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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常，我欣赏和钦佩你的见识和才

华，你愿意和我一起找吗？”当陈独秀向

李大钊发出共同寻找一条解救中国新路

的邀请时，李大钊果断回复并慨然应

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镌刻在党

史上的佳话，诞生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校

园里，呈现在电视剧《觉醒年代》开篇中。

一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电视剧《觉醒年

代》以1915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之前的这段历史为经线，以新文化运

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

历史事件为纬线，生动描绘了我党成立

前后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艺术

再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场景，真切演

绎了百年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一代热

血青年探求真理的艰辛历程，深刻诠释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登上

历史舞台的历史必然性。该剧播出以

来，深深感染和打动了大批观众。

百年党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人

从不缺少探寻真理的勇气和胆识，从不

拒绝伟大信仰的感召和科学理论的呼

唤。电视剧《觉醒年代》发挥电视艺术跨

越时空的优势，对建党百年征程进行审

美观照，使作品充满现实张力和史诗品

格。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交替关

口，我国诞生了第一批冲破封建牢笼、驰

向科学与民主的思想雄鹰，他们用马克

思主义圣火托住神州的黯淡落日，复燃

古老华夏的光明。这批思想雄鹰就是以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者。

电视剧《觉醒年代》讲述了中国共

产党创建者们筚路蓝缕、从“红楼”到

“红船”的坚韧跋涉过程，谱写了一曲激

情澎湃的青春之歌和壮怀激烈的时代

乐章，不仅使观众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

的建党历史，而且让观众从中感悟到革

命先驱的伟大精神。该剧以《新青年》

“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从相

识、相知到相别，分别走上不同人生道

路的真实故事为主要叙事脉络，以毛泽

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

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

为辅助线索，回溯革命前辈在神州浮沉

的关键时刻披肝沥胆、上下求索、坚毅

前行的精神旅程，彰显了中华民族有识

有志之士在风雨如晦年代中寻找曙光

的开拓者形象，展现出一代爱国青年以

身躯为火炬、烛照民族未来的跋涉者风

采。剧中，陈独秀于“危楼”中散发革命

传单，播撒革命火种，为了信念和信仰

虽九死其犹未悔；毕生追求民主与科

学、寻求中华崛起兴盛之路的李大钊，

用两个多月时间深入江南城乡，获得众

多关于中国现状的切身感受；立志献身

信仰与真理的青年英烈陈延年、陈乔

年，既不接受父亲资助也不接受他人施

舍，以善良之心和正直之举为社会底层

群众打抱不平；经常在教室里与国学大

师黄侃探讨的邓中夏，通过辩论“吾爱

吾师，吾更爱真理”，体现出对尊师重道

和秉持真理的关切与坚守；较早明确提

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赵世炎，通过

积极向产业工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不

断锻造自身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素养

和精神品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与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与担当。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者们在暗夜中发出的光

