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件件旧物承载无数回忆，一幅幅

照片讲述动人故事，一处处旧址见证光

辉岁月。近期，纪录片《薪火相传——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巡礼》在央

视科教、国防军事频道播出。

该片共 40 集，每集 40 分钟，展现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丰富馆藏

及其所承载的历史，反映中国共产党人

牢记初心使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将

革命“薪火”代代传承。该片强调“历史

正、纪实准、突出主题主线、不离馆陈文

物”的原则，在历史与现实的钩沉中让

文物“活”起来。

该片主要以一馆一主题，部分以多

馆一主题的组合方式进行呈现，揭示其

背后的时代价值和人文情怀。根据各

纪念馆的特点，该片分别反映追求真理

实事求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热爱祖

国服务人民、艰苦奋斗永葆本色、勇于

创新开拓进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时

代先锋引领潮流等主题，立体展现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在展示各纪念馆、历史遗址、纪念

碑时，该片抓住重点历史事件及重要细

节，夹叙夹议，以确保历史内容的完整

和准确。在第 14 集《历史转折》中，主

要选取遵义会议纪念馆统属管理的遵

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陈列馆和遵义会

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址的

三个旧址，以遵义会议召开背景、主要

内容及精神内涵为时间轴，阐释遵义会

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

关转折点的重要意义。第 18 集《奠基

陕甘边》向观众展示了渭华起义纪念

馆、两当兵变纪念馆、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照金纪念馆、甘肃省华池县南梁革命

纪念馆，用翔实的历史资料、文物和英

模雕像，再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

等老一辈革命先辈创建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的艰难历程。第 32 集《建国伟业》

以双清别墅为线索，引出中共中央北京

香山革命纪念地，又以渡江战役后，新

中国成立等诸多事项在香山筹划，揭开

天安门广场被赋予全新意义的历史轨

迹，使观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夺取全国胜利和党中央筹建中华人民

共和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每一座纪念馆都是一个精神地标，

每一件展品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

又代表一段历史，该片通过发掘各个纪

念馆“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展现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如第 29 集《淮海

