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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现 中 华 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 民 是 文 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 术 可 以 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 的 文 艺 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 艺 要 赢 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 艺 不 能 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 艺 批 评 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谈到电影《永不消逝的电
波》，或许许多观众首先想到的
便是那句经典台词：“同志们，
永别了，我想念你们！”作为新
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讲述中国
共产党党员李侠潜伏在敌占
区，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奉献
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故事，影响
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原片
由林金编剧、王苹执导，孙道
临、袁霞主演。由中国人民解
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曾
于 1958 年在全国上映。时至
建党百年之际，该部红色经典
又以“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事
片 ”的 形 式 于 2021 年 10 月 6
日在全国上映。时光荏苒，岁
月变迁，时隔多年，当我再次观
看完修复版的电影《永不消逝
的电波》之后，内心依然是心潮
澎湃、感慨万千。电影通过塑
造英雄形象、书写历史记忆、传
承家国情怀，让一部红色经典
电影又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
力，是一部党史学习教育和爱
国主义精神教育的生动教材。

塑造英雄形象

英 雄 形 象 的 塑 造 是 红 色
题 材 电 影 创 作 的 重 要 主 题 。

“有人有事才有精神，见人见
事才见精神。”任何一种精神
都以生活中的人或事为支撑，
艺 术 作 品 的 创 作 亦 是 如 此 。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同样
用影像记录了那些曾经为革
命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人物形
象和感人的历史故事。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
东方之都的城市——上海，早
已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冰冷的
铁骑之下。为了调查国民党反
动派勾结日寇的罪恶活动，党
组织决定派时任解放区电台政
委的李侠，从革命根据地——
延安，打入沦陷区——上海，以
商场老板的身份作为掩饰，通过
开展地下秘密电台工作，及时把
情报传送给党中央。在电影中，
主人公李侠一边乔装成为商人
与商界各种人物打交道，一边在
地下秘密开展传递情报工作。
一天深夜，阴险狡猾的日本特务
中村侦察到电台发出的信号，立
即采取抓捕行动，逮捕了李侠和
何兰芳。

李侠和何兰芳被敌人逮捕
以后，关在监狱之中。凶恶的
敌人用老虎凳、辣椒水、拔指甲
等各种酷刑折磨他们，目的是
让他们说出党中央在上海的地
下组织，但是他们毫不畏惧，以
坚强的毅力和视死如归的精神
保护了党组织的秘密。后来，
他们被营救出狱之后，依然继
续战斗在一线。1949 年春，解
放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有
一天，李侠获取一份重要情报，
正在他向党组织秘密发送情报
之时，被汉奸特务再次逮捕，生
死攸关时刻，李侠用自己的生
命掩护了情报，并顺利完成了
发报任务。这也是他最后的一
次发报。至此，影片中的李侠
成为亿万观众心中的英雄，也
映射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的光辉印迹。从个人物形象出
发，让我感悟到的是，在中华民
族危难之际，还有许多像李侠
这样默默无闻的中国共产党
员，为了保护组织，为了顾全大
局，坚守理想和信念，无惧生
命，勇于战斗。

书写历史记忆

中国电影素有运用宏大叙
事手法铭记历史、呈现时代的
光荣传统。尤其是红色电影都
能从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汲取
营养，借助叙事的方式阐释历
史情节，再现历史情景，讲述历
史故事，彰显影像力量。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不仅讲述了
一段英雄的故事，同时也回顾
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在抗
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要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日本帝
国主义的侵略，同时还要及时
揭露与阻止以蒋介石为首的反
共活动。在这次战斗中，先后
有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国家和
民族的利益，奉献出自己宝贵

的青春年华。电影《永不消逝
的电波》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
背景之下，逐渐展开故事讲述
和历史叙事的。

电影中主人公李侠的历史
原型是革命烈士李白，他本身
就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根据李
白烈士故居纪念馆名誉馆长吴
德 胜 考 证 ：“ 李 白 ，原 名 李 华
初。1910 年出生在湖南省浏
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5
岁 他 就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
1934 年 10 月，李白跟随红军
队伍走上长征路。1937 年，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党组织决定
派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
1949 年 5 月 7 日，就在上海解
放前20天，李白英勇就义，年仅
39岁。”电影通过对革命先烈的
追忆，让观众回望那段难忘的
历史，从而激发前进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会上强调：“我们党的一百
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
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
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
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
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
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
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在艺术创作上，电影创作团队
通过运用具有历史质感的影像
画面，真实地还原抗战前后时
期上海的社会面貌，达到历史
记忆与现实生活的同频共振，
从而引发观众的心灵共鸣。同
时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民族
精神世代繁衍和生生不息。

