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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回音

浓郁的陕北风情，把我们带进革命

圣地延安。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 3 集文献纪

录片《我们，从延安走来》，在中央电视台

科教频道播出。这部文献纪录片从不同

侧面展现了延安革命历史，是对延安精

神的又一次深入解读。

一

《我们，从延安走来》从当下视角，深

入解读延安精神的思想内核。该片改变

以往不少同类主题纪录片以时间为主线

的结构方式，换以专题方式搭建结构，体

现出很强的时代性。

第 1 集《脊梁》，着重讲述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路线，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抗

日战争的全过程，以雄辩事实表明，中

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中流

砥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

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第 2 集《求是》，

主要阐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

点讲述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把毛泽东

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 3

集《为民》，以大量史实说明：中国共产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

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

政论情怀、故事表达，使该片有温

度、有细节、有人物、有感情。片中讲到

《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一位与死神擦

肩而过、长途跋涉来到延安的年轻音乐

家——冼星海，根据诗人光未然的新作

《黄河吟》，经六天六夜创作，谱写了《黄

河大合唱》。在延安音乐晚会上，冼星

海亲自指挥一百多人演唱了《黄河大合

唱》。这首大合唱用高亢的旋律发出中

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吼声，唱响了四万万

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时代强音。片中

使用了他女儿冼妮娜的受访录像。她

说：“为什么能写出《黄河大合唱》这么

好的作品，他就是把自己的苦难和祖国

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他把每个音符都

变成一颗射向敌人心脏的子弹，他用自

己火辣辣的心去点燃千千万万的劳苦

群众。”在讲述百团大战时，片中不仅细

述了百团大战过程，还追溯了该战役名

称产生的缘由。片中使用了时任八路

军 总 部 作 战 参 谋 王 政 柱 的 受 访 影 像 。

他说，当向彭德怀汇报参战部队有 105

个团时，彭德怀说：“不管一百零五，一

百 多 少 ，我 们 就 叫‘ 百 团 大 战 ’好 了 。”

“百团大战”，从此名震中外。

二

《我们，从延安走来》运用大量原始

文献，使片中内容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

础上。片中展示了 1937 年 11 月朱德的

一封亲笔信。那时，朱德正在山西抗日

前线指挥作战。他给在四川泸州的旧时

好友戴与龄写信说：“惟家中有两位母

亲 ，生 我 养 我 的 均 在 ，均 已 八 十 ，尚 康

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

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

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

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

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这封信不禁令

人感慨：领兵万千，每月只有津贴五元；

赡养老母，不得不私信求助于故交，朱德

廉洁自律又何其重！

片 中 还 大 量 使 用 当 事 人 口 述 ，将

观众直接带入历史情境中。片中生动

描绘了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刚到陕北的

情况，部队虽然衣衫褴褛，但表现出严

明 的 纪 律 。 吴 起 镇 陈 湾 村 村 民 韩 义

周 ，在 2013 年 受 访 的 影 像 资 料 中 说 ：

“长征部队到吴起，在十月多到十一月

来，看到那些人恓惶(可怜)得很。穿着

麻鞋，腿晒得黑黝黝的。来到这里，老

百 姓 都 拥 护 呢 ，纪 律 严 得 很 。”纯 朴 的

讲 述 、真 切 的 回 忆 ，给 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当事人口述历史不仅增加了纪录

