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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作 快 评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作

为展现党的光辉历程、光荣传统、伟大成就、宝贵经

验的党史文献纪录片，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进程中，

当之无愧地占据着一个极为醒目的位置。大型党史

文献纪录片《从瑞金出发》以东方欲晓、土地之歌、胜

利之本、金色起点、光明求索、经济命脉、风气之先、

抗日号角、出发再出发九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

命；以非凡的韬略取得反“围剿”胜利，捍卫了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政权；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社会治理、

经济建设、法治建设、文化艺术等领域取得重大突

破，凝聚锻造了伟大的苏区精神，为建立新中国积累

了宝贵经验，也为新时代老区振兴发展注入了生生

不息的精神动力。该片熔思想性、纪实性、艺术性、

教育性于一炉，是一部以视听语言带领观众穿越历

史烽烟，感悟信仰之力、理想之光、使命之艰、担当之

要的史诗巨制。同时，该片在党史文献纪录片的表现

手段、表现空间、表现潜能等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如何使党史文献纪录片生动起来？
同一般的生活纪录片、自然地理纪录片、时事报

道片等本身就极具画面感的纪录片种类有所不同，

文献纪录片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让文献“活”

起来，这显然是创作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瑞

金出发》在讲述风格、影像呈现上摒弃了那种枯燥乏

味的讲述方式，以辩证思维推敲细节，用开阔视野把

握党史。通过深入挖掘、还原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细节，将人物和故事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将文献

变成可见的历史故事。该片以实地勘查、故事讲述、

专家解读等多维视角，结合档案资料、图片、旧址、遗

物、影像资料等，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生动地展

现出来。该片打破了单一的线性讲述历史的方式，

形成了各个单元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篇的史诗化讲

述风格。“一年开辟江西”的计划、开展土地革命、反

“围剿”、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苏

区干部好作风、苏区经济建设与制度建设、苏区文化

教育建设、红色中华发表《对日战争宣言》、红色精神

一脉相承这九个篇章形成了一种既协同又自洽的有

机讲述方式，使得整部纪录片各部分既主题鲜明又

气脉贯通，呈现出一种互文推进的雄浑之风。

此外，该片还将江西的绿水青山恰到好处地融

入其中，将“风景这边独好”的韵味和意境以航拍、延

时拍摄、移轴等拍摄方式诗意地展现出来；片中还融

入了《农友歌》《十送红军》《苏维埃农民耕田曲》以及

江西民谣、山歌等，使该片充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正是这些匠心独具的讲述方式，使得整部纪录片充

分实现了纪实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如何使党史文献纪录片深刻起来？
文献纪录片不仅要再现历史真实，更要透过历

史表象，回答历史何以如此，揭示历史的内在逻辑。

党史文献纪录片深刻与否，考验的是创作者能否深

切把握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由此，讲述历史最核

心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讲述，然后才是如何讲

述。一部“无话可说”的纪录片只能是史料的堆砌，

只有那些“有话可说”“有话要说”的作品才有可能真

正实现“有话会说”。《从瑞金出发》之所以深刻，是因

为创作者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将历史的逻辑经由

对文献的精心筛选、分析后加以揭示。该片试图回

答哪些问题呢？总的来说有两类：一是那些非常具

体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这里是中央苏区，为什么要进

行土地革命，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道路，为什么要开展游击战，为什么要发展文化

教育等；二是经由这些具体问题所汇聚成的更为宏

观的问题，例如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到底是什么，苏

区精神有何现实意义，以及为什么说“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由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决定

了这部纪录片的内容、基调、叙事风格、视听呈现等。

在处理具体文献时，该片往往能够以小见大。

第二集“土地之歌”，层层递进地讲述了土地革命的

逐步深入与完善。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

法》，再从《寻乌调查》到《富农问题》《流氓问题》决议

案，土地革命的相关原则、法规的逐步完善充分体现

了毛泽东实事求是、虚心向人民请教的优秀品德，并

由此得出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

而调查研究也为我党开创新局面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论。同时，在客观理性的讲述中，该片也融入了抒情