传承家国情怀

家国叙事一直是中国电影
尤其是红色题材电影的主要叙
事手法之一。电影不仅是一种
记录的艺术，更是一种想象的艺
术 。 正 如 学 者 李 道 新 所 述 ：

“1949 年至 1979 年的电影，在
敌我双方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
和先进战胜落后的声画体制中，
包含着一种理想主义和乐观主
义的，有关‘家’和‘国’的独特想
象。”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中，为了确保李侠能够顺利开展
工作，党组织还派纺织女工何兰
芳与李侠假扮成夫妻一同随
行。两位战士在配合完成党组
织交给任务的过程中，从开始的

“不协调”到后来的“精诚合作”，
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后来，经
过组织的批准，两人结拜为夫
妻。从“假夫妻”到“真夫妻”的
变化过程，不仅见证了两人共同
成长过程，更是两人和其他战友
一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历
史的有力见证。

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思想观念到“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相
生相依，“家国情怀”的信念也
一直源远流长。在电影《永不
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和何兰芳
之间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
奉献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当
影片接近尾声之时，李侠从容
镇定的神情，映照在蓝天白云、
红旗招展的银幕之上。他在坚
持发完全部情报之后，用生命
的最后时刻向党组织发出告别
之声——“同志们，永别了，我
想念你们！”

概而言之，电影《永不消逝
的电波》通过详细的历史资料，
真实地还原了革命战争年代地
下秘密工作者的生存境遇。影
片把对英雄人物形象的生动塑
造、对风雨飘摇而又孕育新生
的历史呈现、对舍“小家”为“大
家”的家国情怀的书写融为一
体，让一部红色经典电影在新
时代又焕发出篷勃的生命力。

理想之光不灭

信念之光永存

—
—

观电影

《永不消失的电波

》有感

◎周慧虹

国 庆 节 假 期 的 第 四 天 ，我 走 进 电 影 院 观 看
了 电 影《长 津 湖》，眼 中 含 着 泪 ，始 终 揪 着 心 ，看
完后久久说不出话。

抗 美 援 朝 ，保 家 卫 国 。 这 是 一 个 艰 难 的 决
定 。 从 理 论 上 说 ，1950 年 的 新 中 国 刚 刚 在 废 墟
上 成 立 ，百 废 待 兴 ，不 该 打 这 场 战 争 ，也 打 不 起
这 场 战 争 。 然 而 ，忍 气 吞 声 换 来 的 也 许 是 一 时
的 平 静 ，后 代 将 会 遭 遇 更 大 的 战 争 和 欺 辱 。 正
如 影 片 中 毛 泽 东 主 席 所 说 ：“ 打 得 一 拳 去 ，免 得
百 拳 来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快 速 集 结 ，雄 赳 赳 气
昂 昂 ，跨 过 鸭 绿 江 ，赴 朝 作 战 。“ 希 望 下 一 代 ，生
活 在 不 再 有 硝 烟 战 争 的 年 代 。”这 是 一 个 志 愿 军
战 士 的 心 声 ，也 是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 英 雄 儿 女 的
心声。

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惨烈、悲壮，英
雄 们 可 歌 可 泣 。 志 愿 军 战 士 在 难 以 想 象 的 困 厄

环 境 中—— 近 似 于 南 极 的 气 温 ，缺 棉 衣 少 食 物 ，
躲过了敌军的低空侦查，凭着钢铁意志和英勇无
畏 的 战 斗 精 神 奋 勇 杀 敌 ，一 路 追 击 ，扭 转 了 战 场
态势，打破了敌军将领“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
的狂言，打出了我们新中国的军威国威。

“ 雷 公 ”，伍 千 里 ，余 从 戎 ，梅 生 ，谈 子 为 ，伍
万 里 ⋯⋯ 影 片 中 每 一 个 角 色 都 刻 画 得 可 敬 可
爱 ，不 负 观 众 的 盛 赞 ：“ 这 才 是 真 正 的 中 国 超 级
大 片 ”“ 所 有 角 色 都 是 从 历 史 里 走 出 来 的 最 真 实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有血有肉！意犹未尽！”七
连 连 长 伍 千 里 对 追 随 他 而 来 、执 意 入 伍 要 当 英
雄 的 弟 弟 伍 万 里 说 ：“ 一 只 蛋 如 果 从 外 面 被 敲
开 ，注 定 只 能 被 吃 掉 。 如 果 从 里 面 啄 开 ，说 不 定
是 只 鹰 。”这 句 话 不 仅 适 用 于 新 入 伍 的 战 士 ，更
适 用 于 生 活 在 和 平 年 代 ，为 青 春 为 民 族 为 家 国
而奋斗的我们。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宝贵
精神财富，激励着中华儿女不畏牺牲、砥砺奋进，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道路上振奋人心的乐章。

电 影《长 津
湖》让 我 们 永 远
不 能 忘 记 ：不 能
忘 那 些 牺 牲 的
烈 士 们 ，不 能 忘
记 落 后 就 要 挨
打 ，不 能 忘 记 今
天 的 太 平 盛 世
是 无 数 烈 士 用
生 命 换 来 的 ，不
能 忘 记 抗 美 援
朝 不 畏 艰 苦 、英
勇 顽 强 、奋 不 顾
身 的 精 神 ！ 居
安 思 危 ，强 大 自
己 ，永 不 认 输 ，
我 想 ，这 是 电 影

