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是变革，是革故鼎新，是被压迫
阶级觉醒后的勇敢抗争。革命者胸怀坚定信
念、肩负崇高使命，是不计个人得失、勇于
牺牲自我的人，是唤醒民众奋起反抗的先
驱，是引领民众投身正义的志士。《革命
者》这部电影从片名“革命者”就营造了强
烈的感染力和巨大的吸引力，片中的每一句
台词、每一个镜头都让人心潮澎湃、热血
沸腾。

《革命者》 不仅是一部艺术佳作，也是
一部思想深刻、真实感人的党史教科书，是
对早期党史的影像回放和情景再现，为我们
描绘了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如磐的初心、纯洁
的党性和代表中国革命方向的先进文化。

影片以李大钊英勇就义前的38小时为故
事主轴，生动还原了1912年到1927年那段拯
救民族危亡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演绎了一代
伟人革命人生的精彩传奇，展示了革命先驱
投身中国革命、探索中国道路的赤诚之心，充
满了历史的厚重和人性的温暖。片中的李大
钊不仅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形象，
也有文人教授、人夫人父的道德情操和人格
魅力，透露着艺术的饱满质感，彰显着文化的
无穷力量。影片以常见的故事情节、拍摄技巧
在刻画人物形象、解读历史背景的同时，还巧
妙地运用插叙、隐喻、旁白等多种艺术手法解
构时局，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产生一种身临
其境的感觉，真实感受革命的艰难危险，亲眼
目睹革命者的无私无畏，用心体悟革命事业
光明无限的美好前景。

正因其艰难危险，方知初心之未泯。影

片的视觉表达以黑色为主，昏暗的牢房、深
夜的矿区、灰色的街道，特别是李大钊行刑
前的黑白画面，对观众造成极大的视觉冲击
和情感压抑。在这种色彩背景之下，是李大
钊高喊的“这就是他们赐予我们的未来，但
绝不是我们的未来”“反抗，斗争，革命，
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深沉的画面、灵魂的
追问，生动再现了我们党因反
抗阶级压迫、实现人民幸福而
诞生的艰难背景。

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团结
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革命斗
争、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使命
的过程。这个过程筚路蓝缕，
危机四伏，充满艰辛。而愈是
艰难危险，就愈加彰显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
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
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
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我们
伟大事业的基础、伟大革命的开端乃至伟大
建党精神，正是源于李大钊那一批早期共产
党人的声声呐喊与勇敢牺牲。

正因其无私无畏，才彰显党性之纯洁。李
大钊入狱后，党组织一直在设法营救，但在大
革命失败的前夜，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
至暗时刻，李大钊从容镇定，视死如归。他曾
掷地有声地说：“我们今天流的血，都是为了
让孩子们能有更好的未来。”“我只不过是个

中间人，我从黑暗中反叛而来，却不属于未来
的光明之地。”“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麻
木的人，能够让活着的同志们更加奋勇地前
进，我可以去死，我应该去死。”共产党人革命
的动机、革命的目的，在这一段段沉着的对话
和平静的独白之中，高高地矗立在天地之间。
这样感人至深的语言，是对革命者力量的生

动注解，是对纯洁党性的完美诠
释。影片对李大钊心路历程的深
情刻画，也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
艺术概括。

正因其前景无限，愈呈文化
之先进。影片用李大钊的坚定信
仰和崇高理想，呈现出革命事业
的美好前景。李大钊说：“我的脚
踏在黑暗和光明的交锋处上，或
许有一天黑暗会把我吞噬。可是
为了你们，为了你们能走向光
明，拥抱光明，我愿意去直面黑
暗，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阳光
会普照整片中国大地！我坚信！”

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坚信，“为天下人谋幸福，
才是真正的大事”。他们在中国播下马克思主
义真理，是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火
种”。在影片的黑色基调中，一片片红色从零
散、断续到大片出现，既昭示着中国革命的如
火如荼，也点燃了观众的热血激情。影片结
尾，革命先驱对中国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的
呼喊响彻云霄：“让我们铭记此刻，未来可期，
中国可期！”

