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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是当下

文化类综艺节目创作的富矿。近段时

间以来，不少文化类综艺节目突破了以

往小众的标签，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特别

是年轻人的喜爱。

《登场了！敦煌》采取嘉宾亲历体

验探索敦煌之美、专业学者权威解读敦

煌文化的方式，聚焦敦煌文化中蕴含的

音乐、美食、风俗等多个主题，以综艺为

载体全面展示敦煌文化的魅力。《了不

起的长城》以长城文化体验为主题，通

过解谜、任务挑战等方法将娱乐性和知

识性巧妙融为一体，使古老的长城成为

具体可感的文化符号。《遇见天坛》邀请

嘉宾走进天坛，在特定的职业体验中带

领观众重返历史文化现场，增强了优秀

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和表现力。当然，还

有《国家宝藏》《朗读者》《上新了·故宫》

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类综艺节目。

这些节目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语

境下有了多样化的表达路径，为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播注入了青春活力，对当下

的社会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

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综艺节目形

式展示出来，前提是要对源远流长的中

华文明始终保持足够的敬意，充分弄懂

吃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确保传

统文化不失真、不走样、不变形。这样

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才会深入人心，引起

人们的共鸣。从《国家宝藏》《上新了·

故宫》等热度较高的文化类综艺节目

看，节目以优秀传统文化为魂，具有厚

重的历史积淀和浓郁的人文情怀；在内

容和形态上注重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的时代价值，凭借年轻化语态、沉浸

式体验、创新性表达等特点，助推了优

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传播，在年轻受众

与优秀传统文化间架起了沟通传承的

桥梁，进而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数千年，是中华

民族永远不能分离的精神家园。对创

作者而言，文化类综艺节目的输出需要

寻找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把“硬

知识”软化，确保节目的文化表达流畅

而轻快。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与时代感召力，是文化类综艺节目要承

担起的社会责任。期待有更多更好的

文化类综艺节目出现，以多元化的呈现

方式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传承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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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电影《你好，李焕英》过程
中，我曾多次热泪盈眶，思绪一下子也
被拉到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想到母亲，
我的心头就涌起一阵酸楚。

我时常在想，母亲仅仅是养育了
我吗？倘若没有母亲的付出、母亲
的牺牲、母亲无私的爱，我将如何成
长？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为我付出了
很多。小时候，母亲隔三差五就要独
自背着几十斤重的谷子到 10 里之外
的镇上卖。在大热天里，她连一杯冰
水都舍不得买来喝。但对于我的教
育和吃穿，母亲却从不吝啬。直到现
在，我还多次梦到母亲在城市的大街
小巷中挑着重重的菜篮子吆喝着。
我多次为这样的梦流泪。我希望梦
永远不要醒来，这样就可以跟母亲在
一起，等她累了能为她擦汗，并递上
一瓶冰水。

长大后，我时常猜想母亲可能经历
的各种遭遇，但始终难以真切地知道她
当时到底经历过什么，也难以深切地体
会到其中的五味杂陈。但母亲教会了
我在面对苦难和挫折时，仍要不屈不挠
地活下去，因为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
看到太阳的升起。

如今的我，虽然已在部队锻炼多
年，可是在母亲眼里，仍然是个孩子。
还记得，当我把参军入伍的想法告诉
母亲时，她表现出的欣慰和支持。然
而就在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泪水还是
模糊了母亲的双眼。母亲怕我看到，
怕我担心，始终用手蒙着眼睛，在指缝
间看着我离开。入伍后，母亲时常会
打来电话叮嘱我多穿衣服，也会隔三
差五地问我，“工作累不累”“身体好不
好”。这些年来，母亲的叮嘱与唠叨，
成为我努力工作学习的动力。我在心
中默默告诉自己，一定要成为母亲的
骄傲。

想到这里，我的思绪又回到现实
中来。我相信看完电影之后，很多观
众都会想起自己的父母。作为军人的
我们，感触可能会更深一些。因为肩
负着重要的使命任务，我们陪伴父母
的时间可能比旁人要更少一点。但我
们都明白，认真完成每一次任务，既是
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父母对我们最
大的期许。

把父母的关爱期望牢记心间，并转
化为奋斗的动力，为部队建设贡献最大
的力量。或许这是每一名军人父母都
最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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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井冈山》《突破乌江》
《四渡赤水》《万水千山》等大量反映红
军长征的经典电影，给人们留下深刻
印象。其中，广西电影制片厂在 1996
年拍摄的电影《长征》，作为一部真正
意义上全景式表现那段波澜壮阔革命
征程的大型文献故事片，谱写了一曲
英雄乐章，在观众心中涌起巨大的震
撼与感动。