芒，逐步照亮了百年前中国青年的前

进道路。他们在“铁屋”中发出的振聋

发聩的呐喊，日渐唤醒了旧时代众多

国人的反抗意识。新文化与旧文化的

剧烈冲突和反复碰撞，赋予了那个时

代青年知识分子更多选择和检验的机

缘，也因此涌现出像陈氏兄弟等众多

笃定信仰、秉持理想、承担责任、敢于

担当的青年志士。陈延年、陈乔年等

人不是特殊与例外，而是彼时诸多中

华民族脊梁中的杰出代表。国家情势

危如累卵，救国之士慷慨赴难。陈延

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先

烈没有屈服于敌人的威逼诱惑，最终

为神圣信仰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

命。电视剧《觉醒年代》将焦点对准这

些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夯基打桩的时

代青年，让观众看到那个时代青年革

命信仰形成的关键环节和全部过程，

更让观众认识到青年知识分子走上救

国救民道路是符合历史内在逻辑的。

二

电视剧是传承思想基因和赓续理

论品格的重要艺术载体。电视剧《觉醒

年代》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我党早期领导

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通过具体

情节和生动细节凸显出年代质感，塑造

了一个个骨峭神峻的人物形象，传递出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孕育的破土

之声。

东渡日本求学的李大钊，虽然吃着

粗茶淡饭却写下了垂范后世的诗歌《青

春》，期冀国人“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

可爱之国家而爱之”；就读于湖南第一

师范学校的毛泽东，写下“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心理体力合二为一，世上

事未有不成”的生命律条和价值遵循；

居住在北大燕园红楼里的陈独秀，一边

嚼着花生米一边议论“三千年之变局”，

其原本单调枯燥的生活瞬时变得灵动

起来。再比如剧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陈

独秀将《新青年》从上海移师北京后，邀

请文字学家钱玄同加盟编辑，陈钱两人

约定于陶然亭相聚。天降大雪但红梅

绽放，天南地北相互仰慕已久的陈钱二

人，见面相互鞠躬互致问候，吟诗作赋，

慰勉期许。这样的场景在风云激荡的

时代背景下极具浪漫色彩，不禁使人联

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遥远故事。就

此而言，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生动再

现了革命先辈们的高洁风范和铮铮风

骨，而且逼真再现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

个人情趣，让观众仿佛回到“历史现

场”。这既是对艺术规律的遵循，也是

对客观历史的尊重。

三

当然，对“历史现场”的影像表达

和艺术再现，绝非是对客观历史的根

本还原和彻底复盘，其中必然蕴含着

电视剧主创者匠心别具的创造。比如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经常在学术沙龙

里进行思想激辩，《觉醒年代》将此历

史情境改设为“围炉叙事”的生活氛

围，这种将历史人物生活化的艺术手

法，目的在于让观众更便于理解与接

受历史人物。再比如为生动呈现《新

青年》杂志上的一篇篇战斗檄文，编导

将其幻化为一篇篇公开演讲，产生了

更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这些都是

《觉醒年代》审美张力的具体体现。从

总体上看，《觉醒年代》在保证思想主

旨得以准确表述和精准传达的基础

上，力求将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文化

底蕴与性格特征通过生活化场景予以

展现。这样的创作追求，在一定程度

上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形象陈

述与画面表达，让观众特别是年轻群

体在不经意中进入党史深处。

史与诗的交融，赋予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的恢弘气象和史诗品

格。《觉醒年代》构建了众多历史人物

出场的艺术舞台，将时代“觉醒”变得

富有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剧中不仅

精微细致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者

以及早期革命英烈的风采，而且刻画

了章士钊、蔡元培、鲁迅、胡适、辜鸿

铭、钱玄同等近代文化名人的形象。

透过众多人物的人生经历，观众从多

个侧面加深了对“觉醒”与“时代”内涵

的理解。借助电视剧回望这段奔涌激

荡的历史，观众会为其深沉博大、殷实

厚重而心生感动。

《觉醒年代》的成功播映告诉人

们，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依然为广大

观众所钟爱和青睐。“国难当头时吾辈

当自强，现在和未来也更要永远自

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即将

到来之际，电视剧《觉醒年代》有助于

观众回望近代风云变局、思考时代命

题、体悟初心使命、践行理想信念，有

助于观众以史明理、以史增信、以史崇

德、以史笃行。

左上图：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图为李大钊到长辛店察看工人群众的工

作生活状态。

电视剧《觉醒年代》——

听，信仰萌芽的破土之声
■刘金祥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
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
的一个同志……”1944 年 9 月 8 日下
午，在延安西山脚下举行的“追悼张思
德同志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即兴讲
演，令在场的同志无不受到深刻感染
和鼓舞。

会后，秘书将这次讲演整理成文，呈
给主席审阅。毛主席看后，稍事斟酌，随
即在文章的上方写就“为人民服务”这五
个遒劲潇洒的大字。从此，“为人民服
务”不仅成了这篇著名讲演的标题，也成
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旗帜。

时隔多年，重温《张思德》这部电
影，仍使我肃然起敬，久久回味。真正
的崇高，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被冲淡；
真正的善与美，只会因朴素的质地更生
光辉。

张思德是平凡的。他参加过长征，

当过勤务员、通信员、警卫员，搞过生
产、烧过木炭，最高职务是一名班长。
在一次执行烧炭任务中炭窑突然崩塌，
张思德为救战友的生命而不幸牺牲。
革命需要在炮火硝烟下抛头颅洒热血，
同样需要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他
短暂的一生并不算轰轰烈烈，也没有什
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迹，但他用朴实无华
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理想。从这个
角度讲，张思德又是非凡的。
“走进革命队伍是为了吃饱肚子，

吃饱肚子长了觉悟，就该让更多的人吃
饱肚子”“硬不成一块铁，想当马掌还当
不上哩！”“不管干啥子工作，都想着前
线就在脚底下。”质朴的话语产生了非
同寻常的影响。他纯净而不肤浅，淳朴
连着赤诚。寡言少语的他一旦开口，就
让人再难忘记。毛主席评价他“有思
想，有道德，就是缺个嘴巴啊，话都让别
的同志说了。”

时光荏苒，初心殷殷。凝望这个普
通的背影，感受到一种永恒：伟大生于
平凡，平凡成就伟大。将两者紧紧相
连、融为一体的，正是那五个熠熠生辉
的字——为人民服务。如今，我们虔心
重温红色经典，就是要悉心去体悟理想
和信仰的力量。
“勿忘人民，甘作奉献”。延安城外，

张思德烈士的雕像，静静矗立，身姿英
挺，目光坚毅。他的精神如星星之火，闪
烁在党员的心中，照亮着精神天空。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信仰在中国共

