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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档里“飘红”的主旋律

近几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烈火英雄》《我和我的家乡》等主旋律电影的火爆，主旋律电影已经在电
影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主旋律电影成为今年电影市场主打品种。“七一”档《1921》《革命者》
热映之后，《中国医生》《红船》《三湾改编》等主旋律影片继续“抢滩”暑期档——

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能够为古往今来军队中
普遍存在的官兵不平等难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一种怎样的智慧，能够创造出“支部建在
连上”设想，进而将这一创举变为治军现实？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永新县一个小小
的村落里，一群军人热血集结，上演了一场改变全
中国命运的军队改革。这期间，前敌委员会在书记
毛泽东的引领下，经过多次头脑风暴，创立“官兵平
等”“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全新的治军方略。由
此，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成为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
践，史称“三湾改编”。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三湾改编》正是基于
这一举世闻名的历史事件，通过一幕幕热血沸腾的
革命场景，真实还原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岁月，赓
续人民军队创建者们满腔的铁血军魂。

影片开场是一幕高燃而又真实的战争场面，从
烽烟炮火、枪林弹雨的大场景，到战士脸上的汗水
污泥、伤口血痕的特写，细致入微的镜头下，一种艺
术的质感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而在大屏幕
上呈现的效果，足以震慑到让人迅速置身于那个生
死存亡的残酷年代。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部队
浴血奋战，突破国民党军队重围，转入江西境内，在
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几天休整。

在毛委员的心里，这并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休
整，而是一次酝酿许久的改编。且战且退的行军过程
中，他已经开始思考军队成为胜利之师最重要的军
魂，并且下意识地身体力行。他把战马留给一位重伤
士兵，脚伤未愈的自己则拄着拐杖随着部队行进，在
他的眼里，更高级别的待遇并不是军官的专享。

为了打造一支人民的新型军队，毛委员费尽了
心力。在《秋收起义》等多部影视剧里成功地塑造
了毛泽东形象的青年演员侯京健把毛委员那种殚
精竭虑、不遗余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通宵达旦研
究对策的夜晚，他熬红了双眼，眼睛里的根根红血
丝，把这个人物映衬得更加真实生动；他要求驻军
对农户秋毫无犯，深受感动的留守村民主动送来部

队所需的物资，躲藏在深
山里的村民们纷纷走下
山，信任之情溢于言表；
他站在训练场上，目光如
炬，一场慷慨激昂的动员
讲话让战士们看见了充
满希望的未来，弥漫着的
颓废情绪一扫而空，重新
唤起救国救民的热血情
怀……

不仅是侯京健饰演
的毛委员如此出彩，电影
中年仅 22 岁就为革命献
身的卢德铭、坚决拥护支
持革命事业的伍中豪、忠
心守护全心协助的何挺
颖，还有罗荣桓、何长工、
张子清、张宗逊等气宇轩昂的战将们，还有瞿秋白、
宋任穷等优秀党员代表……每一个英雄先烈形
象，都在一众年轻实力演员的演绎下迸发出了无尽
的力量。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得有血有肉，一众人物
角色在影片中亮点纷呈，大大提升了电影的可看
性，排列成了一组令人血脉贲张的革命者群像。

一帧帧英雄群像，构建出一幕幕镌刻在历史进
程的壮美画卷，再现了90多年前发生在江西大地上
的峥嵘往事：

缩编，缩编！千百年来，军队建制和兵员数量
从来都是以一当十，毛委员却反其道而行，采取“挤
水分”的方式，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缩编为一个团，减冗员，增战力；

扩容，扩容！在连一级增设党组织（支部），设
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
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支部建在连上”，
我党政治建军的一项伟大创举，宣告着“党指挥枪”
的原则正式确立；

平等，平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利益
得到保障，士兵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激发，对部队
建设的责任感明显加强。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

型官兵关系确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雏形初显。
电影《三湾改编》用影像手段再现党史与军史交

