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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遭受深重苦难的中国
人民在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
烈斗争中，努力探寻着国家的出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承担起
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这段波澜壮阔
的宏大历史，被很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电影精彩演绎出来。其中，1991年上映
的电影《开天辟地》，全景式地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成立的艰难过程。这部电影
上映后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
影金鸡奖等多个奖项，不仅成为中国电
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我们进行党史
学习的生动教材。

电影《开天辟地》讲述了 1919 年因
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而爆发的五四运
动，到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期
间的众多历史事件。影片时长近 3个小
时，通过纪实性的拍摄方式，揭开了风
起云涌的时代画卷。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
《开天辟地》主创人员将文献价值和史学
价值放在首位。影片开篇就展示了一组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到列强
殖民压迫的历史影像和图片资料，电影
的故事内容就在真实肃杀的历史背景下
铺展开来，将观众直接带入到五四运动
的强烈冲突中。

对于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
途命运的大事件，影片遵循中国共产党
诞生的历史脉络，再现了很多重大历史
事件。新文化运动在近代中国掀起了
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李大钊在《新青
年》杂志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
社会主义学说；毛泽东等人发起驱张运
动，率代表团赴京请愿；李大钊雇了一
辆骡车，将陈独秀安全送出北京；毛泽
东在上海见到陈独秀，夜读《共产党宣
言》中文译稿；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
组在上海建立……影片追寻革命先驱
者的足迹，将文献中的党史内容通过电
影艺术表现出来，观众能够直接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衷，也在影片中见
证了这场“开天辟地”的历史伟业。

电影《开天辟地》极为严谨地描摹
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具有浓重
的写实风格。在影片拍摄前，上海电
影制片厂成立了《开天辟地》专题小
组，采取同一题材分几路组稿的方式
优选剧本、数次打磨，对党史进行了细
致研究。拍摄之初扎实的剧本创作，
确保了影片的内容质量。影片中塑造的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和李大钊等共
产党员群像，极为贴近历史人物形象，
共产党人心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
感，深入工人阶级、深入群众，影片将
这些故事情节生动呈现出来，让观众
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影片的重头戏就是结尾处中共一
大的召开，创作团队实景搭设了“一大”
会议场地，烘托出了当时的环境氛围。
来自各地的 13名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
望志路 10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中途受到法租界
巡捕的侵扰，最后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
一只游船上继续举行。傍晚昏黄的湖
面上，舟橹摇动，波光粼粼，红船迎着阳
光向远方驶去……影片最后的画面写
意感十足，黑暗中蕴含着光明与理想，
预示着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开启
了光辉的航程，令观众回味无穷。

以五四运动为开端，以中共一大

召开为收尾，电影《开天辟地》高度还
原了这段革命道路。影片紧紧围绕早
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实践和思
想理论摸索推进情节，故事节奏紧
凑。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
味这部献礼中国共产党诞生 70周年的
经典影片，我们能够从中理解“中国产
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的深刻内涵。

上图：《开天辟地》剧照。图为李大

钊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开天辟地的历史伟业
■定家权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
局、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推出的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系列微视频
《强军一席话》，全景式呈现了人民军
队统一思想、坚定信念、鼓足干劲、练
兵备战的新时代精神风貌，深度阐述
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历史性成就，
让观众深刻领略到人民军队锐意强军
的必胜信念。

这部系列微视频聚焦强军事业呈
现的新气象新作为，紧紧围绕“强军”主
题，以深入浅出的方式阐释了习近平
强军思想。把“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
“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一支现代化
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等一系列治军理
论，放在人民军队的发展脉络中去诠
释，并与当前的强军实践结合起来，使
受众感悟更深、理解更透。

系列微视频《强军一席话》每集时
长 15 分钟左右，通过大量的纪实影
像、历史文献和现场记录，从历史和

现实两个维度呈现人民军队的光荣传
统。在第 9 集《强军之道要在得人》
中，微视频以 1951 年我军高级将领汇
聚到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研究现代战
争的历史为切入点，说明了人才资源
历来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宝贵战略资
源。刘伯承在抗日战争时期千方百计
征召知识分子入伍，充分发挥他们的
长处；延安时期，党中央开办了中央
党校、抗日军政大学等多所干部学
校；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中，
首次亮相的领导指挥方队由我军一批
高学历人才组成，是我军新时代人才
建设的缩影……历史影像资料与现实
映射贯通起来，昭示着“人才强则事
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的道理。