片的纪实性、故事性，而且推动了史学

研究的深入。

挖掘珍稀影像资料，让观众眼睛一

亮：原来历史离我们这么近。片中，一段

反映延安的彩色影像资料，出现了毛泽东、

周恩来等人，这是迄今所知中共领导人

第一次出现在彩色影像中。影像资料中

还有普通的百姓，有露出淳朴笑容的八

路军战士。这些彩色视频是 1944 年到

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用柯达彩色胶卷拍摄

的。这些胶卷当时主要用于军事侦察。

其中留下的延安影像，显得尤为珍贵。

抗日战争中，日军飞机对抗战后方的轰

炸，人们更为熟悉的是对重庆等城市的

大轰炸。然而，根据史料记载，由于延安

的重要战略地位，日军也出动军机对延

安进行过大轰炸。但具体情况，许多人

并不了解。《我们，从延安走来》第一次把

日军轰炸延安的画面呈现在人们面前。

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动摇不了中国

人民的抗战信念，宝塔山在炮火硝烟中

巍然屹立。

让文物说话，使历史在人们面前活

起来。片中以小见大，反映了发生在延

安和陕北的部分重大历史事件。1936

年 2 月，红军发起东征战役，一路上大雪

纷飞，天寒地冻。在陕北清涧县袁家沟

农民白育才家的窑洞里，毛泽东在一张

小炕桌上，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诗词《沁园

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展现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不畏

艰险、敢于担当的英雄气概。那张普普

通通的陕北农村小炕桌，成了一件珍贵

文物，见证了一首伟大诗篇的诞生。在

中共七大的文物中，人们以往在纪录片

中常可以看到代表们的代表证，该片此

次还向人们展示了大会送给每位代表的

笔记本。它用延安自制的毛边纸制成，

扉页印有毛泽东的题词“实事求是，力戒

空谈”，生动反映了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

线的精髓。

三

厚重的黄土文化、浓郁的陕北风情，

让该片非常接地气。延安地处黄土高

原、黄河之畔，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

地，有着特有的文化气质和品格特征。

该片从文字、影像、访谈到音乐，乡土气

息扑面而来，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沾泥

土、接地气。

文献纪录片的命脉在于真实，而这

种真实又取决于文献资料的广泛收集和

长期积累。在本片的创作中，主创团队

前往 10 多个省的市、县调研，拍摄了近

50 处革命旧址、各种文物照片 260 余件，

翻拍历史照片 400 余张，收集整理各类

视频资料 349 条，档案资料 44 条，音像资

料 708 条，使纪录片的创作建立在可靠

的史实基础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主

创团队还找到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

时的音频资料。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广播和电视事业的发端。

同时，这部纪录片的问世，也是多年

来关于延安学术研究和影视创作积累的

结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陕西广播电

视台在 10 多年来，共同创作了延安纪录

片“三部曲”，包括 5 集纪录片《大鲁艺》、

2 集纪录片《延安延安》和这次的 3 集纪

录片《我们，从延安走来》。《我们，从延安

走来》使用的大量素材，是多年来积累的

结果。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

财富。在新的长征路上，不论遇到任何

艰难困苦，延安精神都将引领我们奋力

前行。该片结尾，有一段内容意味深长：

1948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从陕西吴堡县

川口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回望陕北起伏

的 群 山 ，他 深 情 地 说 ：“ 陕 北 是 个 好 地

方！”

上图为纪录片《我们，从延安走来》

剧照：①日军轰炸延安画面；②朱德亲笔

信画面。

纪录片《我们，从延安走来》—

延安精神薪火相传
■江 英

近期，由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主办的“喜迎党的二十大、全国公

益电影‘时代楷模’主题影片展映”活动

在各地启动。本次展映活动中共有《李

保国》《黄大年》《刘伦堂》《老阿姨》《喜

盈代村》《天渠》《守边人》《秀美人生》

《八步沙》等 16 部电影参与公映。这些

作品以小故事书写大情怀，以小切口展

现大主题，通过对人物奋斗历程的真实

还原和生动演绎，唤起观众对榜样力量

的追寻。

乡 愁 ，饱 含 着 家 国 之 爱 、乡 土 之

念。《老阿姨》中，甘祖昌将军因战伤后

遗症难以正常工作，主动向组织提出要

回乡当农民，在全国都尚无先例的情况

下，申请多次才获批准。《毛丰美》中，毛

丰美担心村里牲口病了没法治，放弃到

县里任畜牧局副局长的机遇，坚持留在

村里当兽医。《黄大年》中，放弃一切条

件毅然回国的黄大年，时常自省，无论

自己取得多大的成功，如果自己的祖国

在 这 个 领 域 还 是 很 落 后 ，都 不 算 是 成

功。人生究竟为改变个人命运、还是为

改变家国命运，在他们面前从来都不是

两难之选。他们义无反顾，走出农村又

回到农村，无论是将军、教授，还是科学

家，都时刻心向着人民。

改变的愿望，坚定、强烈。片中，川

渝山城、沂蒙山区、黔贵高原、西北大漠、

雪域冰河，种种地域风貌的背后，或是不

宜生存，或是与世隔绝，都存在“卡脖子”

