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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显示，
截至当日20时，电影《你好，李焕英》上映10
天累计票房突破40亿元，成为中国影史第六
部票房破40亿元的电影。截至目前，除了《复
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外，已有五部国产电
影票房超过40亿元。（2月21日《新京报》）

10天，40亿票房，目前还在一路飙升，
这个数字对于非专业导演出身的贾玲而
言，着实“过于显赫”了，显赫到连她自己也
完全出乎意料，不然就不可能放下“超 30
亿就瘦成闪电”这难以收场的狠话。

李焕英不是明星，不是网红，一个女儿
口中“打我有记忆，妈妈就是中年妇女的样
子”的再寻常不过的家庭主妇，一部电影的
功夫，便火成了“全民老妈”。放眼望去，满
网尽是“晒晒我家的李焕英”“相约回家看
看 李 焕 英 ”“ 每 人 心 中 都 有 一 个 李 焕
英”……的确，这电影有笑点、有泪点，有包
袱有梗有真情，但火到如此程度似乎总有
点让人不明就里。

故事情节更是简单，一句话就是“子欲
养而亲不待”的主题：女儿贾晓玲从小就没
让妈妈省过心，在妈妈遭遇意外车祸后，她
悲痛难言，意外穿越回到 1981 年，和年轻
时的妈妈李焕英相遇，成为好姐妹。贾晓玲
为妈妈抢电视机，智斗妈妈的对头王琴，帮
厂长儿子追李焕英……一切只是想让妈妈
再活一次的人生能过得好一些，然而没想
到的是，妈妈其实提前一步也穿越了回去，
但她没有戳破，而是默默配合着女儿……
即使重来一遍，妈妈依旧做了同样的选择。

然而就这么一部简单之作，却成功做
到了前半段让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狂
笑”，后半段让人难以自控地泪湿口罩，转
折与过渡十分自然，当贾玲因为嘴里含着
包子而口齿格外含混不清，边哭喊着“可是
我妈现在还不会缝啊”边狂奔的时候，观众
真的是笑着笑着就哭了。与许多“硬核”电
影不同，《你好，李焕英》讲述和触动的刚好
是屏幕内外的人心中最柔软的一块，这个
时代，时光似乎比任何时候更匆匆，裹挟在
这纷纭世事中的每一个人，都很难停下追
赶的脚步，也越来越体察到崔健歌中唱的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正因为
此，那些永恒不变的，简单真挚的情感更显
得弥足珍贵，比如母爱。

都知道，母爱是无私的、伟大的，为了
孩子付出一切在所不惜。只是，现如今，付出
一切简单，如何付出却不简单，眼见得身边
的人都在大步快跑，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被甩
在后头，几个当妈的又能保证自己不被带了
节奏？都说孩子做自己就好，可行动起来，却
变成了“你优秀我才高兴“你好我才好”。然
而片中的李焕英却心口如一地说到做到了

“我的女儿，我只要她健康快乐就好”。她只
要见到女儿就会情不自禁嘴角上扬抑或开
怀大笑，哪怕这个女儿从小拉裤兜，长大不
争气，她却依然能在有机会改变命运的时刻
毫不犹豫，坚持选择“爱就对了”。简单而纯
粹，深沉而浓烈，这大概就是李焕英成为“全
民老妈”代言人的主要原因吧。

简单而纯粹，也因此成为全片贯彻首
尾的基调，成了没有套路、不够成熟、技术
差事，“除了贾玲的真诚啥都没有”的《你
好，李焕英》火到不可收拾的真正原因。附
加越少，直抵人心的力量越强，我们需要真
情而不是煽情，真情能换真心，煽情只是一
种被套路的虚无。