《长 津 湖》给 予
我们的启示。

抗美援朝精神的时代价值
——观电影《长津湖》

◎郭雪强

◎张瑞坤

近 些 年 来 ，随 着 电 影 拍 摄 技 艺 的
创 新 精 进 ，以 一 个 一 个 的 故 事 单 元 相
连 缀 ，以 此 贯 穿 为 一 个 统 一 的 体 系 ，
从 而 共 同 诠 释 一 种 突 出 主 题 的 电 影 ，
开始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观看这样的
电 影 ，就 像 读 文 学 作 品 当 中 一 段 又 一
段 的 短 章 ，只 要 内 容 足 够 精 彩 ，就 能
让观众欲罢不能。

从 前 两 年 拍 摄 的《我 和 我 的 祖 国》
《我和我的家乡》，到今年国庆档引人注
目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它们皆由短
章串连成篇，一脉相承展现给人的是那
种恒久不变的家国情怀。正如《我和我
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播映之后收获
良好反响一样，《我和我的父辈》在近段
时间的院线影片中同样赢得了不错口碑。

《我和我的父辈》以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通过“家
与国”的视角描写了不同时代父辈们的
奋斗经历，讲述了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和
精神传承，再现了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
代记忆。

纵观该部影片，《乘风》取材于抗日战
争时期一支战功卓著的铁骑队伍——冀
中骑兵团，他们为保护群众撤离，拼死抵
抗日军，影片塑造了一组骑兵团与冀中人
民共同抗击日寇侵略的军民群像。

《诗》以 1969 年我国研制长征一号
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为背景，以一个
普通航天家庭为切口，展现父母一辈艰
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航天精神。

《鸭先知》取材于中国第一部电视广
告诞生的背后故事，以此致敬改革浪潮
中敢为人先的父母一辈。

《少年行》则以一个令人脑洞大开的
穿越故事，展示了伟大梦想、科技创新精
神在“父子”间传承的动人情景。

《我 和 我 的 父 辈》中 的 四 个 故 事 单
元，尽管主题意义相同但却表现风格各
异，它们有的刚猛有力，有的温柔细腻，
有的幽默诙谐，有的妙趣横生。它是一
部主旋律影片，可在人物对白、镜头切换
过程中，观众感受到的并不是简单生硬
的说教，反倒是在身临其境中不知不觉
触动内心、引发共鸣。

观赏《我和我的父辈》，让人联想到
的一个词，就是“英雄”。影片中乘风父
子、施儒宏夫妇堪称当之无愧的英雄，

“鸭先知”赵平洋、机器人邢一浩又何尝
不是英雄？若非英雄，乘风父子不可能

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若非英雄，施儒宏夫
妇不可能舍生忘死舍小家为大家；若非
英雄，赵平洋不可能向传统观念挑战勇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若非英雄，机器
人邢一浩不可能投水救人并且一路引导
着小小少年成就科技梦想！

关于“英雄”，词典上的解释有三种：
一是才能勇武过人的人；二是具有英勇
品质的人；三是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
令人敬佩的人。时代呼唤英雄，英雄照
亮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中华
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
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崇
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
雄辈出。现实当中，我们每个人即便成
不了大英雄，那也不妨碍成为战胜自我
的小英雄。如果，《我和我的父辈》中所
展示的英雄形象、英雄情怀，能够促使更
多人致敬英雄，继而思考个体生命的意
义，那么，电影的光亮不只停留于影院，
它其实已照进了我们的内心。

《我和我的父辈》中有首诗令人印象
深刻，“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
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河大川，日
升月落/光荣与梦想，挫折与悲伤/告诉
你/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
火箭是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东西/生命
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
东西/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
的渺小，是伟大的开始/而你，我的孩子/
是 让 平 凡 的 我 们 ，想 创 造 新 世 界 的 开
始。走出影院的我们，都该乘风英雄情
怀，逐梦星辰大海。

《我和我的父辈

》—
—

时代呼唤英雄

英雄照亮时代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今年，主旋律电影在全国各地引发的
观影热潮持续不断。

一部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故事题材。百年党史是最丰富“素材库”，也是
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最宝贵的源泉。那些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恢弘壮阔的当
代实践，印入心间的英雄人物，历史关头的重要事件，不仅是生动真实的剧本
素材，更是激荡人心的精神富矿。于是，一大批从红色历史长河中提炼题材、
精心打磨的优秀影片脱颖而出，成为人们重温百年党史、汲取智慧力量最生动
的教材。

本报今天刊发对《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永不消逝的电波》三部电影作
品的评论。让我们随着作品，一起重温历史、致敬时代。

——编者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