问题。在《天渠》《八步沙》中，黄大发为

改变滴水贵如油的局面，带领全村老少，

历时 36 年，绕三重大山、过三道绝壁、穿

三道险崖，靠着锄头、铁锤和双手，凿出

一条近万米的生命渠；八步沙六老汉为

改变沙漠化，三代人苦干 38 年，白发换

绿洲。他们与自然、时间、人心的全力竞

跑，一步一履逆转着父老乡亲的命运，一

点一滴改变着乡村的面貌。

因为人物本身蕴含的真情实感，这

些影片几乎不使用情感冲击力强烈的

视听语言，就能使人物真实自然地融入

时代和社会背景，给观众以强烈的代入

感和沉浸感。

愚公之志，凡人之情。“愚公”的意

象，在多部影片中都被引用，反映了人

物打破困境的艰辛，也体现了人物所共

有的“倔”与“韧”。《守边人》中，巡边半

生的魏德友，战友们都说他太较劲，他

反问：“正事不较劲，活着还有什么劲？”

然而，塑造模范、书写典型的难点，常常

在于如何避免脸谱化、单一性。对此，

这些影片都有意识进行了加强。无论

是水渠修通后，端一碗清水放在女儿墓

前，忍不住放声大哭的黄大发；抑或跟

随甘祖昌初回到老家务农时，龚全珍内

心的苦涩与不甘；以及毛丰美病重的夜

晚，夫妻二人坐在洒满月光的阳台，互

诉衷肠的点点深情……这些细节都将

愚公之志与凡人之情融于一身，增进了

观众与人物的共情。

始于真心，忠于真实。以真人真事

为原型，既为叙事提供了先天优势，也

对人物、故事的书写增添了限制。这不

仅检验创作团队的能力，更考验着创作

者们的真心。拍摄前，演职人员都曾多

次到访过人物原型的家乡。《毛丰美》的

编剧深入大梨树村半年多，与当地百姓

同吃同住，访遍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闽

宁纪事》摄制组兵分三路，前后 9 个月扎

根宁夏，走遍福建援助宁夏的“九县区

一 镇 ”，拍 摄 素 材 500 多 小 时 ，还 原 了

100 多个不同岗位人员那段改造山河的

共同回忆。同时，这些影片多采用第三

人称视角，或多视角叙事，增强了客观

性和真实性。《刘伦堂》以记者采访刘伦

堂的身边人群串起全片。《邹碧华》则通

过儿子寻访父亲生前的每一个工作岗

位，向观众展示了邹碧华的一生。

纵览这些影片的主线，在一人之力

背后是一颗心向颗颗心的传递、连通。

而正是片中主人公的先行、牺牲，才终

究换来了齐心、同行。誓要修成水渠的

黄大发，在水渠修到最险要的工段时，

义无反顾倒挂于绝壁深渊炸开了通渠

的炮眼。八步沙六老汉不相信只有沙

逼人退的失败，没有人进沙退的成功，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生命，彻底击碎了

“二十年后这座村庄将因沙漠化不复存

在”的论断。

在这些影片中，有不少父辈都对后

代提出过希望，希望孩子长大学成回家

乡支援建设，其中深意就是要把一项事

业 接 力 完 成 好 ，把 一 种 精 神 接 力 传 承

好 。 在 八 步 沙 ，为 救 出 困 在 井 下 的 师

傅，几个儿女就要拉不住绳子的关头，

六个老父亲忽然来到他们身后，一起把

绳子拽紧了。这个时刻，老少两代人的

心也一齐攥紧了。最后，儿女们也终于

践行了父亲们当年的约定：为了治沙，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异曲同工的，还

有立志用农业技术改造太行山的李保

国师徒三代。李保国的导师用 20 年把

荒山变绿洲，李保国又用将近 20 年让绿

树长出红果实，如今，只待他们的学生

一 代 再 在 山 上 建 起 完 善 的 生 态 系 统 。

接力和传承之根本，就在初心的凝聚、

使命的认同。

“时代楷模”主题系列影片，让我们

更加走近了一位位“时代楷模”。精神

的星火，汇聚历史的诗篇。伟大的梦想

激励我们永远向前。

小故事书写大情怀
——“时代楷模”主题影片观后

■徐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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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光”能带来什么？2 月 25 日

