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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 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

际，广大电影人为表达对新中国的热爱，

创作了一批献礼影片，其中《攀登者》、

《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决胜时

刻》、《古田军号》、《红星照耀中国》、《烈

火英雄》七部影片作为重点献礼影片，以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赢得了观

众的好评。纵观这七部影片，一个共同

的特色便是“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

重温历史，

展现新中国成立前三个关键时期

在七部重点献礼影片中，《古田军

号》、《红星照耀中国》、《决胜时刻》三部

影片所反映的是建国前的革命历史。三

部影片分别截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革命至关重要的三个历史时期，艺术而

形象地诠释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

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

的历史正当性、必然性、合理性。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上

杭县古田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即“古田会议”。会上总结了红军诞生以

来的建设经验，纠正了红四军党内存在

的各种错误思想，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

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

表大会决议案》，该决议确立了红军的建

军原则，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

的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真正

讲思想建党是在古田会议上，是从古田

会议开始的。因此，该决议亦不啻为我

们党建党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

无疑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一座光辉的

里程碑。

今年，适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和

古田会议胜利召开九十周年，作为庆祝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重点献礼影片，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福建电影制片厂等

联合出品、陈力导演的《古田军号》，撷取

了古田会议前后的那段历史，用跨越九

十年时空的艺术表达，以真诚的艺术表

现和创新的艺术手法，从一个红军小号

手孙子的视角，讲述了 1929年红四军到

达闽西后鲜为人知的那段峥嵘岁月，真

实鲜活地再现了年轻的革命领袖带领着

年轻的军队，战胜各种矛盾和困难，确立

“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重要原则，

在绝境中历经艰难曲折，开辟出革命成

功之路的伟大历程。尊重历史，实事求

是，秉承唯物史观进行艺术创作是《古田

军号》的突出特点。

考察中共党史、人民解放军军史不

难发现，自朱、毛率领红四军井冈山突

围，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来，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

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

其他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

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

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

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

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

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

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

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

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

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

争论。如何真实客观地表现那段历史、

表现那段历史中党和军队年轻的领导

者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是《古田军号》创

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影片的创作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历史，不回避领

袖间矛盾冲突，将历史难点转化为艺术

亮点，为影片增色不少，也为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影片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

的视角和方法。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古田

会议召开前的各种矛盾、争论，涉及我党

我军的众多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朱

德、支持朱德的陈毅、支持毛泽东的林

彪，以及在其中激化矛盾的刘安恭，还有

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等，并恰如其

分、分寸得当地予以艺术表现，既有深厚

的阶级感情、战斗友情，又有坚守信念、

坚持原则、追求真理的性格体现，生动具

体，真实感人。

《古田军号》充分采用“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没有回避九十年前

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真实矛盾，毛泽东、朱

德、陈毅等年轻的领导人为了共同的信

仰，为探索革命真理而产生了冲突与矛

盾，并在经过激烈的冲突后形成了思想

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和紧密团结。在内忧

外患、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年轻的革命

领袖们以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品质坚持

理想信念，在枪林弹雨中探索方向，在人

民和军队中寻找答案，在激烈的“碰撞”

中擦出了真理的火花。

导演陈力表示：“在新时代如何表现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我们一直在力求创

新和突破，力求让宏大叙事与个性表达

实现完美融合。”不可否认，《古田军号》

做到了。

1931年 9月 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

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占领我国东

北全境，民族存亡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但国民党反动派依然加紧对共

产党和红军进行围剿。1935 年 10 月中

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围剿到

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于甘

肃会宁附近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

利结束。然而，由于国民党的全面封锁，

国际社会和国统区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知之甚少。

1936年 6月至 10月间，美国记者埃

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不顾

自身安危，踏上了去往陕甘宁革命根据

地的路途。在革命根据地，斯诺采访了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一批

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红军战士和普通民

众，以“华尔街体”写作方式，局外人的视

角写出了轰动世界的不朽名篇——《红

星照耀中国》（中文又名《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

党和红军的第一部采访记录，也是新闻

史和纪实报告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

品。书中不仅展现了大量有关中国红

军、革命根据地，以及毛泽东等革命领导

人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地把“红色中国”