最近依靠纯粹感情打动人心的作品不
少，比如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流金岁月》
和《山海情》，前者讲的是两个相知相伴多年
的闺蜜如何互相依靠、同面风雨，一起成熟
强大的故事，与《你好，李焕英》相似，都是落
脚在最细腻的情感，如果说母亲人人有，遗
憾处处在的话，这种姐妹般的友情更是可遇
不可求，也因此而让人有了于无声处听惊雷
的心动。《山海情》则火爆得更加意外，因为
讲述的是脱贫攻坚的故事，并不是容易收视
讨喜的题材，全剧甚至没有一个“完美主人
公”，却因为实诚、通透，呈现出有“血肉感”
的人物群像。都说创作要接地气，用真心，以
情动人，落到实处却是如此地细碎与平凡。

也有同期遭遇滑铁卢的大剧大片，“牛
气”制作方，流量担当演员，长镜头、反转、
多线叙述……一通技术含量满满的高级操
作，结果却是观众并不买账。毕竟谁也不
傻，没有人愿意被当韭菜一茬接一茬收割，
硬广植入，网剧客串，续作彩蛋，套路终究
是套路，时间长了，“圈钱”俩字写脸上的自
会败下阵来。都说“李焕英现象”不好复制，
因为不是谁都有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但
是电影预热时，贾玲说了句话挺到位，“我
把心掏出来了。”比五毛特技更可怕的是半
吊子用心，只要你也肯对观众贴心扒肺，票
房、认可、喜爱度，努一努力总会有的。就像
贾玲同行岳云鹏点评《你好，李焕英》小品
时说的那样：“好的作品，它没有在挠你，没
有在抓你，它就是慢慢地刺你的心。”

演戏，做人，简单一点，追求纯粹，这就
对了。

一

第一次知道“抗大”（中国人
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
是在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的前
南峪村。该村位于太行山深处，
距邢台市区六十多公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跟
随一位作家，去采访当选全国劳
模不久的前南峪村党支部书记
郭成志。谈话中，他多次提到抗
大，说到激动处，一双明亮的眸
子里闪烁着兴奋，感慨道：“要说
我和我们村乡亲们这么干的动
力在哪儿，是因为抗大总部在这
里驻扎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就
是‘抗大精神’，是我们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打个
比方说，我们村的泥土和井水，
都还散发着抗大的气味，已经滋
润到我们骨子里了，所以个个干
劲十足、不怕吃苦……”

此时的前南峪，已经在河北
省甚至全国闻名了。按郭成志的
介绍，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南
峪人在“抗大精神”的鼓舞下，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几十年如一
日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人民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午后，阳光明媚，峰峦叠嶂
的太行山层林尽染。

郭成志领着我们，先来到坐
落在村头的抗大纪念碑。纪念碑
是 1986 年由村民们自愿筹资兴
建的，在前南峪人眼里，纪念碑
和前面的小广场是一块圣土，收
获季节，用地再紧张也不会用作
打麦和晾晒场；雪落时分，这里
肯定被最先打扫得干干净净。多
年来，纪念碑似乎已嬗变为前南
峪人的精神图腾。

接着，我们沿着后山脚下保
留的老街巷，踏着石板路，去了
抗大在这里办学时师生们曾经
居住过的老房子。有领导人的故
居，也有学员们的宿舍，大多是
石头砌成的小院落，房顶铺着绛
红色的石板，有不少经过修缮
了。尽管显得沧桑，但干净、整
洁，令人肃然起敬。

1940年11月4日，抗大总校
历经千难万险，从延安辗转迁至
邢台县浆水镇一带，校部办公地
点设在前南峪村，一直到1943年
1 月才重新返回延安，历时两年
零两个月。五千余师生分散在附
近几十个村庄里驻防，可以说家
家住学员，户户是房东。学校由副
校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政治
部主任张际春主持日常工作。这
里是抗大在敌后区驻留时间最
长的地方，创下了教学条件最差
但教学内容最丰富、毕业学员人
数最多等几项“抗大之最”。抗大
在这里先后培养了六、七、八共三
期学员，共计八千余人，其中，仅
1955 年被授衔的将军就有百余
人。还指导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
创办分校十余所，培养了二十余
万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抗大在
前南峪期间，有两个意义深远、影
响重大的事件：一是1941年6月
1日总校在前南峪隆重举行抗大
建校五周年庆祝活动；二是胜利
反击日寇“五月拉网大扫荡”，毛
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
志给抗大总校发来贺电，祝贺这
一重大胜利。