从内容创作上来看，系列微视频
《强军一席话》着眼小切口，善用人物故
事。在第 2集《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
对”两个字》中，从深藏功名 60多年的普
通党员张富清、在敌人威逼利诱下仍不
接受劝降的陈赓、病重之际仍委托家人
交纳党费的周智夫，到将生命定格在碧
海蓝天的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守护开山
岛的“时代楷模”王继才、用铁血忠诚守

护大国长剑的火箭军某部官兵，微视频
用他们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的事
例，彰显了人民军队对党的赤胆忠心，
从而使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精髓在人
物故事中变得形象立体起来。

系列微视频《强军一席话》在总结
历史的基础上呼应现实，增强了观众对
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的信
心。从策划到制作、再到全媒体传播，
这部系列微视频从军队建设和全民国
防教育的大局出发，对讲好新时代强军
故事、传递新时代强军声音发挥了积极
作用。

上图：《强军一席话》微视频截图。

传播新时代强军声音
■刘洪羽 慕佩洲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等
制作了百集特别节目《美术经典中的
党史》，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艺术还原
了重大历史事件。

节目注重完整而又立体地展现历
史。在第一集中，节目以布面油画《启
航——中共一大会议》为切入点，再现
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
事件。画作采用写实主义手法，生动
展示了中共一大会址转移到南湖红船
后，各代表登船启航的历史瞬间。在
该画中，毛泽东、董必武等 13 位“一
大”代表正在登船。毛泽东处于画面
构图的中心，身穿蓝色长衫，肩挎包
袱，站在船头回首眺望，坚毅的眼神里
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信心。画面上方弥
漫着压顶的黑云，画面下方布满了翻
滚的浪花，不仅意味着欲来的风雨和
涌动的暗流，也暗喻了当时黑暗、凶险
的社会环境。远处的亮光，就像革命
的曙光，与木船上的代表们融为一体，
象征着光明必将战胜黑暗、阳光必将
取代乌云。画面左侧，两个划桨的船
夫不仅是现实的写照，更体现出无产
阶级对革命的支持。黑暗与光亮，乌

云的压迫与代表的坚定，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从而进一步表达出革命的艰
难。画面整体以低视角呈现，更加衬
托出革命者的伟岸。

节目用“以画为体、以史为魂”的
结构方式，选取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 100件最具代
表性的美术经典，生动再现建党100年
来筚路蓝缕、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节
目将党史内容和美术经典巧妙结合，使
党史题材与艺术之美融于一体，让观众
充分感受到穿越百年的精神力量。

此外，节目还充分运用现代电
视技术，艺术还原了历史细节。《美
术经典中的党史》采用了“三位一体”
的访谈形式，即党史专家、美术专家
与主持人一起对美术作品进行讲解，
将节目的历史性和艺术性巧妙地融
合，把一部部美术经典作品背后感人
至深而又鲜为人知的党史故事立体
式呈现在观众眼前，增强了节目的广
度与厚度。在访谈中，节目运用各
类特效技术，既提高了观赏性，又扩
充了作品的信息量。配合着美术专
家的讲述，镜头里画作上的相关细
节被电脑特效予以突出。比如在专
家讲述三角构图时，画作中的相应

位置便会被三角勾出。此外，节目
组还综合运用 AR、VR等技术，拓展
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专家讲解
画作《红军过雪山》时，节目组为画
作加入了粒子特效，动态展现出风
雪扑面而来的壮阔景象。这些特效
的加入让专家对于画作的解读更加
直观易懂，也让观众获得了全新审
美感受。

百年党史荟萃翰墨丹青，百幅佳
作再现峥嵘岁月。《美术经典中的党
史》以一代代中国美术工作者的笔墨
丹青为载体，生动再现了党带领人民
取得翻天覆地变化的伟大历程，是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图片制作：贾国梁）