信仰和理想源于文化。正是有了先进文

化的指引，才有了精神力量和价值追求，才
有了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我们党从成
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
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
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
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
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这是党的文化根基，充满了价值取
向、家国情怀和人类理想的光芒。文化的先
进，决定了奋斗目标的伟大。奋斗目标的伟
大，又使得奋斗历程积淀形成了先进的文
化。党的百年历史，正是共产党人高举马克
思主义伟大旗帜奋勇前进，在波澜壮阔的革
命实践中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绚丽多彩的伟
大社会现实和先进社会文化。

百年风华正茂，奋斗正当其时。回首党
可歌可泣的恢弘诗篇，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变
革、民族进步、国家自强的拼搏轨迹，仰望
的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高高矗立的一座座
精神丰碑、思想丰碑，感悟的是坚定信念的
伟力。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为时代服务的，
都应该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努力
成为接续事业的中坚力量。站在“两个一百
年”的历史交汇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们必须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
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崇高理
想代代传承。

□朱延嵩

四川作家罗伟章的最新力作 《谁在敲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 4月出版） 是一
部具有史诗般品格的长篇小说。小说中随时出
现的“清溪河”，滋养孕育了两岸儿女，也在
作者平静的语调下缓缓奔流，裹挟着各类人物
的命运，终结父辈的时代，展开新的历史
画卷。

小说以“父亲的病”为导火索，采用定向
爆破的叙事方式，将子女们的内心世界逐一炸
裂。从得知父亲住院时的张皇失措，到病房陪
护时的手忙脚乱，从选择放弃时的迫不得已，
到直面父亲去世时的追悔莫及，各种复杂微妙
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同的悲痛和
不同的难处，凝练成对生死、道德、人性的感
慨与叩问。

小说中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无论是
小说中的灵魂人物——大姐夫妇，还是配角灰
狗儿、喜鹊等，众多人物的身后都有耐人寻味
的故事，凸显他们鲜明的个性。人物的一言一
行，构成了一幅逼真的农村众生百态图：大姐
许春红性格泼辣，面对强势的村支书丈夫也从
不嘴软。可她又是那样的善良，对于亲侄子诱
骗姑娘的行径揭穿不误。她能接受昔日风光无

限的丈夫成为阶下囚的事实，却不能面对文明
户的红灯笼被摘下的耻辱……大姐夫李光文是
个有能力有抱负的村干部，为李家岩村的发展
和村民致富倾注了许多心血。可他也有不为人
知的另一面，其中的是非功过
又如何评说呢？四喜的招摇撞
骗、二哥二嫂的自私自利、李
志的玩世不恭等，都通过作者
那 平 静 的 叙 述 ， 走 进 了 读 者
内心。

小说的地域特色让人感触
乡愁。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必
以生养自己的土地为丰富的创
作源泉。沈从文的湘西、莫言
的高密、陈忠实的白鹿原无不
如 此 。 在 罗 伟 章 的 这 部 小 说
中，从方言、习俗到饮食文化
等，都有鲜明的巴蜀特色。父
亲出殡时的一整套流程，在喧
嚣与热闹的场景下，反映出当
地白事的繁琐复杂。家乡的山麓、河流、房
屋、牲畜都能勾起童年难忘的回忆。当地“巴
文化”历史的挖掘，也催生恋乡的情感。在小
说中不止一次提到的“落寂”之感，根本在于
家乡的人和物的变化。尽管罗伟章说，他的小

说突破群体和地域限制，只是反映人的日常，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农业和农村生活的熟
悉，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乡愁的韵味。

小说的时代特征使其厚重大气。《谁在敲
门》近乎零度写作，在娓娓道来
中难免有一些琐碎和冗长，但它
紧扣时代的脉搏，生动展现了扶
贫搬迁、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
时代主题。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
今天，农村的耕种状况、农民的
现实情况、地域的开发利用情
况、中国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的运行状况等，都尽数扫描在小
说的宏阔视野下。小说点明了农
业文明的根本所在，让人意识到
重视农业、保护耕地等现实问题
的重要性。这样的题材作品注定
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重要
意义。