在前南峪，至今仍保留有当

年抗大的户外课堂。当时条件虽
然艰苦，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高
涨。上课没有教室，夏天就在树荫
下，冬天就到牛羊圈里；没有桌
凳，就用石头、背包当凳子，两膝
当课桌；没有钢笔，就把子弹壳和
敌人用过的罐头筒铁皮磨尖，或
把庄稼秆儿削尖当笔用……在
课堂上学军事、学文化，课余时
间，学员就坐在桥上，面对着青山
绿水进行赛诗歌、写对子等多种
文娱活动来丰富业余生活。

郭成志还讲述了他父亲与
抗大的一段往事——

抗大来到村里时，郭成志的
父亲是我党的一名地下交通员。
抗大副校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
工就住在他家不远处。父亲经常
给郭成志讲述关于抗大的故事，
山前山后的河滩里，都是抗大学
员们的操场、靶场和演习场。训
练之余，学员们帮村里人挑水扫
院，铡草喂猪，农忙时抢收抢种。
后来，郭成志出生后，父亲曾领
着童年的他，在村中徜徉着向他
讲述那些历历在目的并不算太
遥远的抗大故事。郭成志一直不
曾忘怀父亲经常拍着他的小脑
袋对他说过的话：抗大在咱这
时，不管是官还是兵，都是世界
上最好的人，朴素、实在，一点架
子也没有，对谁都那么亲。有这
样的好人，没有带不好的兵，没
有打不赢的仗！以后你做人，就
要做这样的好人。要是你以后能
有个一官半职，不管官儿是大是
小，都不要叫苦，也不要怕死，一
定当个对老百姓亲，对老百姓好
的官儿！

“抗大精神”熏染了前南峪
人，父亲又以言传身教自幼打磨
出了郭成志这块红色的“坯子”。
所谓“什么种子发什么芽儿”，也
许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郭成志从抗大那里
继承下来的精神、气概和毅力。

于是，我终于明白了，前南
峪村在老支书郭成志的带领下，
之所以脱贫致富成为邢台太行
山区的一颗明珠，一面旗帜，是
因为抗大遗留在这里的种子发
了芽、结了果。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抗大
精神”像阳光和雨露，历久弥新，
依然在哺育和滋养着这里的山川
大地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田。

二

前南峪村富了，有钱了。
富了的前南峪，要为给予他

们精神营养的抗大树碑立传，建
造一座陈列馆，使其精神永驻，
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人类的幸
福生活而奋斗。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
列馆”选址在村子的南山坡上，
北望蜿蜒的河流，南靠巍峨的太
行山。从 1997 年春天奠基，于
1999年春天竣工，他们先期投资
一百五十多万元，之后在各级政
府支持下，又陆续投资一百余万
元。陈列馆门楣镶嵌着杨成武上
将题写的匾额，馆内由序厅、主
题厅和西展厅三部分组成。序厅
中央的黑色花岗岩卧碑上，镌刻
着金色的前言。毛泽东主席为抗
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
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尤其引人注目。迎面墙壁上，悬
挂着抗大校旗和抗大校门照片。
东、西墙壁上，分别为八路军军
歌和抗大校歌。主题展厅分四部
分，以大量的文物、照片、图表等
再现了抗大当年的学习与战斗
生活。

陈列馆前方的大型广场由
三部分组成：抗大花园、拱桥和喷
水池。拱桥宽三十米，直接从广场
通到抗大陈列馆，取名“瞻红桥”，
意思是“瞻仰红色抗大之桥”。

从此，一座全面反映抗大校
史的陈列馆依山挺立在前南峪
村南，威武而雄壮，年接待量达
百万人次。

抗大陈列馆、抗大纪念碑、
抗大旧址三处标志性建筑，被中
共中央宣传部列为“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被中央军委命名
为“国防教育基地”，国防大学