介绍给全世界，而且深入分析和探究了

“红色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对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认

为将来“红星必将照耀中国”。

由于其对历史的真实、权威、客观记

录，以及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精准预见，使

该书成为风靡全球的经典名著。斯诺以

一名美国记者的名义向外界宣传真正的

共产党、真正的红军的状况，传达共产

党、红军的思想、主张和信仰，消除外界

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不实之辞。同

时，斯诺还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

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

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

风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许多国

家的政府首脑以及外国普通老百姓通过

该书的讲述，才得以真正地了解中国共

产党、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

该书也使众多国内进步青年认识到中国

希望之所在，怀揣梦想奔赴根据地。

由峨眉电影集团等联合拍摄出品，

汤溪编剧兼制片人，王冀邢执导，王鹏

凯、柯南·何裴等主演的献礼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所讲述

的，便是斯诺冒险前往西北红色革命根

据地的来龙去脉、亲历见闻，以及饱含激

情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故事。影片

《红星照耀中国》成功地运用对比的艺术

表现手法，没有口号，没有直白的宣传，

而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和事件，自然

而然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解放、

民族发展、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希望和

决定因素。

影片中，斯诺在国统区看到、观察到

的一方面是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普通民

众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精神困顿麻木；

另一方面却是掌权者、统治者的贪污腐

化、穷奢极欲。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根据地的景象与国统区的景象形成鲜明

的对比。斯诺所到之处，每每被他遇到

的红军指挥员和普通战士震惊，令他这

个西方记者怀疑是不是身处中国，因为

这些人同他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以

及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对中国人的印象：

麻木、愚昧、怯懦等，完全不同。“他们自

信，活泼，朝气，头脑清晰，意志坚强，富

于行动力。这样的一批年轻战士、新人

的造就，是革命成功最大的主体性因

素。这些新人，这些战士是人民的子

弟，来自群众，来自贫苦的破产的工农

家庭，他们是觉醒了的群众，人民军队

的最初血液，他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

新中国。”同样，这里的领导人也和国统

区的统治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影片中，

绵延起伏的陕北高原在蓝天白云的映

照下宏伟壮观，金光闪闪的麦浪仿佛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斯诺看到那些出生

入死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在帮助普通

农民收割麦子，而其中不乏红军和共产

党的领袖……所有这些，让斯诺看到了

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本质

特征，也看到了普通民众发自内心的对

共产党、对“红色”政权的爱戴，以及军

民、党群水乳交融和谐相生的融洽关系，

而这也正是中国人民希望之所在，中华

民族希望之所在。在这强烈的对比中，

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

国革命胜利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

择，是时代的要求。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

胜的关键时刻。3月25日，党中央“进京

赶考”，从西柏坡迁到北京香山双清别

墅。位于北京城西香山公园南麓半山腰

的双清别墅，原是清代皇家园林香山静

宜园“松坞山庄”旧址，是乾隆御题的香

山二十八景之一。此处环境幽雅，翠竹

掩映，树木挺拔，建筑古朴。1949年3月