战役》将镜头聚焦在淮海战役纪念馆。

其中，纪念馆的人民支前厅里，有这样

一本泛黄的日记，它的主人是时任豫皖

苏财经办主任刘瑞龙。日记中写道：

“十一月二十四日，准备一百三十万人，

三至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十万到

二十万伤员的医治，对人民实行耕战互

助。”透过日记中一行行数字，观众仿佛

看到了一队队民工、一辆辆小车、一列

列担架队奋力前行，一双双布鞋、一袋

袋粮食、一箱箱弹药被送往烽火前线的

动人场景。第 39 集《公仆初心》依托焦

裕禄同志纪念馆中那把有窟窿的藤椅，

带领观众走进这位人民公仆的精神世

界。多年来，旧藤椅一直被悉心摆放在

馆内的醒目位置，无言诉说着焦裕禄同

志扎根兰考的 475 个日夜，成为焦书记

鞠躬尽瘁为人民的见证。

在红色的历史长河中，一些真挚细

腻的故事，也是中国共产党以真心暖人

心、守初心赢民心的缩影。该片将精神

融于平实的叙事，讲述了一段段感人至

深的故事。第 13 集《突破封锁》从于都

县段桂秀婚后不久送郎参加红军展开

讲述。漫长的等待，无尽的思念，她一

直盼望着爱人回家。段桂秀因为丈夫

80 多年前的临别一言，守候了一生，折

射出于都人民无私奉献支援红军的鱼

水深情。第 17 集《勠力同心》以红二、

红六军团兵分两路进军云南丽江石鼓

镇为线索，讲述了贺龙在石鼓镇召开渡

江大会，宣讲革命道理，使当地百姓认

识到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革命队伍。贺

龙还根据当地风俗，用马鞭奋力敲击石

鼓，号召金沙江畔各族百姓积极投入帮

助红军渡江的队伍中，书写了中国共产

党人与各族同胞和谐相处以及中华民

族团结进步的动人篇章。

音乐对《薪火相传》在渲染氛围、辅

助叙事、调节节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该片广泛应用主题音乐、特色音乐、地

方民歌戏曲及各类音效，凸显了跌宕起

伏、催人奋进的艺术风格。第 19 集《洪

湖赞歌》开篇运用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

《洪湖水浪打浪》，不仅增添了浓郁的地

方特色，而且与革命历史紧密融合。悠

扬婉转的旋律里，是鱼水情深的沉淀。

第 27 集《红旗不倒》响起“万泉河水清

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的旋律，将观众

引 向 娘 子 军 巾 帼 不 让 须 眉 的 红 色 故

事。第 35 集《抗美援朝》，通过对《中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创作历程的回顾，深

层次解析了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为守

护中国人民与列强抗争百年才得来的

和平与希望，中华儿女英勇赴战场的英

雄气概。

一处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承

载着历史的伟大印迹。《薪火相传》在巡

礼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过程中，

将各教育基地进行的爱国主义展教活

动融入其中，形成历史与现实呼应的纪

录片特质，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

广大观众做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者、实

践者和传播者，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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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第十六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名

单。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我

和我的父辈》、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大

决战》《功勋》、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

等 9 部影视作品获“特别奖”，电影《守岛

人》《狙击手》、电视剧《觉醒年代》《外交

风云》、纪录片《为了和平》等 30 部影视

作品获“优秀作品奖”。这些作品为历史

画像、为时代放歌、为人民立传，守正创

新，用影像讲述了多姿多彩的中国故事。

“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中，一批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围绕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精准选题，以

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生动展现

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电视剧《觉醒年代》回溯中国共产党

孕育的过程，彰显革命先辈为民族救亡

图存而上下求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前赴后继的信仰力量。该剧在影

像呈现上符合新时代年轻人的审美需

求，使片中人物与当下正投身于中国现

代化建设的青年奋斗者产生精神共鸣。

电视剧《大决战》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

战役为主线，对战争背后的政治、历史、

文化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挖掘，为观

众铺开了一幅气势磅礴的党史、军史画

卷。电视剧《外交风云》全景式展现新中

国外交历程，并以虚构人物配合历史人

物讲述外交大事件，艺术化反映了峥嵘

岁月中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们睿智

沉着、迎难而上的风采。纪录片《我们走

在大路上》以一系列感人故事和重要事

件 反 映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年 来 在 政 治 、经

济、文化、生态、国防、外交等方面的伟大

成就，全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

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勇毅前行的光

辉历程。

电影《长津湖》《狙击手》、电视剧《跨

过鸭绿江》、纪录片《为了和平》都是抗美

援朝题材影视作品。其中，电视剧《跨过

鸭绿江》以全景化的视野和史诗般的格

局，展现了中华民族于强敌压境之际浴

血奋战直至胜利的历史，表现了战争的

惨烈、意志的对决、志愿军的崇高和壮

烈。

这些作品坚持唯物史观、弘扬中华美

学精神，以人带事、以事述史、史中觅诗，

使一个个鲜活立体的形象跃然屏幕，生动

再现了一幕幕动人的伟大历史场景，描绘

了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影视作品既注

重历史书写，也用心用情讲述新时代中

国故事，创作出一批抒发时代之声的影

视作品。电影《守岛人》《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峰爆》《中国医生》，分别塑造了我

国民兵哨兵、护边员、基建人、医护人员

的平凡英雄形象。其中，《守岛人》为守

岛 32 年的王继才传神写貌，跟随王继才

从被动上岛到主动守岛的精神轨迹，对

“守到守不动为止”的爱国奉献精神进行

了生动诠释。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

辈》和电视剧《功勋》采用了单元故事的

结构方式，在同一主题下开辟出不同的

视角。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

父辈》分别通过 7 个和 4 个发生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故事构建起广阔的时空格局，