“现地教育基地”。
现在，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

心情，在陈列馆里凝望着这些当
年抗大办学时的实物，还有那一
幅幅老照片，身边仿佛活跃着那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看他们如何
在这里百炼成钢，耳畔似乎回响
起那首1937年由凯丰作词、吕骥
作曲，充满蓬勃青春活力和豪迈
革命气概的《抗日军政大学校
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
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
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
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
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
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
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
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
是劳动者的先锋！”

走出陈列馆，天寒地冻，一
阵冷风袭来，我不由打了个寒噤。

记不清是多少次来前南峪，
来抗大陈列馆，又有多少次和郭
成志书记见面畅谈了。

但这一次，我的心如同这个
隆冬一样格外冰凉：半年前，郭
成志去世了……

当我接到电话，听到这个噩
耗时，我的眼睛立刻湿润了，至
今我都不肯删掉他的电话号码。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
的传统。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郭
成志，正是“抗大校歌”中这两句
歌词的忠实践行者。

郭成志虽然去世了，但传递
抗大精神的抗大陈列馆却巍然
屹立起来，与“前南峪生态旅游
区”遥相辉映，闪耀在巍巍太行
山上。

站在陈列馆门前高大的台
阶上，眺望西北方的前南峪，尽
管是肃杀的冬天，但村子以及周
边的太行山，依然是绿色葱茏，
春意盎然。

是啊！面前所有的一切，都
凝聚着郭成志和千千万万前南
峪人“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劳
动者先锋”的“抗大精神”，这一
片土地所在的地方，以及万物生
长的每个细节里，都洇透着“抗
大精神”的红色基因。

从 2000 年 3 月开始，郭成
志便开始谋划与陈列馆一脉相
承的“绿色生态建设”，拆除污

染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再造
秀美山川”，至2005年6月此项
工程完成。其中人文景观和自
然景观达一百八十多处，共分
十大景区，即：抗大观瞻区、
生态观光区、化山揽胜区、川
林果园区、九龙峡景区、三支
锅景区和大石岩景区等，来这
里游历，是一场真正的“红色
之旅、生态之旅、绿色之旅、
文化之旅、科普之旅、体验之
旅、艺术之旅、探索之旅”。当
年，仅门票收入一项，就进账
二百二十余万元，带动其他经
济收益六百余万元。这里也成
为首批“全国百个红色旅游景
区”和“河北省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之一。

因为“抗大”，前南峪不断实
现跨越式发展，也可以说“抗大”
像酵母，将前南峪催发得不断壮
大，越来越兴旺，越来越美好。

没有“抗大驻村”的红色资
源，也许，就没有前南峪今天的
辉煌。

当然，“抗大精神”不只哺育
了郭成志和前南峪，还有被称为

“太行新愚公”的李保国，以及西
部太行山地区千万个致力于当
地“脱贫攻坚”的劳动者。

他们在“抗大精神”的鼓舞
和激励下，把这里建设成了“太
行山最绿的地方”。

三

如今，全国有不计其数的革
命老区，抗战时期的纪念设施和
遗址也很多，各有各的特色，但
抗大陈列馆的与众不同之处，或
者说最鲜明的特点在哪里呢？

“不但牢记历史，更重要的
是展望未来。”抗大陈列馆馆长杨
树目光坚毅，顿了顿说，“抗大在
前南峪村和浆水镇的历史意义，
是与其他红色基因有着重要区
别的。那就是，抗大在这里解决了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的问题，这一点具有深
远的现实意义。在如今的社会主
义新时代，怎样立德树人，培养合
格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是当务之
急。我们眼下要做的，就是充分挖
掘红色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现实
价值，让大家热爱家乡，建设家
乡，为乡村振兴助力提气。”

杨馆长的这番话让人深思，
她提出了当今这类红色场馆的
管理和利用问题：是守着场馆，
为展而览，像一般旅游景点那
样，仅仅让人参观、浏览、瞻仰、
缅怀先烈、回顾光辉业绩；还是
面向未来，让革命先贤的精神和
意志，像血液那样传承到当代人
尤其是青少年身上，点燃起干事
创业的激情？