融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故事主线清晰、叙事完整、表
达顺畅，展现出鲜明的探索精神。同时用更加富于
温度、富于质感的镜头语言，拉近了观众和老一辈革
命家的情感距离，让观众在极具震撼力的感染中，重
温那段记录在历史资料中的“三湾改编”。

“用一腔热血，置于死地而后生，哪怕伤痕累
累，依然义无反顾，把一种信仰啊，深深扎根在泥
土，命运紧紧握住，青春锻造，锻造铁筋骨。”这是

《三湾改编》主题曲《信仰之树》中的歌词。我们仿
佛看见，经过三湾改编之后的人民军队，满怀信仰，
重新迈向新的征程，一路浴血一路歌，从三湾走向
井冈山走向北京，走向胜利的远方。

这是一次宏大叙事的诗意表达，也是一次革命
浪漫主义的现实呈现。如果把时间轴从“三湾改
编”时往前推 6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1921年作
为起点，可以发现，一场波澜壮阔、大潮叠起的伟大
变革，已然徐徐开启。

100年来，我们始终保持着这份热血集结的精
神力量，始终坚定前行。

热血集结再出发
——电影《三湾改编》观后

□ 温 凡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红船》以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红船精神”为纲，
以毛泽东第一人称叙述的新颖视角
切入，采用年轻化的叙事风格，讲述
了青年毛泽东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的崎岖过程中，在革命先驱陈独秀和
李大钊的支持和影响下，对马克思主
义的全新认识和接受，展现了1921年
中共一大召开时的重重危机以及南
湖红船上建党的种种不易，展示了共
产党先辈们意气风发、指点山河的精
神面貌，追溯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和使命，既让人热血澎湃，又使

人热泪盈眶。
《红船》按照编年纪事的叙事法

则，铺平垫稳循序渐进，较为真实地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程。

主创们稳扎稳打选取了较有代
表性的历史场景，把我党从思想启
蒙、迷茫、挫折到筹备、创建、开会的
过程拍得真切可信。全片以毛泽东
为主线人物，同样展现了李大钊、陈
独秀等革命先行者的风采。影片中
的几大场景包括驱张请愿、雪后交
谈、相约建党、缅怀恩师、润之新婚、
夜读宣言、一大风云等，情节叙述得
完整而饱满，将毛泽东在不同时刻、
不同场合下的心境和处境表现得淋
漓尽致。譬如，驱张运动受阻，恩师
过世，雪地上以指画出的花圈硕大而
苍白，正印证了毛润之当时迷茫又无
奈的心绪。除了展现创建中国共产
党的艰辛困难外，电影还表现了一些
反面人物如军阀张敬尧、帮凶范三、
上海法租界警署以及不同社会势力
之间的内部矛盾冲突，更真实地展现
了旧时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
在诸多势力之间艰难存在与斡旋的
革命党人的不容易，让现在年轻一辈
更能深刻了解当时革命先辈们的故
事和风范。

全片剧情线相对完整，忠实记录
历史，结构扎实，前半段讲述数位重要
的建党早期领导人是如何摸索到革命
道路的，后半段则主要围绕一大的召
开展开叙事，节奏张弛有度，运镜丰富

讲究，不仅运用了长镜头、仰拍、特写、
环绕拍摄、空镜等技法，还极力营造了
镜头的神秘感、悬疑感和留白。比如
毛泽东的出场，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
以仰拍、环绕和由下及上的镜头移动，
展现教员在长沙街头激情演讲的身
影；又如陈独秀出场只是一个被巡捕
拖拽进监狱的背影，并无正面，直到后
面被徐世昌赦免出狱时才正式给了一
个正面镜头。影片的画面精简却含义
丰富，往往灵活借助镜头的衔接用以
表达剧情的呼应，如毛泽东与杨开慧
书信往来的镜头角度就是相互照应
的，毛是由里及外，而杨是由外及里，
即时营造了一种“鸿雁往来，尺牍传
情”的特殊效果。

