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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张靖仪）“京剧为
媒，传承信仰。”7月26日，由萧锋执
导的京剧电影《红军故事》在京首
映。该片由《半截皮带》《半条棉
被》《军需处长》3个板块组合而成，
展现了长征路上红军历经千难万
险，坚守革命信仰的崇高精神。

2018年，京剧《红军故事》作
为国家京剧院重点剧目搬上舞台。
国家京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亚
峰表示，该片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
众多感人故事的一部分，彰显了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军坚定理想
信念，克服困难，不怕牺牲，与人
民同甘共苦一条心的精神，“我们
希望此次通过大银幕，将这样的伟
大精神赓续传承下去。”

说到影片拍摄过程，国家京剧
院艺术总监袁慧琴表示，国家京剧
院的艺术风格是推陈出新，艺术宗
旨是守正创新。虽然现代戏具有
一定的创作难度，但通过《红军故
事》这出戏和这部影片，也推出了
京剧院青年演员里的优秀人才。

一些专家观片后对 《红军故
事》 的形式创新和艺术价值给予
了肯定，认为这部影片是用传统
艺术表现和传承红军精神的一次
有意义的尝试。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仲呈祥说：“ 《红军故事》 起
到了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为时代明德的重要的艺术功能。
影片在京剧艺术与电影艺术的结
合上做出了探索。”

把伟大历程镌刻于壮丽画卷。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美术作品展
览”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
出，以丹青笔墨再现中国共产党百
年风华，描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壮阔征程。

丹青写形更铸魂。这些饱含
深情的作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史的视觉叙事，也是中国共
产 党 团 结 带 领 中 国 人 民 前 赴 后
继、英勇奋斗、砥砺前行的精神
风貌的生动写照。

当美术工作者交出一份份优异
的答卷时，新的赶考之路已开启。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
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
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
繁荣兴盛。这其中，美术事业应有
大贡献，美术工作者必定大有可
为。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美术工作者应赓续红色血脉，
肩负起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的
使命担当，着力刻画党和人民的精
神谱系。

弘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是中国美术事业继往开来的根
基和底气。中国美术历史悠久，文
脉深厚。进入 20 世纪，五四新文
化运动掀起的文艺新潮，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国
美术全新的发展历程。在党的领
导下，一代代美术家肩负历史使

命，把握时代脉搏，成就了一批
具有民族气派、史诗气质的经典
作品。无论是表现中华民族在抗
日救亡图存中强烈的反抗精神和
革命意志的 《怒吼吧，中国！》，还
是展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热火朝天建
设场景的《大庆工人无冬天》，抑或
是抒写一代中国人开拓进取、埋头
苦干精神的《开荒牛》，还有艺术再
现脱贫攻坚暖心场景的《暖心——
十 八 洞 村 贫 困 户 精 准 识 别 公 示
会》，都体现出中国美术与时代同
行，与人民同心，与党的事业发展
同频共振的特质和传统。笔墨当随
新时代。广大美术工作者应当进一
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把艺术理
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把表现
伟大的建党精神作为重要课题，继
续书写和记录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为奋进新征程鼓与呼。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
就是人民的文艺。中国的美术事
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艺术创作的画笔，一旦
对准了千千万万人民大众，时代的
画卷就格外生动。胡一川的《到前
线去》、刘文西的《祖孙四代》、罗中
立的《父亲》……在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美术工作者让
一个个鲜活的“人民形象”跃然纸
上，成为大众心中“人民”的图像记
忆。中共十八大以来，更多美术工
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
情、用功描绘人民新生活，展现人民
新风貌。《烈焰青春》中的青年消防
员、《最美太湖水》中的科技人员、

《冬去春来》中的抗疫群像……勾勒

出新时代的人民形象。时代是出卷
人，人民是阅卷人。美术工作者应
当沉下心，俯下身，坚守初心，摒
弃浮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
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自觉做好
新时代的答卷人。

开创未来，还应推出更多精品
力作，努力攀登美术高峰。百年中
国美术诞生了一大批大家名家，留
下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为中
华文艺增添了华彩篇章。不可否认
的是，美术界依然存在浮躁之风，
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