性、象征性表达。在第四集“金色起点”中，当讲述者

讲到龙华二十四烈士英勇就义时，镜头轻柔、缓慢地

推向二十四位烈士的雕像，又从油画《走向刑场》的

右侧徐徐摇向左侧，并长时间地将镜头定格在“龙华

革命烈士纪念地”。当讲述者深情诵读鲁迅写就的

相关文字时，背景音乐也从沉郁凝重转向苍凉悲

壮。这种携带着巨大情感力量的视听语言，引发了

观众的共鸣。

如何使党史文献纪录片亲切起来？
让历史变得亲切起来，就是让历史并不简单地

外在于当下，而是要让那些被历史的腥风血雨淬炼

出的优秀传统、伟大精神在当今时代依旧绽放出夺

目光辉。实际上，过去从未远去，未来也总是已然到

来。历史开出的花朵永远芬芳着我们的时代，历史

结出的硕果也将继续滋养着新时代的前行者。《从瑞

金出发》绝不是让那些熟悉的身影在我们眼前一闪

而过，不是将那些散发着光芒的名字如毛泽东、朱

德、周恩来、陈毅、邓小平、何叔衡、瞿秋白、方志敏、

刘伯坚、贺昌、柔石、冯铿、赵一曼、鲁迅、李富春、刘

启耀、池煜华、陈发姑等生硬地掷向我们的耳畔，而

是要让这些可感的形象幻化成一股坚定的信念，带

给人们力量和勇气。该片开头与尾声所呼应或召唤

的正是这种经久不衰、一脉相承的苏区精神。

诚如纪录片所展示的，苏区精神一方面以那些

具体的、有形的、可感的实物继续鼓舞着当下奋斗不

息的中华儿女。正如“四星望月”已不仅仅是毛泽东

所起的一个菜名，这道菜寓意着众望所归的革命趋

势源远流长，其蕴含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万众

一心的集体主义精神，已然活化在了兴国人民的日

常中。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虽然无形但更为内在的

精神力量，由革命先辈的伟大实践所锻造的苏区精

神——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

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是我们不断夺取新

胜利的底气。事实证明，苏区精神已经成为今天我

们振兴赣南老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不

竭动力。

总之，作为构建党的形象、再现国家记忆、讴歌

伟大实践、铸造理想信念的党史文献纪录片，是我们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重要载

体。《从瑞金出发》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宏阔的时代

视野，史中含论、论中蕴情，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深刻回答了什么是苏区精

神，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该片将党

的实践创造与理论创新融入独特的历史叙述中，是

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佳作。

（压题图为纪录片《从瑞金出发》剧照）

8 月 6 日，是方志敏同志牺牲 88 周年纪念日。回顾中国电

影史，叙写方志敏事迹的传记电影有三部——《血沃中华》《可

爱的中国》《信仰者》。梳理这些电影的精神内涵与艺术特点，

可以发现红色基因贯穿始终，影片主题各有侧重，环环相扣，互

补互衬，呈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的革命生涯与坚定信

仰，折射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以特写镜头表现“忠诚”
《血沃中华》拍摄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着力凸显了方志敏