前者以普通民众朴实的记忆映射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的历史性变革，凸显“我”与

“祖国”命运与共的深情；后者通过父子

关系延伸家国情怀的传承。电视剧《功

勋》以 8 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为人物

原型，用单元剧的形式，以紧凑的结构、

典型的事迹礼赞英雄模范，展现他们也

是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缩影。

在表现行业发展成就主题创作方

面，电视剧《问天》围绕“国之重器”背后

的故事展现中国航天人在探索宇宙过程

中艰苦跋涉的足迹，描绘了我国科技自

立自强的过程；电视剧《超越》以我国短

道速滑发展史为切口，通过两代体育人

的接续奋斗展现中国冰上运动从“参与”

到“获奖”再到“举办”的历程，表现不断

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

纪录片《摆脱贫困》《零容忍》《我住

江之头》《重返红旗渠》《金银潭实拍 80

天》，以多样化的纪实形式记录我国脱贫

攻坚、反腐倡廉、生态保护、奇迹工程、抗

击疫情中发生的真实故事。其中，《重返

红旗渠》融合电影和纪录片的表现形式，

通过西方学者和中国留学生在旅途中的

游历视角，回望林县人民修建“人工天

河”的峥嵘岁月，为中国故事、中国精神

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经验。

获奖影视作品还关注生活中的平凡

人，折射时代发展进程。电视剧《湾区儿

女》讲述了一群年轻人植根于粤港澳大

湾区，与城市共发展，实现自我成长的励

志故事，反映出大湾区的发展变化。纪

录片《柴米油盐之上》通过扶贫干部、农

民、女性卡车司机、民营企业家等平凡人

物的切身讲述和生活纪实，散点描绘百

姓通过自身奋斗奔向小康生活的时代画

卷，每集结尾时外籍导演的回顾阐述也

延展了该片的人文思考。

不少关注世情民情的影视作品坚

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

怀。电视剧《装台》围绕古城西安“装台

人”这一特殊群体和“城中村”这一特殊

空间，讲述了普通民众悲欢离合、酸甜

苦辣的生活故事。电视剧《人世间》从

棚户区的家庭故事延展开来，真实而生

动地塑造了普通百姓的形象，忠实地坚

持了原著小说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

神，通过一个个生动细节，浓墨重彩地

显示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征程中生生

不息的内生动力。

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获奖影视作品回望历史、关注当

下、贴近人民，深刻体现了当代中国的审

美旨趣和价值观念。期待中国影视艺术

继续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勇攀高峰，

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强大精

神力量。

倾 情 讲 述 多 彩 中 国 故 事
■仲呈祥 林玉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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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河 黄 河 ，我 是 长 江 ，我 是 长

江……”这句让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台

词 ，出 自 1954 年 上 映 的《渡 江 侦 察

记》。该片改编自“先遣渡江英雄连”

的事迹，讲述了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

某部李连长率侦察班探明敌人江防部

署，协助大部队取得战役胜利的故事。

海报以李连长和一名战士侦察敌

情的特写镜头为主体，他们神情专注、

目光如炬，展现出深入敌后侦察时果

敢勇毅、沉着冷静的战斗作风，刻画出

解放军战士临危不惧、机智谨慎的精

神风貌。海报右下方选取侦察班为突

破封锁匍匐前进，剪断敌人密布的铁

丝网，取得第一阶段胜利的画面；左上

方选取情报送达后，江边信号弹、大炮

发射的画面，预示渡江战役即将发起

总攻，获得全面胜利。别具匠心的是，

绘制者巧用信号弹发出的光亮，“照”

