不屈
不挠的“中国脊梁”，造就了建设火神山
医院的“中国速度”。在“忘我”主题中，
镜头对准了空军军医大学医疗队队员
郭玮，在连续奋战多个小时后摘掉防护
镜和口罩，她的面部被勒出深深的痕
迹。同样来自空军的演员林永健在写
给郭玮的信中讲到，“我这封信，就是想
跟一个小妹妹、一个好姑娘、一个让我

以你为荣的好战友、一个让我以你而骄
傲的中国人，交个心”。在读信过程中，
林永健几度哽咽，“那些印子慢慢能消，
肯定能消”。字里行间寄托了对战友的
祝愿，令人感佩。“武汉是我们的，我们
是武汉的，从没有被分开过，也从没有
被割断过，我们的血脉紧密相连……”
导演陆川读着写给奔赴疫情一线的摄
影记者詹松的信，多次擦拭泪水。詹松
在大年初二为观众直播武汉街区的实
时状况时，抽泣着喊道：“武汉快点好起
来！快点好起来……”这一幕感动了很
多人。疫情发生之后，数百位媒体工作
者赶往武汉等地，用镜头捕捉英雄的故

事。一封封“两地书”，将字字真情、心
中暖意传达给抗疫前线，向平凡而伟大
的英雄们致敬。电视节目《两地书》用
真实的影像资料介绍了一位位普通却
不凡的抗疫英雄，他们身处抗疫一线，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默默奉献着，令
人泪目的同时也牵动着全国观众与武
汉紧密相连的心。

在全国人民关注武汉疫情时，电视
节目《两地书》的推出引起了广大观众
的共鸣。节目在全网平台同步上线后，
播放量很快超过千万次，并登上微博热
搜。“很感谢节目能够关注到这些基层
工作者，他们不像医护人员冲锋在抗击

疫情第一线，工作琐碎却不能有任何纰
漏，用心守护社区安全。向他们致敬！”
“心中有光就不惧黑暗，前线的你们辛
苦了。”网友的点赞留言如同“强心剂”，
温暖着抗击疫情的勇士们。节目播出
期间，“武汉我想对你说”线上征集活动
也随之发起。数以万计的问候与祝福，
引起全国观众较高的关注度。节目在
短时间有效集纳各类资源，充分发挥制
作团队的专业和平台优势，与各类新媒
体、网络传播媒介融合，打造与观众互
动的交流渠道，画好同心圆，扩大了影
响力。在内容形式上，节目选题准确凝
练，牢牢抓住收信人的闪光点，切合观
众的心理感受；读信人本身带有名人效
应，尽管与收信人并不相识，但都有着
相似的人生经历与体验，在这个特殊时
期达到了情感上的共鸣，信上的文字内
容平实真挚，声音表达毫不矫揉造作，
极富感染力；每期节目的时间不长，先
介绍后读信的模式简洁明了，图片、文
字、短视频的剪辑触到观众的泪点，提
升了节目的品质。

当前，影视工作者在这次抗击疫情
战役中除了捐钱捐物，还参与录制抗击
疫情主题MV、进行线上“爱心接力”等
公益活动，推出了很多具有影响力和号
召力的公益歌曲、短视频、专题节目等作
品，发挥了影视文化的积极作用，助力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战役。众志成城，共克
时艰，任何困难都不会难倒不屈不挠的
中国人民。演员李光洁在给身患渐冻症
但依然奋战抗疫前线的武汉市金银潭医
院院长张定宇的“两地书”中说到，“背着
我们眷爱的一切出发，负重前行，其实就
是负爱前行。重，是因为爱得足够多。
正因为是爱，才感觉不到重。”用爱守护，
胜利必将到来。

电视节目《两地书》——

致敬抗疫一线的平凡英雄
■慕佩洲 刘建元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融合了

互联网技术和多种信息化传播手段

的微视频，凭借“短、快、实”的优势，

成为大众分享信息、了解新闻事件的

重要窗口。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

活方式下，微视频的生产流程简单、

参与性强，符合人们网络观看的生活

习惯，形成了开放多元、信息驳杂的

舆论场，高频稳定的内容输出占据了

各媒体平台的“流量高地”。微视频

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反映事

件的发展状况，是传播主流声音和价

值观的载体之一。

当前，抗击疫情这场硬仗是全国

人民关注的焦点。人民网、新华社、央

视新闻、中国军网等媒体平台推出了

大量有温度、有情感、有内容的微视频

作品。“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医生，面对

疫情，挺身而出，责无旁贷”“我想请全

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我们中国人

民解放军誓死不退”……微视频《誓死

不退》采访了抗疫前线的官兵，他们掷

地有声的回答传递了此战必胜的信

念。汶川村民开车36个小时，自发支

援武汉100吨蔬菜；一位男子将从国

外带回来的口罩送给交警，被问及“您

贵姓啊”，他回答说，“口罩免费，中国

人”……微视频《谢谢你，每一个平凡

的中国人》整合了让人感动的一个个

瞬间，每一位普通人的无私付出，让我

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武汉抗击疫

情的日子里，军地医护工作者、警察、快

递员、建筑工人等人员为这座城市无私

地奉献着。微视频《武汉十四日：英雄

的城市，你定能过关！》用“冲锋”“安心”