电影《长征》展现了中央红军在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进行战略大转移
的历史场景。影片开篇，一簇簇熊熊烈
火将观众引入到鲜活的历史画卷中，红
色革命精神犹如这生生不灭的火焰，为
影片铺上了鲜明的精神底色。

在激烈紧张的战斗氛围中，《长
征》将湘江之战的惨烈场面，以及红军
面临的严峻形势淋漓尽致地呈现出
来。红军将士在硝烟滚滚、枪林弹雨
的战争背景下，以鲜血与生命突破了
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敌军的
围歼计划，彰显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和
力排万难的革命英雄气概，深深感染
着观众的心灵。

电影《长征》在塑造人物方面，没
有采取常规式的主角突出方式，而是
以多层次塑造人物的方法为技巧，以
刻画典型人物的品格形象为着力点，
以革命队伍中的矛盾与分歧为线索，
将历史与艺术的真实性相结合，生动
形象地展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等领导人顾全大局、雄韬伟略的光辉
形象。

除了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功，电影

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在于以小见大的
细节叙述。这一点对红色影片来说尤
为珍贵。影片中，红军战士在面对恶
劣、残酷的自然环境以及敌军的围追
堵截时，表现出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深深烙印在观众的记忆深处：当冲锋
号声划破长空，红军将士手持冲锋枪，
背插大刀，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冒着
枪林弹雨，攀着火热的铁链，在急湍险
流的大渡河上匍匐前进。一名战士不
幸中弹，在落入咆哮的大渡河那一刻，
他对敌人开出最后的一枪。“冲呀！”面
对敌人的猛烈攻势，红军将士一跃而
起，踏上桥板，成功夺下泸定桥。面对
敌军重重围困，红军战士以赤胆忠诚、
坚强意志，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殊
死搏斗，奏响了一曲曲雄伟壮丽的英
雄赞歌，更为我们留下了永远的长征
精神。

此外，影片中不少特写镜头也给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一句“小心空袭，
大家快点渡江”，让观众深切感受到周
恩来率先垂范、处处替战士着想的高
风亮节。在翻越皑皑雪山时，战士们
相互搀扶，在风雪中艰难前行。尽管
天气寒冷、空气稀薄、道路艰险，没有
一位战士因此停下前进的脚步。在极
其艰难的处境和生死存亡的考验当
中，红军将士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战略远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

等闲”，电影《长征》用革命精神的火
焰塑造军人的铮铮铁骨，高高立起伟
大长征精神的丰碑。今天，重温这部
影片，让我们可以突破时空阻隔，回
味那段峥嵘岁月，与革命先烈实现精
神交流，并从中汲取奋斗前行的力
量。

历史荣光与伟大精神
■叶小珲

映像百年

开 栏 的 话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
初心历久弥坚。今年，我们将
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

目光回望，在过往岁月
里，一部部红色经典影片，忠
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奋斗历程，生动彰
显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风采，深
深感染着一代代中华儿女。
它们是我们深刻理解党史军
史、传承弘扬伟大精神的生动
载体。

本版今日起开设“映像百
年”栏目，请您随我们重温红
色经典影片的魅力，品读记忆
中的经典作品、经典形象，从
中汲取奋斗新征程的强大精
神力量。

敬请关注并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jbysfil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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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伊始，一部以脱贫攻坚为题
材的电视剧《山海情》在各大媒体平台热
播，并广受好评。细心体味这部作品，对
我们认识当下影视剧特别是主旋律作品
创作的规律，具有较多的启示意义。

作为国家广电总局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的献礼剧，《山海情》讲
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宁夏西海固
地区人民响应国家号召，在福建省的
对口帮扶下，不惧挑战，不断克服困
难，将“干沙滩”建设成“金沙滩”的故
事。“山”象征宁夏回族自治区，“海”象
征福建省，“山海情”正是闽宁协作的
生动写照。

这部作品之所以引来众多好评，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立足于脱贫攻坚
的生动实践，从一个独特侧面映照出宏
观的时代图景，彰显了具有丰富意蕴的
时代精神。“山海情”的故事，是脱贫攻坚
这一伟大历史实践的缩影，也是新时代
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的缩影。