身上的“忠诚”。

方志敏被捕后，敌人无所不用其极，严刑拷打、糖衣炮弹、

密集劝降，招数用尽，想要的就是让方志敏背叛组织、改弦易

辙。蒋介石派手下劝降无果，又让方志敏与启蒙老师、妻子缪

敏、战友见面，试图用师生情、夫妻情、战友情打动方志敏。最

后，黔驴技穷的他还亲自出马，妄想将“抵得上十万大军”的方

志敏招于麾下，为其所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方志敏经受住

了种种考验，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忠诚之歌。他用实际行动

表明，一个忠诚的人会把责任视为荣誉，并为之付出最大努力，

无惧再大的困难与挑战。为了刻画好抽象的“忠诚”，《血沃中

华》运用了大量的近景、特写，如方志敏狱中写作沉思、临刑前

镇定自若等生动场景，鲜活呈现了方志敏的面部表情和内心活

动。

监狱中的种种考验更印证了方志敏的忠诚。电影用一系

列特写镜头着力营造了监狱空间。这是一个压抑的空间，充满

着酷刑、死亡与虐待，也充斥着贪腐与谎言。面对一个个战友

被押赴刑场，方志敏强压心中悲伤，但他没有陷入绝望，他思考

着革命的得失，憧憬着祖国美好的未来。他忠于党的事业，不

因暂时的挫折而有所改变。方志敏的忠诚与监狱中污浊黑暗

形成鲜明对比。

狱卒官兵行使监管权，却因为没有信仰而贪污腐败、苟且

偷生，方志敏等共产党人虽被关押，却一身正气，忠诚担当。两

种不同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充满了戏剧张力，而这也预示

着两者截然不同的未来：革命者终将胜利，腐朽者必将灭亡。

以全景镜头呈现“理想”
时隔二十余年，由九江市委宣传部、九江电视台联合上影

集团生产制作的电影《可爱的中国》于 2009 年上映，这是又一

部抒写方志敏烈士事迹的影片。

影片《可爱的中国》采用了交响式的和弦结构，而结构全片

的精神内核就是理想。该片深入挖掘了方志敏的理想，他的舍

生取义不仅是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使然，也是中华民族浩

然正气的精神传承。为了更好地表现理想的纵深感，影片恰如

其分地运用了许多全景镜头，以此完整而持续地记录时空变化

和事件发展，为观众带来更具真实性的观感。

理想是对未来的书写，它把当下的时间与未来的图景进行

了连接。影片中，全景镜头的透视感与理想的深邃感达到了统

一。比如方志敏与妻儿告别那场戏，全景镜头中有行进的部

队、送别的老乡、清澈的河水、高大的古树、错落有致的民居、白

色的战马……这些正是可爱中国的美丽景色。这也与方志敏

的理想——为中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相契合。

影片中的战争场面同样采用了全景镜头，上方是黑压压的

天空，布满黑云，下方是被炮火烧焦的泥土，中间是数量十倍于

我军的敌人，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这传递出一层隐含的深

意：理想需要血与火的奋斗来达成。

又如表现监狱的阴森与黑暗的全景式镜头。山清水秀处

修一座监狱，本身就甚是吊诡，更为吊诡的是这座监狱的设计

者、曾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长的永一，也被关押在此。监狱

的外部河水潺潺，树木青翠，内部却灯光昏暗，布满了铁丝网；

永一从监视规训犯人的掌权者，到被规训的犯人……监狱里的

种种荒谬，隐喻着当时的中国，就像一座黑暗的监狱，方志敏等

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打破这座牢笼，去建设一个“可爱的中

国”，给所有人一个美好的期许和未来。

以低角度镜头讲述“信仰”
电影《信仰者》2018 年上映，突出了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特