“希望”等14个关键词，定格英雄守护

家园的画面。在2020年的春节，有一

群勇士在家人的支持下驰援武汉……

微视频《有你真好》记录了这些勇敢逆

行的身影，他们仿佛是穿透疫情阴霾

的“阳光”，带来希望和光明。《团圆有

时！》《“蓝天娃”心系战“疫”一线》等微

视频从不同视角透视这场疫情，为坚

定全社会打赢抗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

心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责任在肩，使命召唤。主流媒体

有效运用微视频作品，将发生在抗疫

前线的感人故事和典型事迹及时发布

出来，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传递凝聚

士气、鼓舞人心的力量，体现出主流媒

体应对疫情时的责任和担当。

用微视频传播主流声音
■赵镜然 夏一博

一趟六天六夜的火车行程，探讨了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电影《囧妈》大年
初一在互联网平台免费播出后，掀起了
一阵网络观影热潮，上线 3天的总播放
量就超过 6亿。很多网友留言：“现实
生活里，我们对亲情和爱情缺少时间和
耐心去理解和感受。停下来看看，真的
收获良多”“大多数人看完《囧妈》，都能
在电影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就像自己的
生活被搬上了银幕”……这部电影引起
的共鸣在这个特殊的春节得到了印证，
很多忙于工作的子女终于有了大量时
间与父母朝夕相处，电影《囧妈》给予观
众更多的想象空间。

影片采用了双线并进的叙事结
构，以徐伊万与“囧妈”卢小花的母子
关系为主，以他和妻子张璐的婚姻关
系为辅。人到中年的徐伊万遭遇婚姻
危机，阴差阳错同母亲一起坐上了开
往莫斯科的 K3 次列车。旅途中的各
种奇遇，逐渐消解了母子间的矛盾隔
阂，他们最终抵达莫斯科。卢小花实
现了在莫斯科红星大剧院倾情歌唱的
梦想，徐伊万也经历蜕变，敢于面对家
庭生活中一直逃避的问题。

一段旅行不仅能看到赏心悦目的
景色，还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不
断触及到主人公心底柔软的情感，由
此生发出感悟和反思，进而获得思想
和行为上的净化升华，这是旅行风格
电影常见的主题。电影《囧妈》较好

地采用了这种模式，并赋予了亲情的
温度。剧组的拍摄过程在贝加尔湖、
圣彼得堡、伊尔库兹克等多个俄罗斯
拍摄场地进行。在影片中，观众能够
看到很多富有特色的俄罗斯风光，构
成了故事演进的背景。影片在热气
球上俯瞰莫斯科全貌，在红星大剧院
聆听抒情的苏联歌曲《红梅花儿开》，
异国车站、广阔冰原、霓虹游轮等场
景带来观感上的新鲜体验。在旅行
过程中，徐伊万遇到了履职尽责的列
车员、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娜塔莎、争
吵不休的夫妻乘客等各具特色的人
物，并对母亲的“过度”关爱心怀不
满，甚至有过激烈的争执，这些困扰
和误会让徐伊万陷入种种尴尬之中，
产生了啼笑皆非的喜剧效果。母子
在落雪的山林间谈心、遇到“熊出没”
后生死守望、徐伊万在冰河上背着母
亲奔跑追赶火车……在这个过程中，
徐伊万逐渐理解了母爱，发生争执的
出发点其实都是源于对彼此的爱，这
份爱只是希望对方活成自己想要的
样子，因此在表达方式上出现了分
歧。在一系列笑点十足的戏剧冲突
之后，母子终于懂得对方，缝合了情
感上的裂痕，赢得了温馨的故事结
局。

作为导演徐峥的“囧”系列第三部
作品，电影《囧妈》依旧保持了“治疗+
喜剧”的特点，与其他两部作品相比，虽
然喜剧元素冲淡了不少，但情感细腻而
丰满，关于中国式亲情的认知和理解更
加深刻，在欢笑中获得了一份春节的暖
心体悟。

电影《囧妈》——

与爱同行 体悟亲情
■李南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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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开年大剧，历来备受多方关
注。只有艺术品质优良，且富有现实意
义的好作品才能成为“央视开年大剧”的
种子选手。作为央视八套 2020 年开年
大戏的《破局 1950》，凭借独树一帜的历
史取材视角、环环相扣的跌宕剧情，不仅
赢得了高收视率，也在观众中获得了很
好的口碑，真正实现了“开门红”。

该剧讲述了 1950年抗美援朝时期，
公安人员为保护通往朝鲜前线唯一一条
铁路大动脉——沈安铁路，与敌特分子
斗智斗勇、殊死较量的故事。该剧秉承
“大情怀、正能量”的创作理念，生动刻画
了抗美援朝时期热血忠勇的反特英雄群
体，向观众传递出真诚的爱国主义精神。
《破局 1950》作为一部谍战剧，故事