剧中，马得福、凌一农、陈金山、张
树成等人物形象，是广大扶贫干部和专
家的代表。他们心中的理想、坚守的信
念，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付出的
心血，都让人们更加真切感受到在过去
数十年中，众多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
出的艰辛努力，以及脱贫攻坚对当代中
国的深远意义。这其中，大学教授凌一
农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他是福建援
助宁夏的菌草专家，其原型为荣获
“2017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的菌
草技术科学家林占熺教授。在发现西
海固气候尤为适宜发展大棚种植蘑菇
后，凌一农教授和他的团队走遍整个戈
壁滩，挨家挨户、手把手地传授种菇技
术。他“不顾形象”、不分昼夜扎根菇
棚，“工作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里”；积
极帮助村民销售蘑菇，风尘仆仆为大家

带回外省的订单，在蘑菇供过于求时不
惜自己倒贴四万多元填补亏损……据
悉，在闽宁协作的 20多年里，有 11批福
建援宁干部接力奋斗在脱贫一线，有 80
多批、2000多位专业技术工作者先后千
里驰援，为贫困地区群众摆脱贫困付出
了巨大努力。凌一农教授的形象，可以
说是他们的代表。与此同时，剧中还刻
画了不少西海固吊庄村的村民形象，他
们中间有不向命运屈服的李水花，有到
福建打工的白麦苗，有扒火车出去最终
又回到这片土地的尕娃……这些生动
鲜活的人物，其人生经历与那片曾经贫
瘠的土地紧紧相连，也是脱贫攻坚这场
伟大战役的亲历者。

打赢脱贫攻坚战，单靠个人或是单
方面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只有凝聚多
方力量、汇聚集体智慧，持之以恒地攻坚
克难，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剧中众多人
物形象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但是他们

凝聚在脱贫攻坚这个大主题下，由此构
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脱贫攻坚人物群
像。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封闭落后的乡
村，朴实善良的农民……不同元素编织
其中，创作者们将人民为了脱贫而艰苦
奋斗的故事拍出了艺术质感。一个个接
地气的角色个性鲜明，剧情环环相扣，将
脱贫攻坚的艰难与人们持之以恒的努力
都生动描绘出来。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精
神风貌，展现出新时代中国人积极进取、
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正如
片尾的那段话：“这是一幅荡漾理想主义
浪漫、蕴涵现实主义真切的画作。从秃
山困地走到绿色金滩，从一息尚存走到
生机勃勃，从穷乡僻壤走到富饶美好。
这不是理想，而是一个人一群人的真实
经历，更是时代大潮写给每个人波澜壮
阔的历史。”

艺术来源于生活。伟大历史实践，
永远是艺术创造的源头活水，也是催生

优秀文艺作品的重要原动力。回望过去
近百年的艺术史，中国人民经历的每一
次艰苦卓绝的历史，都催生了众多优秀
文艺作品。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困扰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
性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永恒
丰碑，也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伟大传
奇。忠实记录、艺术再现这场改变中国
命运的伟大决战，是文艺工作者不可推
卸的时代担当，也是创作推出优秀文艺
作品的重大历史机遇。

可以看到，一段时间以来，广大文艺
工作者用真情书写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实
践，推出了众多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文
艺作品。从文学、音乐到影视、舞台艺术
等众多文艺门类，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
文艺作品可谓繁花似锦、精彩纷呈。仅
是影视剧，就有《十八洞村》《一个都不能
少》《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绿水青山
带笑颜》《我的金山银山》等多部作品陆
续上演，并受到广大观众的密切关注。
这是时代大潮在文化层面奔涌的生动呈
现，也是文艺工作者扎根生活、在时代大
潮中用心吟唱的生动呈现。当然也要看
到，相比于脱贫攻坚这场波澜壮阔的伟
大历史跨越，目前文艺作品所呈现的仍
然是局部的，还有很多感人至深且鲜为
人知的人物和故事期待艺术家去挖掘；
在文艺创作上，也还有一些值得更加认
真打磨的地方。这些都为未来涌现更多
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留
下了广阔空间。

伟大历史催生伟大文艺作品。今
天，中国的扶贫攻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
上、人类发展史上已经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以此为题
材的优秀文艺作品也将在世界文化舞台
上，散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左上图：电视剧《山海情》海报。

脱贫攻坚题材文艺创作前景广阔
——从电视剧《山海情》说起

■胡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