产党人身上一脉相承。今天，中国人民
在创造震撼人心的“中国奇迹”之时，也
奋力书写温暖人心的“中国故事”。忘我
工作、带领群众除“三害”、拔穷根建家园
的楷模干部焦裕禄，22年辛勤耕耘、带领
干部群众植树造林 5.6万亩的草鞋书记
杨善洲，毕生扎根革命老区教书育人、倾
力帮助困难群众的全国道德模范龚全
珍，致力脱贫攻坚斗争、抛青春洒热血、
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的1800
多名同志……他们镌刻在大地上的芳
华，与张思德的精神遥相呼应。

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为
人民服务”，文字简洁，却意蕴深厚：不
忘初心才能赢得人心，竭诚为民方能不
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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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剑不语人不寐，东风深处孕惊
雷。由火箭军某部拍摄的《砺剑昆仑五
十载》系列宣传片，通过七个独具特色的
视频展示出某导弹基地官兵默守高原五
十年，苦中作为、潜心砺剑的感人故事。
这部宣传片在新华网等平台上线后，引
来较多的关注度。

20世纪 60年代，某战略导弹部队在
西北高原应运而生，数千名官兵满怀革
命的理想和抱负，踏上了为国守土固防、
砺剑铸盾的历史征程。他们在没房住、
没水喝、没菜吃的艰苦情况下，战缺氧、
斗严寒、开山路、筑桥梁，不仅在荒无人
烟、风雪弥漫的戈壁荒滩建起了能打、能
防、能指挥、能生存的国防设施，更凝聚
了一支以“扎根、过硬、奋斗、奉献”为精
神追求的高原火箭兵队伍。

跨越半个世纪，曾经激情澎湃的辉
煌与荣誉，已化作引领高原火箭兵勠力
前行的信仰之火。《砺剑昆仑五十载》从

高原火箭兵生活的不同侧面入手，环环
相扣，向观众全面展现了高原火箭兵的
精神风采。《壮哉，高原火箭兵》将系列
片中的精彩片段集结在一起，开场就给
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点火！点
火！》展现了新时代演兵场上新风劲吹，
导弹发射分队真打实备、强势推进，战
略威慑和胜战止战能力显著提高。《雄
风万里》呈现了骑兵连拱卫大国重器，
在漫漫军事禁区铸就了一道坚不可摧
的钢铁防线。《国宝屏障》表现了导弹保
障官兵一专多能、精益求精，只为匠心
卓越。《伏“魔”先锋》通过防化连染毒洗
消等场景，树立“百毒不侵的伏‘魔’先
锋”形象。《利刃出击》描绘了火箭军特
战队超越极限、淬火砺剑、百炼成钢，从
容走向明日战场。《坚信的力量》作为压
轴片，展现了一代代高原火箭兵牢记初
心使命，接续创业奋斗，在高原戈壁与
严寒缺氧的自然环境艰苦战斗，为导弹

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拍摄过程中，高原火箭兵的故事

常常令摄制团队为之动容。“我印象特别
深刻的是，有一个战士，导弹在哪他就守
在哪儿。很长时间，他的父母不知道他
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在讲
述这些的时候，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沮丧
和抱怨，而是洋溢着一种豪迈的自豪与
自信。”这部系列宣传片的播出，让更多
观众了解了高原火箭兵这一特殊的群体
和感人至深的高原火箭兵精神。

时间的风雨，洗刷不了珍贵记忆。
宣传片通过影像对比的手法再现了先
辈们在风雪高原的艰苦创业史，让后
人永远铭记他们作出的卓越贡献。斗
转星移，忠诚不变。进入新时代，该部
官兵始终抱定“人民幸福我快乐”“牺
牲奉献精神不能动摇”的信念，一如既
往地扎根高原，守业创业，为高原火箭
兵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使这一精神

不断发扬光大。“你坚信我，就是祖国
坚信我”“我守护你，就是守护每一个
中国梦”……官兵的誓言久久在观众
心中回荡。

上图：《砺剑昆仑五十载》系列宣传

片骑兵篇《雄风万里》剧照。

《砺剑昆仑五十载》系列宣传片——

展现高原火箭兵风采
■陈小强 毕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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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生活是军旅影视创作不
竭的素材富矿，战士永远是军旅
影视的表现主体。近年来，不少
军旅影视工作者聚焦火热基层、
记录生动实践、展现精神风采，创
作推出了一大批“冒着热气”“带
着泥土芬芳”的优秀影片、微视
频、宣传片等。这些作品在不同
媒体平台上线后，常常引发高度
关注和积极反响，成为一道道动
人的文化景观。

本版从即日起推出《基层影
视撷英》栏目，进一步推介基层优
秀影视作品，介绍作品背后的故
事。敬请关注并踊跃投稿。投稿
邮箱：jbysfilm@163.com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