“高峰”等现象。中共十八大以
来，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国家
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建党 100 周
年主题雕塑工程”和“不忘初心 继
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相继
实施，促进了创作的提升和人才的
培养。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创作迸
发活力，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
更加强劲。如何实现创作的思想价
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如何在继承
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艺术创新，
如何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传得开、留得下的时代佳
作，还需要美术工作者进一步思考
并以实践回应。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奋斗。新征程的画卷
已经铺开，新的伟大实践正在进
行。美术工作者当有信心、有决
心、有能力开创中国美术事业繁荣
发展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接续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凝心聚力！

笔者：饰演焦裕禄之前，焦裕禄
在您眼中是一个怎样的人？

郭晓东：最早接触到焦裕禄这个
名字，是小时候在连环画和教科书
上。那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
人民公仆，一位英雄，有爱、有担
当、有责任感，充满力量。这么多年
来，这个印象在我心里从没有改变。
他是我们的精神榜样。

笔者：您认为影片出品方为什么
选择您来饰演焦裕禄？

郭晓东：找我演焦裕禄，我一点
也不感到意外。首先因为我们都是山
东人，而且我也经历过很艰苦的岁
月，特别懂得艰苦岁月当中温暖和坚
持的可贵。其次，可能因为我的性格
中也有和焦裕禄相似的一方面，就是

“轴”，其实这是一种坚持不懈、不达
目的不罢休的态度。焦裕禄说：“我如
果不改变兰考的面貌，绝不离开那
里。”我理解这种“轴”，我懂他。我
要通过我的形体、思维，我所能调动
的全部身心，去诠释好焦裕禄的形象。

笔者：这部影片也表现了焦裕禄
对母亲和妻子、孩子浓浓的亲情与
爱，尤其是焦裕禄在雪中向母亲磕头
道别的场景，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您对影片中诠释亲情与孝道的这一场
景有怎样的感受？

郭晓东：我至今不忍心再去回顾
那个情浓意重的瞬间。我特别理解焦
裕禄对母亲和妻儿的爱。我们常说

“百善孝为先”，焦裕禄出生于山东淄
博，那里孝文化源远流长。他在这样
的环境中长大，对“孝”比别人看得

更重，他也更孝顺。虽然因为忙于工
作，他忠孝不能两全，但是在生命的
最后岁月里，他用实际行动表达了他
对母亲的孝和爱，也感受到了母爱。
这种母子情非常动人。

笔者：电影中焦裕禄的故事发生
在六七十年前，如今拍摄这部影片，
您认为适合什么年龄段的人看？现在
我们为什么依然要弘扬焦裕禄精神？

郭晓东：这部电影适合每个年代
的人看。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党的干部
为国为民努力奋斗的故事。中华民族
上下五千年，始终都有这样的奋斗者
前赴后继。只要大家走进影院，都会
从影片中获得不一样的认知，感受到
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

焦裕禄经常讲：“做人讲感情，做事
讲担当。”今天来到兰考，到处是枝繁叶
茂的大树和高楼大厦，百姓生活安宁祥
和。这时你就知道，我们如今能够拥有
美好生活，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焦裕
禄这样的人为我们遮风挡雨，保驾护
航。焦裕禄精神应当永久传承下去。

笔者：饰演焦裕禄这一角色，在您
个人的演艺生涯中有着怎样的意义？

郭晓东：拍摄这部电影，是对我
的一次精神洗礼。我经常想，既然有
机会饰演我的精神偶像，就应该让自
己向他靠拢，以后要以焦裕禄为榜样
严格要求自己。饰演焦裕禄，我很荣
幸，但是也有一定压力。压力是指，
我以后不仅是我本人，我还有一个名
字，就是焦裕禄。我更要履行演员这
个职业赋予我的社会责任，努力肩负
起传承焦裕禄精神的使命。