上映的电影《你是我的一束光》告诉我

们：“一束光”带着温暖和力量，坚定着

信心和希望。

这部向脱贫攻坚奋斗者致敬的电

影，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1 周 年 之 际 上 映 ，具 有 特 殊 意 义 。 据

悉，该片编剧扎根乡村、深入调研，在大

量素材基础上，选取几个典型人物架构

起了该片故事脉络。影片没有从正面

表现扶贫干部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

而是从侧面呈现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

和背后的艰辛付出。

片中，驻村第一书记孙雨桐因山洪

突发，选择放弃回家陪女儿过生日，留

在驻地羊角铺和群众一起救灾，不幸被

泥石流埋在了大山深处。影片展示孙

雨桐驻村的场景不多，而是把更多篇幅

用于诠释“牺牲对孙雨桐的家庭意味着

什么”。

孙雨桐的妻子彭彭放弃到省城工

作的机会，留下来与婆婆、女儿喵喵共

渡难关；孙雨桐母亲把到家做客的穆随

心当作儿子时，眼里透出的柔情以及对

逝去儿子的回忆和描述，让人感到在这

位母亲眼里，似乎儿子还活着；彭彭常

常彻夜难眠，在紫红色花海中对着他人

忘情地大声喊出埋藏在心底许久的深

切悲痛……这些情节都触及扶贫干部

家属在情感上的付出，使影片真切而通

透情理和人心。

全国像孙雨桐这样在脱贫攻坚战线

上的牺牲者超过 1800 人。以彭彭为代

表的家属化解悲痛、迎接新生活的艰难

过程，生动说明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

让我们对脱贫攻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传承和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才是对

牺牲者最好的致敬。影片采取层层递

进、多重例证的方式，诠释伟大精神后

继有人。片中，彭彭继承丈夫遗志，每

年向老河口小学的孩子们匿名捐资，孙

母积极战胜悲痛参加合唱团，喵喵坚信

代表爸爸的树能越长越好。特别是，由

彭彭、驻村第一书记孟晓琳、乡村企业

家段文红、村医鹿鸣、村演出队队员何

雪雁组成的“新五朵金花”，从参加“笑

着唱歌的我们”栏目录制到参加歌唱节

目比赛，从上台前紧张到不停喝水，到

从容地再次登台，“金花”们在充满喜剧

色彩中迎难而上，把阳光迎进生活。她

们都在各自岗位上扎实奋斗，真切地表

达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孟晓琳

几次推迟婚礼，但当村民按红手印请她

留下来时，她没有撤退。段文红回到家

乡，带着乡亲们一起发展养牛产业，即

便遭遇口蹄疫，也不退缩。鹿鸣放弃到

二甲医院工作的机会回到山村，只因她

嘴里说的“村卫生室缺人”。

更难能可贵的是，来自外地的穆随

心。穆随心遭遇人生低谷，来到大山深

处，试图找回自己。当他看到乡村里，大

家在困难面前信心坚定、不放弃时，性格

和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转变。在这样一

个群体的精神感化下，他已然成了脱贫

攻坚精神的践行者。当老河口小学的孩

子遇险时，他选择奋不顾身抢救……

浓郁的民族气息，是影片传递温情

的又一载体。民族音乐、民族服饰、民

族建筑和方言，配合云南如诗如画的秀

丽风光，让人身临其境。这里各族干部

群众爱乡村、懂乡村、建乡村，感恩奋

进、众志成城，展示出民族团结进步的

生动场景。这种温暖，如催人奋进的号

角，激励大家在乡村振兴中继续争取更

大的荣光。正如该片导演所说：“用善

意爱人，以光互赠。”

下图为电影《你是我的一束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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