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入双清别墅，

在这里主导了国共和谈，指挥了渡江战

役，筹备了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建

立，使这里成为了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

见证地。

由黄建新监制、导演，宁海强共同导

演的影片《决胜时刻》，真实而艺术地将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在银幕之上，

将今天的观众带回到新中国即将成立的

“决胜时刻”。以细节刻画人物、塑造人

物，将宏大叙事与细节描摹并举是影片

《决胜时刻》的突出特点。渡江战役气势

恢宏；主席与儿女舐犊情深；小李讷哭二

桥哥哥离世让人心疼……影片既精准还

原了荡气回肠的革命往事，又生动刻画

了一代伟人的卓越风骨，还塑造了一群

性格鲜明、熠熠生辉的年轻战士形象，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用智

慧与鲜血战胜了中国的至暗时刻，迎来

了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立体、真实、形

象地呈现在银幕之上，有力地唤起了观

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聚焦当下，

平民英雄危难时刻显身手

《烈火英雄》和《中国机长》两部影片

均取材于真实事件。面对突发灾难，尽

职尽责恪尽职守，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与

美。

根据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学

作品《最深的水是泪水》改编，北京博纳

影业集团有限公司领衔出品，陈国辉执

导，黄晓明、杜江等主演的影片《烈火英

雄》，以真实的油爆石化火灾为原型，讲

述了沿海油罐、石化区发生火灾，消防队

伍团结一致，誓死抵抗，以生命维护国家

及人民财产安全的故事。影片将镜头聚

焦在消防队员身上，充分彰显出英勇无

畏的消防队员们面对危险、危机，于危难

时刻尽职尽责，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财

产安全不畏牺牲的精神。影片在尊重事

实的基础上，对灾难进行了艺术化、戏剧

化的处理。一比一搭建的五十个油罐和

逼真的特效使人仿佛置身于火灾现场。

热浪的炙烤、浓烟的窒息感、神出鬼没的

火焰和那随时都会爆炸的油罐所烘托出

的危机感，让观众感觉到命悬一线的心

悸和紧张。但是，正是在这种危机绝望

中，同样是血肉之躯的消防员们选择了

面向火场的冲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作

为最后一道防线，守护着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影片中的中队长江立伟，破釜沉

舟，视死如归，他代表了最无私最勇敢的

英雄主义精神。由于有真实事件做依

托，影片中大部分台词和情节，都来自于

采访时消防队员亲口述说的素材。影片

结尾映出了一段当时火灾现场的视频，

一位消防队长在救火现场高喊：“中队长

牺牲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消

防战斗早晚会有牺牲！我们要继承中队

长的遗志，把工作做好！”观众无不动容，

为英雄的壮举而感动。

“2018 年 5 月 14 日，川航 3U8633 航

班在重庆至拉萨的飞行途中，驾驶舱挡

风玻璃突然碎裂脱落，从 9800米下降到

7200 米并与地面失去联系，在零下 40
度且失去舱内压的情况下，机长刘传健

率机组人员，让这架空客 A319 在成都

双流机场安全备降，机上所载 119 名乘

客全部安全落地。随后，刘传健和机组

被 授 予‘ 中 国 民 航 英 雄 机 组 ’称

号。”——去年的这则新闻报道曾引发

全球的关注。

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出

品，刘伟强执导，张涵予、袁泉等主演的

《中国机长》即取材于这一真实事件。影

片最后，当飞机安全降落，张涵予饰演的

刘长健机长仰望蓝天时浮现的那句话：

“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责任”道出了

影片的主旨。影片中，无论是险情突发

时机长和机务人员的专业应对、坚强意

志，还是乘务员、乘务长既专业又将心比

心对乘客的安抚，无不体现出“敬畏生

命、敬畏规章、敬畏责任”的专业素质，而

这种专业素质既是对中华传统的继承，

更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

障。影片所展现的不仅是机组人员、乘

务组人员的故事，而是许多人的故事，除

了飞机上的乘务人员外，影片也顺势带

出了飞机之下的地勤人员、空管人员，甚

至包括相关军事机构，可以说涉及到民

航领域的方方面面。虽然在驾驶舱前风

挡玻璃破裂脱落时，大家并不能起到太

大的帮助，但正是通过对他们的侧写，让

我们知道每一次航行都有来自地面的牵

挂，以及空中交通体系的复杂性。

《攀登者》：

坚韧不拔、勇于攀登精神的象征

影片《攀登者》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讲述了 1960年 5月 25日，中国登山队成