向在黑暗中紧张战斗的两名解放军战

士，象征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整幅

海报明暗融和，布局平衡，有层次感，

左下方红色片名简洁大气、字体遒劲，

与整幅海报鲜明有力的艺术风格相得

益彰。

该片主人公李连长的原型之一，

为“守岛建岛标兵连”老连长刘玉阶，

时任第三野战军第 8 兵团第 35 军侦察

连连长。现在，走进连队荣誉室，首先

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张富有战斗色彩的

海报。每逢新兵入伍等重要节点和建

连纪念日等特殊节日，连队都会组织

官兵观看《渡江侦察记》，重温连史。

海报中侦察兵的英雄气概，激励着一

代代“渡江传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

致敬渡江英雄
■吴建强

近期，央视纪录频道推出 6 集纪录

片《走过世纪》。该片聚焦中国共产党

历 史 上 6 位 外 籍 党 员 ，以 电 影 化 的 镜

头、抒情性的表达，重现战火纷飞中的

这一特殊群体，追溯他们在各自专业领

域为中国革命提供的支持，在荧屏上展

现了跨越民族与国家的价值认同与情

感认同。

该片选取不同行业的人物，其中

既有创作出众多经典歌曲的作曲家郑

律成，也有为我国医疗事业鞠躬尽瘁

的代表，如为中国麻风病防治无悔付

出的马海德、研制出中国抗日战场上

首批粗制青霉素的傅莱以及领导研制

出我国第一批乙肝疫苗的汉斯·米勒，

还有传奇特工中西功、致力于中国对

外传播事业的爱泼斯坦。该片通过描

绘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奋斗历程，不

仅展现了他们对中国的热爱，而且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向心力、感召

力和凝聚力。

该 片 注 重 运 用 历 史 中 的 闪 光 细

节，以真实细节丰满人物形象，从不同

侧面细笔勾勒出历史洪流中鲜活的共

产主义战士形象。如第 3 集通过傅莱

妻子江国珍、白求恩学校原教务处主

任之子康健和村民们的点滴思忆，还

原了真实立体的傅莱。他是背粮食时

和队友比赛谁更快的“顽童”；是帮老

百姓割麦秋收的好友；是在晋察冀边

区传染病肆虐、物资紧缺时，就地取材

用缝衣针做针灸的仁心医者；更是从

无到有、在陕北窑洞里成功研制粗制

青霉素的先驱。

该片将内容的纪实性与表现的艺

术性结合，采用多元化表现手法，生动

书写历史。影片通过修复影像、文献资

料、三维动画、情景再现和实地探访等

手段还原当时场景，同时引入人物手

稿、回忆录、关联者采访等方式对史料

进行佐证，使人物血肉丰满，增强故事

的可信度。

当时的中国苦难深重、战火纷飞，

是什么让他们义无反顾跨越万水千山

来到中国，投身艰苦的中国革命？纪录

片以逻辑清晰的线性叙事，响亮地回答

了这一问题：他们都怀着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终身的信念。出于对中国革命

事业的由衷认同，19 岁的郑律成泪别

故土来到中国，谱写出一曲曲震撼人心

的战斗乐章；医学博士马海德奔赴延

安，出任中央红军卫生部总顾问，极大

改善了边区医疗条件；记者爱泼斯坦为

宣传中国抗战奔走呼号，让世界听到延

安的声音。他们都以无畏、无私诠释了

信仰的真谛。

《走过世纪》还展现了中国人民与

外籍党员的深情厚谊，歌颂了伟大的无

产阶级革命友谊。傅莱深受百姓的敬

爱，鞋子不合适，百姓就给他纳新鞋。

他感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以为人

民服务为宗旨，就是因为，离开了人民

群众，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汉斯·米

勒在百团大战中带领 200 多名伤员撤

退，当地老百姓舍命掩护，帮助运送伤

员。人民对党的信任与支持，深深感染

这些外籍人士。艰苦岁月中的别样温

情，更坚定了他们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脚

步。抗战胜利后，他们依然决定留在中

国，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正如爱泼斯

坦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历史为我设定

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

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

和更有意义。”

这些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见证了中

国共产党的辉煌，中国革命也见证了

他们炙热的理想追求。《走过世纪》让

深藏于历史深处的珍贵记忆穿过百年

重新绽放，使广大观众得以感触他们

为理想和信仰奋斗的赤诚之心。

跨越时空的满腔赤诚
■陈皆伶 刘书毓

纪录片《走过世纪》海报。 节目组提供

纪录片《薪火相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巡礼》海报。

节目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