主线清晰明确，那就是“敌特要破坏抗
美援朝后方补给线，我方公安人员必须
予以坚决打击，全力保护好沈安铁路的
安全”。该剧在叙事上简洁明快，首先
亮明主线，交代抗美援朝的大背景。故

事开场，一列火车疾驶在沈安铁路上，
车厢内的旅客谈笑风生，看似一片祥
和。突然，一声巨响，铁轨被炸，列车遭
到严重损毁，车厢内混乱一片，很多旅
客受伤流血……激烈危险的氛围，细腻
逼真的故事画面，瞬间牢牢抓住观众的
眼睛。清晰主线与紧张节奏共同营造
出鲜明的戏剧冲突，是该剧一大亮点。
为阻止敌特的破坏计划，我方专门成立
特别行动小组，展开破局清缴。剧中，
爆破偷袭、刑事侦查、秘密追捕、多重潜
伏等类型元素密集串联在情节主线之
上，布设出若明若暗的线索和精彩纷呈
的看点，在观众心中拉出一个个悬疑问
号，引得观众持续追剧、寻找答案。

该剧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植入深厚
的家国情怀，凸显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
义。“抗美援朝的这一段历史鲜为人知。
其中的反特英雄，大多数老百姓是不知
道的，我觉得有义务把这段历史和这些
英雄写出来，把英雄的家国情怀和高贵
品质展现出来。”在一次采访中，编剧苏
霆表示，自己创作《破局 1950》的初衷就
是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铭记那些为
民族安危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反特英雄
们。剧中，刘玉娥在得知要与误杀自己
未婚夫的韩立冬成为搭档时说道：“我是
革命战士，我知道任务大于天”；王守成
为掩护韩立冬，主动牺牲自己，并告诉他
“一定要完成任务”……这些话语，都在
向观众传递着英雄坚定的信仰。抗美援
朝期间，国家危难之际，有许多像韩立
冬、刘玉娥这样的热血青年，抱着随时牺
牲自己年轻生命的决心而默默奉献。

正是秉持这样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历
史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该剧用真实的
笔墨聚焦抗美援朝，致敬讴歌民族英雄，
用英雄榜样的精神伟力来凝聚民众情
感、激励民众斗志，不断传递出磅礴的正
能量。

电视剧《破局1950》—

于精彩谍战中抒写家国情怀
■佟建文 邵珠程

军事题材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占

有很重要的分量。人民军队90多年的

发展历程为军事题材电影提供了丰富的

创作素材。回顾 2019年，一批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军事题材电影在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历史真实建构

国家和民族的战争记忆，深情讴歌新中

国的诞生、革命前辈的英雄情怀和中国

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为2019年的中国

电影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大

历史节点上，军事题材电影的献礼主题

十分鲜明。《太阳升起的时刻》用热血燃

情的作战场面还原了解放战争中横跨开

国大典前后的衡宝战役；《打过长江去》

采取技术手段和真人真景拍摄相结合的

方法高度重现当年渡江战役的壮阔景

象；《决胜时刻》聚焦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指挥渡江战役、

筹备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等重要历史事

件……回望烽火岁月中的历史印记，中

国军人以血肉铸山河的壮举，在电影艺

术的渲染效果下更显悲壮，唤起了观众

对共和国成立的情感记忆。

在宏大历史叙事的框架下，一些军

事题材电影采用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从

细节入手对历史进行全新解读，受到了

观众的好评和赞誉。去年上映的电影

《古田军号》，通过一个红军小号手的视

角，串联起1929年古田会议前后的一段

历史，用现代语境的视听表达将革命前

辈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的信仰与初心

展示出来，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呈现了

古田会议这一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以长

征故事为背景的电影《极度危机》让人眼

前一亮，它避开了人们所熟知的长征历

史，另辟蹊径地选择了中国工农红军二、

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建立“黔大毕”革命根

据地这一段时期，用蒙太奇手法将红军

战士置身在洞穴遭遇战、巷战等极度危

机的环境中，融入谍战、爱情、动作等多

重元素，在一次次生死抉择中揭示人物

的复杂情感和信仰的力量，在视角上有

独到之处。

在题材拓展和艺术审美上，军事题

材电影进行了多向探索。《天眼风云》将

拍摄目光对准新中国第一代雷达兵，让

观众了解到中国第一支雷达部队的建

立与成长；《红星照耀中国》在制作格局

上带有国际视野，西方记者埃德加·斯

诺在陕甘宁边区的真实见闻揭开了“红

星照耀中国”的初心缘起；《我为你牺

牲》根据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及十

佳军嫂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以现实主

义表现方法讲述了武警部队官兵忠于

祖国和人民的感人故事；《解放·终局营

救》以平津战役总攻前夕为背景，嵌入

了城市巷战的内容元素，革命英雄们在

战火硝烟下舍身忘我的真情实感令观

众动容……这些军事题材电影从不同

角度讴歌时代、讴歌英雄，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了主流价值观。

如今，军事题材电影的制作水平越来

越高，受到观众好评的同时也传递了对英

雄的崇敬之情，有不少作品获得了票房与

口碑的“双丰收”。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

会有更加优秀的军事题材电影讲述动人

的英雄故事，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2019年，军事题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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