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人类首

次北坡登顶珠峰，但因为未能留下影像

资料而不被外界承认，时隔十五年后再

次冲顶珠峰的故事。影片成功地塑造了

方五洲、曲松林、杰布、李国梁、杨光等两

代攀登者的形象，通过对两次登顶过程

的影像化展现，象征性地将中华民族、中

国人民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勇于攀登的

精神特质表现了出来。

从 1960 年的三人登顶到 1975 年的

九人登顶，那种伟大的使命感和坚忍不

拔精神的传承，其意义已然远远超越了

登山运动本身。影片再现了中国登山队

两次登顶珠峰的过程，既凸显出自然条

件、客观因素的险峻，更揭示了人物的内

心世界。例如：第一次登顶时，曲松林是

摄影师，本应在峰顶留下影像，却因意

外，方五洲为了保住曲松林的性命，替他

扔掉了摄影机。自从下珠峰之后，曲松

林的人生就活成了一个执念。生命与荣

誉、小我与大我的两难抉择，咬噬着曲松

林的内心。放弃宝贵数据换来的生命，

对曲松林而言，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

已。他终身自责，过度的执念，使得其性

格扭曲。在李国梁牺牲后，他才理解了

当年方五洲的选择。影片将他内心的激

烈对抗、煎熬、挣扎，具体而微地展现在

银幕之上，使之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形

象，并引发观众思考在生命和责任中该

如何选择。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第二次

登上珠峰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女性首

次从北坡登上珠峰；找到 1960年中国登

山队首次登顶留下的证据，“中国人最早

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得到世界公认；

首次以渤海为海拔零度确立珠峰高度；

进行了多项开创性的科研活动……所有

这些，极大地提振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增

强了中国人的自豪感、自信心。影片《攀

登者》将这段传奇搬上银幕，留下了宝贵

的集体记忆。中华民族、中国人必须牢

记曾创造过的那些奇迹，因为在奇迹的

背后，是民族精神的闪耀，是民族生存的

根基，是民族发展的内在的本质的驱动

力，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我们都有义务将

这些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我和我的祖国》：

记录大事件中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

如果把其它六部国庆重点献礼影

片比作“小说”的话，那么《我和我的祖

国》则更像是“散文”。影片将新中国成

立七十周年以来七个铭刻于国人历史

记忆中的大事件作为背景，把身处事件

之中的普通人作为表现对象，突出了这

些事件当事者们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

的生活和情感表达。虽然这七个故事

拥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主要人物，但均

如片名“我和我的祖国”所示，表达了

“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谓“形散而

神不散”，这些故事共同形成了高度集

中的主题。

影片由七位导演分别取材新中国

成立七十年以来经历的七个历史性经

典瞬间，讲述普通人与国家之间息息相

关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聚焦大时代大

事件下，普通人和国家之间看似遥远实

则密切的关联，唤醒全球华人共同记

忆：《前夜》中林治远为开国大典的升旗

一直在焦急地进行“最后一分钟营救”；

《相遇》里的高远为了新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的成功爆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

命，并因为保密原因面对所爱之人不能

相认；《夺冠》中的小男孩冬冬为帮助邻

居观看女排比赛而“飞檐走壁”；《回归》

里的修表匠、官员、旗手为了那“一秒

钟”而精益求精；《北京你好》中的出租

车司机出于悲悯而将奥运会门票转让

给汶川震后的孤儿；《白昼流星》里的兄

弟俩目睹神州飞船的回归，精神深受震

撼，在老人的感召下幡然悔悟；《护航》

中的女飞行员为完成任务不计个人得

失。正是这一个个普通的中国人创造

出新中国七十年的伟大奇迹，也正是新

中国七十年的一个个伟大奇迹，鼓舞、

激励着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顽强

拼搏、积极进取。银幕上那一个个为了

实现国家使命、民族荣耀、社会安定、祖

国强盛等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形象，以及

他们身上所闪烁出的崇高理想，引发观

众的心理共鸣，进而唤起观众崇高的信

念，并被转化为一种便于观众体认的普

遍情感，深深地植入观众的内心。

可以说，七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而创作的重点献礼影片，契合了

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契合了人民的心

声，契合了共和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愿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艺的实绩和成果。

银幕唱响“四个讴歌”向共和国浓情献礼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重点献礼影片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