除剧情外电影画面极具质感，场
景唯美动人，富含象征意味。竹林里
毛教员围着围巾、撑着油纸伞，率领众
人从萧瑟的竹林中穿行而过的一幕颇
有“疾风催人”的意境，符合剧情气
氛。而结尾处怀表坠落至南湖底，暗
示旧事物的消逝，红船歌声响起，之后
镜头迅速拉远、过渡，搭配上中国现代
化的画面，观众内心顿时便产生了一
种朝气蓬勃、引以为荣的强烈情感。

此外，影片在音乐的使用上亦独
具匠心，兼具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特
点，大量使用杂声和环境音以加强影
片中历史事件特有的真实感和沉重
感。无论是碗筷碰撞声、市场叫卖
声、人群交谈声、车轮辘辘声或是行
人脚步声，导演将这些嘈杂的声音有

机统一起来，巧妙融入故事背景中，
还原了当时的生活现状，构成一种独
特的情景描绘和叙事手法。而片中
背景音乐的使用也十分贴合故事情
节和情感表达，譬如军官在抓捕陈独
秀时紧张的音乐、李大钊演讲时激昂
的音乐以及毛泽东面临同伴放弃请
愿却无能为力时苍凉的音乐等，都大
大加强了气氛的渲染。

《红船》开篇的纪录片影像以及
片末的实景录像一头一尾相互对应、
补充，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衔接，尤
其结尾处的立意更是高明，毛泽东和
何叔衡在红船船头的探讨升华了故
事的意义：毛泽东 28 岁参加南湖会
议，参会13人平均年龄28岁，而28年
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二十八年后
的中国，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再也
不会饿肚子了！”似乎冥冥之中，一切
早有定数。

全片客观真实地再现了100年前
革命青年与志士们反抗压迫、反抗腐
败政府，为了国家和人民，成立政党，
积极踏上革命道路的前情后果。影
片没有忌讳、没有遮掩，除了展示青
年一代革命者的奋斗和牺牲外，也抒
写了他们的“儿女情长”，将他们在探
索革命道路中的迷茫和无措，也都一
一真实呈现出来。“天下者我们的天
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
的社会”“中国的道路还需我们自己
去走”，这或许便是他们对于当代年
轻人的一种无尽勉励与期许。

士怀信仰凌云志 烟雨红船先引帆
——电影《红船》观后

□ 童孟遥

一个对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记忆犹新的
观众，即将观看一部以抗疫为主题的电影，他
将有哪些心理预期？他会在心里理出一条大
致的时间线：疫情暴发之初的恐惧与慌乱，抗
疫过程的艰难与希望，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
武汉封城结束……他同时将准备好泪水：死
亡带来的绝望与哀痛，一线医生的坚定与壮
怀，绝境中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抗疫最终胜
利的集体自豪，都将一次次冲击观影者的情
感堤坝。

所以电影《中国医生》留给创作者的发挥
空间不会太大。困难不仅是这个。要在两小
时的片长里讲述一段历时两个多月、艰苦卓

绝的历程，电影能选择怎样的叙事角度？很显然，单一的角度无法呈现
抗疫过程的复杂与全面；而在有限的时间里选择多角度叙事，则又将压
缩某个方向叙事的纵深，影片的杂乱与浮泛将无可避免。

《中国医生》还是选择了多角度多人物的叙事策略，于是观众在观
影时，难免有言不尽意的遗憾：一些情绪处理得过于仓促；一些面孔倏
忽来去；一个人物出现，可能只为说上一句凸显主题的台词。但这却可
能是最经济的选择。在大部分时间里，当大量近乎逼视的近景镜头几
乎占据整个屏幕，偶尔出现的城市远景与有意放缓的单个叙事穿插其
间，疫情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紧张绝望和引发的对生命伦理与道义责任
的思考，会让深陷剧情的观众忽视前述种种不足，而确信自己身处疫情
中心，与中国医生们一起经历焦灼、坚守与希望。