点，注重真实和镜头语言的人性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

样是血肉之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渐坚定信仰，成长为英

雄。信仰，带给他们不同凡响的气质，让他们从容面对困苦，甚

至死亡。

影片《信仰者》中，采用了许多低角度镜头来叙写战争。何

为低角度镜头？即摄像机的拍摄高度低于眼睛水平，画面一定

程度上呈现仰视风格。该片中采用的低角度镜头，以人物塑造

为目的，过渡自然，恰到好处。比如谭家桥战役中寻淮洲持枪

冲锋，采用了跟拍形式拍摄。当他中枪倒下时，低角度镜头展

现了他身躯下坠的重量与冲击，英雄的牺牲带给观众极大的心

灵震撼。方志敏得知主力部分被围困后，再次冲进包围圈，与

敌人短兵相接，此处运用的大量低角度镜头，体现了战争的残

酷和战士们的英勇无畏。

这些低角度镜头赋予了影片某种哲学意味，犹如日常仰视

雕塑，自然而然会带给观众强大的视觉冲击和心灵触动。它试

图让观众明白，信仰不是虚无缥缈的，镜头中每个英雄如同深

深扎根大地的参天大树，其根基正是信仰。

监狱，是讲述方志敏故事不可绕开的一个叙事空间。该片

中，监狱空间同样采用了低角度镜头语言。对于自己的被捕，

方志敏平静坦然，他没有怪罪战友，也没有一蹶不振。信仰给

了他力量，在狱中，他开始写作，创作了许多不朽的篇章。影片

以方志敏的视角来进行自述体叙事，伴随他的思绪，镜头不断

闪回穿插。方志敏的回忆与展望，构成了光影的意识流，如万

花筒般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狱中的方志敏也有反思和痛苦，他

为革命的暂时失败揪心，为战友的牺牲悲伤……但他没有沉湎

痛苦，他对未来之中国依然充满信心，“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

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

的真理”。

从《血沃中华》《可爱的中国》到《信仰者》，方志敏的影像书

写在不断丰富，英雄身上的红色基因不断得到开掘和表现。

唐诗才是《长安三万里》的真正主角。在《长安

三万里》之前经受住了市场检验的口碑国漫，多是故

事向的。本片虽从晚年高适的倒叙视角出发，讲述

了他和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群体的一生，却既

无意于雕琢深刻立体的李白形象，也无心追问诗人

广袤傲岸、天真凄寂的内心世界。168 分钟的超长

篇幅，全片在《将进酒》带领众诗人飞跃黄河、遨游太

虚时抵达高潮，遵循的却不是讲故事的逻辑，而是

诗歌的逻辑。至此，观众明了，影片的真正主角，不

是李白，而是那方苦心搭建的璀璨唐诗天地。影院

里的孩子们沉浸式地跟随人物台词一句句复诵出

声的，被一部国漫激活的，是独属于国人自己的唐

诗记忆。

《长安三万里》用较高水准的民族化视觉审美构

建大唐气象。李白的问道之路均由留白丰富、意蕴

深妙的水墨动画呈现。影片整体呈现出鲜明独特的

本土美学风格，画面多由青山、明月、仙鹤、梅花、水

雾、落日、溪涧、玉笛、刈麦、江雪等唐诗意象组合。

全片场景从洞庭湖畔的波光到黄鹤楼的酒肆，从古

色古香的长安街道到梁园的耕读日常，从扬州的桥

洞飞花到塞外的风雪驿站……塞北或江南，无不意

境高远。搭建场景的元素也多配以唐马、胡琴、书法

屏风、舞狮、大鼓等时代特质显著的丰富细节。语

言、画面、动作、思维习性，都和民族传统美学高度契

合。

大唐的繁华与人的失意互为表里，彼此映衬。

影片大抵做到了从人物生存环境和生活经历出发讲

故事。长安城还是初入时那商铺林立、川流不息的

长安，高适的眼睛却不再莹亮。一边是一日看尽长

安花的登科人，一边是失意抚枪、吃遍闭门羹的没落

贵族高三十五；扬州城梨花醉春色，将军却只能在家

中舞剑；陇西道上士兵发如白雪，将才郭子仪被严苛

的军规捆缚在雪中驿站；商人之子李白酒入豪肠，名

门将女裴十二手持快意长剑孑然傲立桥头，问道：男

子才华报国无门，女子呢？而所有这些点到即止的

故事和情绪，马上相逢、相悲问年、意气相倾、万户捣

衣、日暮乡关、碧溪夜弦、故里莺笑、飒沓流星、天地

逆旅……都如百川归海，被浩瀚唐诗拥入怀抱。长

安可以覆灭，大唐盛世也有大厦将倾的一天，但唐诗

将此间的精神、风骨、气韵一一留存，成为一个民族

千年不散、童叟能诵的文化印记。这才是“诗在，长

安就在”的真正意旨。

《长安三万里》以一种可复制的浪漫主义风格讲

述传统文化精粹，不同于故事向的《哪吒之魔童降