这种思考，让人眼前一亮，
也为之一振。

她接着感慨道：“在这方面，
我们有最生动的例子啊！比如郭
（指郭成志）书记，李（指李保国）
教授，他们都是在发扬抗大‘艰
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才为
山区建设鞠躬尽瘁的。陈列馆的
职责和任务以及发展方向，是要
引导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传承
红色基因，成为建设祖国的先锋
和模范。”

是啊，抗大在缺吃少穿，没
有住房，又有敌人封锁、围剿，经
常打仗，随时转移，流动性非常大
的情况下，为我党培养了那么多
德才兼备的军政骨干，分布到全
国各个角落。不仅八路军、新四军
有抗大学员，几乎所有根据地，一
切革命烈火燃烧的地方，都有抗
大学员的足迹。可以说，抗大的革
命“火种”撒遍了全中国。

抗大在前南峪和浆水的战
斗历程，铭刻着党和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巨大功绩，抗大的
光辉业绩将作为历史的里程碑，
永远载入史册，抗大与太行山区
人民结成的战斗友谊和鱼水深
情将万古长青。

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将“抗
大精神”留在了前南峪，留在了
浆水，留在了太行山上。

“‘让革命熔炉的火焰代代
相传’，是齐心老妈妈代表抗大
老学员为我馆的题词，也是对我
们的叮咛，我们要按她的嘱托，
传好这个接力棒。”杨树庄重地
说，“所以，我们感到责任重大，
压力也大。”

“那么，这几年陈列馆是怎
么做的呢？”

“还是那句话，铭记历史，面
向未来。”

于是，经过集思广益，陈列
馆的工作分成两步走。

第一步：鉴史。为抢救性深
挖细掘抗大史料，陈列馆从2016
年开始，组成精干的采访小分
队，辗转北京、上海、江苏、湖北、
辽宁、黑龙江等地，行程数万公
里，采访了向守志、吴因、张书琴
等多位抗大老学员以及本地老
党员、老房东，拍摄视频资料七
十多小时，整理珍贵的口述史料
近百万字，并计划编纂出版。还
组织优秀讲解员，深入乡村、学
校、军营等地，讲述抗大在这里
生活、学习和战斗的故事。

第二步：明志。从 2020 年 4
月开始，陈列馆的相关人员重点
围绕安庄村、寨上村、八里丈村、
西坪村等九个抗大旧址村，推动
实施抗大红色文化共建共享工
程。各个抗大旧址村设计闭环式
的观瞻线路，彼此互通，串珠成
链。如今，以前南峪为核心并逐
步向周边村庄延伸的抗大纪念
场馆和遗迹建筑群，业已形成了
全方位的红色文化教育格局。为
此，陈列馆发动多方力量多次组
织青年学生，重走“抗大学员驻
村点”的“小长征”，让他们重温
革命历史，在新时代里焕发青春
活力，绽放激情。

现在，请允许我们将目光越
过漫漫的历史记忆之路，粗略地
审视抗大在前南峪村和浆水镇
这段经历以及由此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巨变，还有那些正在潜移
默化的文化和观念，来思考和品
味，在这个世界上，究竟什么才
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

请相信，抗大陈列馆辐射出
的万丈光芒，会锻造出更多的郭
成志和李保国，也会催生出更多
类似于前南峪的村庄，“抗大精
神”不但照耀着太行山，也会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本版图片由抗大陈列馆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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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精神”耀太行
□贾兴安

要说我和我们村乡亲们这么干的动力在哪儿，是因为抗大总部在这里驻扎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

我们的宝贵财富，也就是“抗大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打个比方说，我们村的泥土和井

水，都还散发着抗大的气味，已经滋润到我们骨子里了，所以个个干劲十足、不怕吃苦……

——前南峪村老书记郭成志

“寻访抗战遗迹 传承爱国精神”系列报道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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