金银潭医院院长张竞予，重症科主任文婷，广东援鄂医生陶峻，上
海援鄂医生吴晨光，医生杨小羊，快递小哥金仔，是电影时间经线上的
六条纬线，他们共同交织成抗疫进程中上至国家意志、下至普通市民的
方方面面。限于影片的表达空间，每条线可能都不完满。观众很容易
就能发现，在一部生命与家庭同为关键词的电影里，他们中的多数人却
都游离于亲情网络之外。是病毒肆虐造成了亲人之间彼此隔绝，所以
孤单或游离，正是疫情汹汹的一个侧影？

但电影的着力点，正在于通过这些线索，最大限度地展开疫情细密
的褶皱。张竞予代表的应该是处于医疗体系顶层、拥有丰富医疗资源
的那部分群体，当妻子被感染，他如何处理公权与私利之间的矛盾？电
影围绕张竞予，既彰显领导者抗击疫情的坚定担当，也呈现个体生命的
脆弱，“你宣誓的时候怎么说，现在就怎么做”掷地有声，“你要是不在
了，哪个来照顾我”则令观者涕下。文婷作为身处抗疫最前沿的医生，
上连抗疫决策，下连病人与普通市民，老赵的病危呼告与中国民众的利
他精神，互文式地呈现在她斑驳的泪水里；“没有别的医生”，最简洁的
语言里有最残酷冷峻的现实。

陶峻与吴晨光，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一国家话语的具体执行
者。两人绝不雷同，各有其责。陶峻来自广州，无牵无挂，积极乐观。
电影通过陶峻的视角，呈现了抗疫初期医疗设施的滞后与医生队伍的
参差不齐；陶峻撕毁吴晨光给妻子的遗书，既是乐观者对悲观者的精神
引领，也承担了援鄂医生之间由素不相识的同行到精神共鸣的朋友的
情感升华，是主旋律中光辉明亮的声部。吴晨光来自上海，牵挂家人，
稳重忧郁。这是电影的抒情线，是一条相对灰暗但终于明朗的叙事轨
迹。电影从吴晨光的视角，既凸显大疫来临之时知识分子凝重深沉的
家国情怀，也表达医生个体面对疫情的犹疑与坚守，更呈现底层家庭在
疫情中轰然破碎后的绝望与迷惘。凡此种种，都是人性的真实表达。

《中国医生》的成功，正在于不回避灾难中真实的灰色，也无意树立高大
全的中国医生形象，而是在风雨如磐的底色里，在至暗的精神低谷中，
让观众铭感中国医生质朴平凡却伟大的坚韧。

杨小羊和金仔，构成电影中成长与未来的声部。在相对逼仄的叙
事空间里，电影却给了两人堪称奢侈的叙事空间。杨小羊学院长瘸腿
走路，动员会上犹豫迟疑，推倒氧气瓶，插管时胆怯，被陶峻驱赶后默默
练习插管，插管成功，骑车载人被感染病毒，换肺手术……一个之前少
不更事、经历疫情的洗礼成长起来的年轻医生的形象在观众眼里逐渐
树立起来。这是集体主义对个人的塑造。其中的细节哪怕略有失真，
也不妨碍人们捕捉到一些真实的表情：疫情初起时普通医生的心态、医
院的混乱、巨大的压力下一线医生内心的挣扎。而金仔代表的则是普
通市民，是面对疫情有切肤之痛的那部分群体：感染病毒却一床难求，
怀孕的妻子居家隔离。之后为患上新冠肺炎的孕妇做剖宫产，生死攸
关，孩子降生。至此，整部电影的色彩明亮起来，这是生命的胜利，是抗
疫胜利的号角。在这条线上，有艰难中人们的守望相助，有普通人微小
却温暖的感恩，当然更有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据此，在《中国医生》叙事策略里，
既有对抗疫全景经纬交错的宏观构建，
也有对细节真实丰富的呈现。而正是
在灾难细密的褶皱里，我们看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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