世》《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它的色彩、想象、创意、刺

激及情感强度都说明着这一点。此外，浪漫主义是

意志的拥护者，影片可以看作是创作者在现代语境

里对唐诗及唐诗诞生的时代的个性表达。诚然，该

片中有值得商榷的修改，如把杜甫身份修改为京兆

杜氏，把李杜相会的地点从洛阳移至长安，把高李交

恶的结局美化，但创作者的确遵循着鲜明清醒的现

代人的意志指引。于是，公主与歌姬、王侯与稚子被

等而视之，这目光里还不无反讽，比如高适和李白吃

的闭门羹，几乎是在权贵满京城的必然遭遇；进士崔

颢名震黄鹤楼，给他最好的加持却不是“白云千载空

悠悠”，而是六大世家之首的崔家出身。影片兼具恢

弘的浪漫和细腻的诗意，用诸多历史细节和优良的

动画技术勾勒出大唐盛景，引发了一轮互联网唐诗

热。网友高呼的“唐诗基因”，事实上是对影片富于

情感召唤力的表现形式的最好肯定。而相应的，这

个成熟动画制作技艺和民族风格能较好呈现的时代

文化面貌，可以是唐诗，自然也可以是宋词，是青铜

狞厉，是楚汉浪漫，是屈骚传统，是建安风骨，是魏晋

风流……从这个维度上说，《长安三万里》为中国动

画电影探寻到经受住市场检验的又一条可行路径。

民族的，才是国漫的真正出路。《长安三万里》的

民族视觉审美、元素已经到位，民族化的故事内核还

在探寻。毫无疑问，属于国漫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我

们无法定义这条路的长度。

探寻革探寻革命足迹命足迹 重温峥嵘岁月重温峥嵘岁月
———评党史文献纪录片—评党史文献纪录片《《从从瑞金出发瑞金出发》》

□□ 苏苏 勇勇

方志敏的
影像书写

□□ 周子强周子强

一杯敬唐诗 一杯敬国漫
□□ 周周 颖颖

微评论

革命英雄的回忆录、学者的陈述与佐证、现场

的红色文物讲述、历史场景的搬演再现等，多维的

叙述视角，让观众真切看见了“社会主义少年时期”

的样子……

“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从瑞金出发，

从共和国的摇篮出发，就是从我们共同的民族记忆

出发，翻开史册，让历史听见今天的回答，我们为何

出发、今后如何行得更远。

——刘 璇
《从瑞金出发》创作历时 3 年多，主创团队克

服了重重困难。撰稿组先后四易其稿；三个外拍

团队先后跨越十多个省，累计行程超过 2 万公里；

纪录片史料档案丰富，60%至 70%的内容从未公开

过……

大量扎实的史料挖掘、辛苦的实地考证、权威

的专家解读、生动的故事讲述等，带领观众回到了

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潘江婷
纪录片第二集呈现了土地革命的艰辛探索：

《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

《二七土地法》……其推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

瘦”等合理分配方法，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

惠，唱响了田野上的希望之歌。

今天，全社会吹响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号

角,擂响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鼓。在面对乡村

治理中的诸多挑战和困难时，我们同样可以从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实践中获得启示，如坚定

人民立场、实事求是等。

——刘经金
纪录片中有不少的片段，毛主席不是在调查的

途中，就是在去往调查的路上。

毛主席坦言他对富农问题没有全盘的了解，对

于商业问题也是个门外汉。为此，他开始走访寻乌

的大街小巷，与小贩、老农、学生等深入交谈。近

20 天里，毛主席的调查会白天开，晚上也开。调查

的内容被毛主席亲手记录下来，密密麻麻地写满了

几个大本子，最终完成了五章八万多字的《寻乌调

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深入调查，才

能准确了解实情，从而做出有利于人民和社会的决

断。

——徐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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