百幅佳作再现峥嵘岁月
■■陆正辉 赵丽丽

经典流传，精神永续。近日，文

化类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在央

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用“以画为

本，以史为魂”的结构形式，从建党以

来各个历史时期遴选出 100件具有

代表性的美术经典作品，通过将党史

内容和美术经典巧妙结合，生动展现

了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起到了很好

的党史宣传效果。这启示我们，经典

是时代的缩影、文化的精髓、精神的

凝结，是历史学习的生动教材。当前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要着重学好

用好红色经典，通过优秀的红色经典

文艺作品学习红色历史、品读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砥砺前行的

精神力量。

红色经典源于党领导人民从苦难

走向辉煌的奋斗历程，涵盖文学、音

乐、戏曲、影视等多种形式，诠释了信

仰信念等重大时代命题，展现了共产

党人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和敢于胜利

的英雄风范。红色经典所表现的理想

信念、家国情怀、革命精神和英雄气

概，在革命年代有效鼓舞了人民斗志、

激发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经过岁月的

洗礼后已然融入了党的精神血脉，成

为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宝

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品味红色经

典，就是要通过艺术的窗口回顾百年

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感悟承载

其中的红色文化和伟大精神，在艺术

感染中探寻初心，进而坚定脚步迈向

前方。

精神因传承而不灭，历史因铭记

而永恒。在党光辉的奋斗历程中，一

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

强奋斗的英雄人物，成为红色经典创

作的生动原型。红色经典塑造的具

有崇高信仰、家国情怀、豪迈气概的

人物形象，蕴含着丰沛的英雄精神、

浓郁的英雄情怀，是进行爱国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红

旗谱》中敢于抗争的朱老忠、《万水千

山》中信仰坚定的李有国、《铁道游击

队》中智勇双全的刘洪、《苦菜花》中

义薄云天的仁义嫂、《保卫延安》中不

惧强敌的周大勇、《红岩》中不屈不挠

的江雪琴等形象都是革命英雄的艺

术化身，以其为代表的英雄群体更是

一个时代的精神标杆。读懂一部作

品能够升华一次境界，了解一段历史

可以积蓄一份力量。在上甘岭战役

打响前，黄继光曾3次观看电影《普通

一兵》，片中主人公马特洛索夫在苏

联卫国战争中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

口。黄继光在看第二遍时，给母亲写

信说“想做马特洛索夫式的战斗英

雄”。品味红色经典，就是要着重感

悟英雄人物身上的伟大精神，涵养面

对困难勇往直前、面对重任挺身担

当、面对强敌敢于亮剑的英雄情怀，

让英雄人物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精

神坐标。

红色经典总与红色的历史坐标

紧密相连，取材于党的奋斗历史，也

记录和展现了党领导人民谋求独立

解放的伟大进程。品味红色经典，总

容易被带回到那一段段艰苦卓绝的

峥嵘岁月，眼前浮现出一位位革命先

辈的英雄形象，这是红色经典特有的

历史魅力。我们在品读作品时应全

面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和故事原型，

深入学习作品记录的历史事件和历

史意义，以此加深对作品精神内涵的

理解。比如，聆听《井冈山上太阳红》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等经典红歌，

就要深入学习井冈山时期党领导人

民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把红歌作为

那个历史阶段的人民语言和革命精

神符号来体会。欣赏《长征组歌》，就

要全面了解长征的历史背景、重要战

役、感人故事，把握这一伟大壮举的

历史意义和长征精神的重要价值。

品读《星火燎原》，就要通过红色故事

串联起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经

历的重大事件、经典战斗和可歌可泣

的斗争生活，从不同侧面把握党史的

发展脉络和熔铸其中的精神价值。

红色经典记录着红色历史，承载着红

色记忆，凝结着红色精神。品味红色

经典，就是要在艺术的享受中了解

“红色家谱”，梳理历史脉络，深化对

党史军史的理解，体悟凝结于其中的

党特有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品格，做到

以史励志、以史铸魂。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定具有

历久弥新的价值特质。我们在通过品

读红色经典开展学习教育时，既要保

持对红色经典的敬畏之心，尊重历史、

敬重经典，也要结合青年官兵的认知

习惯、接受方式和审美诉求解读好红

色经典，用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

红色故事，紧贴新形势、新使命、新任

务诠释好蕴含其中的精神价值，让红

色经典更富时代气息，让英雄人物更

加生动鲜活，切实增强党史军史学习

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

让
红
色
经
典
焕
发
时
代
魅
力

■
沙
诗
恒

新片巡礼

扫

描

二

维

码

观
看
相
关
内
容

第5153期

扫

描

二

维

码

观
看
相
关
内
容

光影纵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