本报电（记者赖睿） 民革中央
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仪式日前在
中国美术馆举行。据悉，本次捐赠
的 9 件精品画作来源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6 日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暨第二
届‘香凝如故’全国美术作品展”。
这些作品描绘了祖国各地的大好河
山、风土人情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
活，展现了砥砺奋进、健康向上的
时代精神。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
早在 2018 年何香凝诞辰 140 周年之
际，中国美术馆就举办了第一届

“香凝如故”全国美术作品展，汇聚

民革中央等单位收藏的何香凝、孙
中山等革命前辈艺术真迹以及为展
览主题创作和征集的精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李济
深、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创建于 1948
年1月1日。吴为山为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馆创作的《共商国是——第一
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雕中，
他们的光辉形象都有呈现。

民革早期领导人何香凝曾任中
国美术家协会第二届主席，为新中国
美术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此
外，民革还有柳亚子、董寿平、许麟庐
等一大批艺术造诣精深、社会影响广
泛、德艺双馨的书画艺术大家。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在高楼大
厦间，有612处红色旧址、遗址和纪
念设施，保存着革命先烈的精神血
脉，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是
中国人民为了民族解放和复兴而上
下求索，铭刻在大地上的永久纪念。

以这些红色资源为立足点，由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上海广播
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作的大型文献
纪录片《诞生地》，作为“理想照耀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纪录片展播作
品，日前在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东
方卫视、新闻综合频道、纪实人文
频道以及百视通、百视 TV 等新媒

体平台播出，取得良好反响。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司长

马黎说：“《诞生地》堪称优质题材
资源与优秀创作团队结合的一个
良好示范，彰显了上海作为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地、马克思主义重要
传播地的深厚历史底蕴。”

这部纪录片共 5 集，每集 50 分

钟，分别以“就叫共产党”“勃勃有
生气的青年”“到工人中间去”“为
着解放的新文化”和“不能忘却的
纪念”为题，将实地寻访、权威采
访与城市历史影像相结合，在人
物、事件与地点的自然勾连中还原
历史踪迹，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诞生在上海”这一重大问题。
总导演朱宏说：“纪录片的本质是关
于人的影像。《诞生地》每一集都有
少则 4至 5位、多则 6至 7位主要人
物，我们做了大量功课，每个人物
都注重故事化、人格化讲述。”片中
一个个简约精巧又笔触细腻的故
事，使革命先辈坚守理想、不畏牺
牲的品格得以立体展现，既具有波
澜壮阔的崇高美，又有日常生活的
烟火气。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徐建刚认为，这部纪录片通过
对史料的新挖掘、对中共革命历史
的新认识、对历史人物的新评价，
把内容做出了新意，做到了把理讲
清、把事讲明、把人讲活。

《诞生地》带领观众重返上海历
史深处，把红色记忆作为一种文化
认同和创造力，使上海的城市文化
形象更加厚重，重构了城市的文化
时空。北京大学教授俞虹说，这部
纪录片用真实的力量、细节的力
量、平实的力量，严肃而认真地回
答了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问、
学术之问、人民之问。

新长征路上，文化何为⑥新长征路上，文化何为⑥

笔墨当随新时代
赖 睿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出品方供图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出品方供图

展现亲情大爱
诠释人民公仆

——对话《我的父亲焦裕禄》主演郭晓东

李欣桐 苗 春

日前，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在北京首映。影片根据
焦裕禄女儿焦守云的口述回忆录改编拍摄，郭晓东凭借纯熟
自然的演技，演活了一位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
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干部楷模，也塑造了一位父亲、丈
夫、儿子的感人形象。谈到自己是如何扮演焦裕禄的，郭晓
东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声音温和而坚定。

郭晓东在影片《我的父亲焦裕禄》中扮演焦裕禄。 出品方供图

民革中央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画作

京剧电影《红军故事》首映

京剧电影《红军故事》剧照。 出品方供图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乡文化的融合，跳广场舞成了苗家
女的新时尚。图为 7月 24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红
水乡良双村，苗家女跳起了广场舞。 龙 涛摄 （人民图片）

图片新闻 苗家女喜跳广场舞

铭刻在大地上铭刻在大地上的永久纪念的永久纪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苗苗 春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