李美皆教授说：“阅读罗伟
章的小说，也许你不会那么愉悦，但文学的价
值与力道就在这种不愉悦中实现。”《谁在敲
门》 这部小说的结局，可能会让读者深感失
落，可在仔细回味中会发现，这就是人生，这
就是生活。

让河流缓缓流淌 ——评罗伟章长篇小说《谁在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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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蜕变与希望

□周思明

21世纪融媒体时代，新诗写作发生了明显
的蜕变：有的面目全非，令人瞠目；有的自我把
玩，令人疏远；有的封闭晦涩，令人猜谜；有的把
写诗当成了行为艺术与作秀活动。这些现象，不
但成为人们关于文学观念和诗歌功能新的打开
方式，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体诗歌写作环境，使得
因个体狂欢形成的大众娱乐成为诗歌存在的理
由，这也是如今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甚至许多
人已经不再读诗的客观原因所在。

这不禁让我们怀念起新诗的缔造者艾青
等人。艾青们的新诗写作，可划归现实主义与
现代主义的糅合。从艾青、臧克家、北岛、舒婷
等人的诗作文本上，仍可看出杜甫、李白等古
代诗人的传承。以方法论，他们的诗歌自然采
用了多元方法，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
的，后现代解构主义等也在其列。而以个性
论，他们的诗也颇具个体自我的辨识度，一个
诗人是否成熟，是否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一
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其是否具有自己的个性。
读艾青们的诗，私以为具备了这些要素，这也
是新诗的不竭生命力和希望所在。

以艾青为例，他创作的《大堰河——我的
保姆》《北方》《向太阳》《黎明的通知》《归来的
歌》《雪莲》等作品，朴实、亲切、自然、深沉，带
有浓厚的悲悯意识和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
在遍地抗日烽火中，他为战争年代人民英雄
的斗争和牺牲精神所感染，高涨的创作热情
催生了《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
的通知》等多部诗集。这些诗集，起到了“团结
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
用，它们倾诉民族的苦难，歌颂人民的抗争，

渗透时代的气氛，笔触雄浑，气势壮阔，情调
昂扬。在艾青所有诗作中，《我爱这土地》是最
为炽热感人、最为精练深刻的杰作，诗作结尾
那两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说是传唱至今的
经典名句。诗的首句，集中展现作者对土地的
赤诚之爱。在个体生命的短暂、渺小与大地生
命的博大、永恒之间，作者为表达自己对土地
最真挚、深沉的爱，将自己想像成“一只鸟”，
永远不知疲倦地围绕着祖国大地飞翔。本来，
鸟声是优美清脆的，不存在“嘶哑”的声音，但
艾青却特别亮出“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是
当时悲壮的时代氛围、作者特殊的个性气质
以及特殊的表达需要共同作用于鸟儿形象而
产生的审美意象，它大大提升和强化了形象
的审美表现力，从中更能感到作者对土地的
爱是如此执著、坚贞。即使面对这样一片浸透
着苦难的土地，诗人也要无条件地去爱，要永
远不知疲倦、竭尽全力地去为这片土地而歌
唱。由艾青想到，新诗只有自觉地把诗人的内
心情绪与中国大地的情绪、与民族的情绪融
为一体，用诗笔去抒写时代，表达民瘼，吟唱
大地万物的勃勃生机，才不致堕落到“有人写
无人读”的绝境。

好的新诗需要坚持向上向善的美学诉
求。以写新诗为使命和担当的经典诗人，对
民族和民众的挚爱与关怀是其坚实的写作
基础，他们所抱持的这种意绪是时代情绪、
民族传统、西方文化影响同诗人个人气质的
一种完美契合。这样的气韵在这些诗人的经
典新诗创作中都有出色表现。可以说，这种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诗写作，形成了新诗写作
的悲悯、悲壮情感，从而使新诗在朴素中呈

现出无与伦比的温暖感和厚重感。也正是有
了这种温暖感和厚重感，赋予了新诗深沉坚
强的力量，在这些新诗里，我们能够感受到
的是一种豪迈气概，一种悲剧精神，一种奋
发向上的昂扬姿态。中国新诗写作因为有了
这样的杰出代表，使得新诗有了“新”的希望
与存在、发展的动力。

鲁迅先生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
相同。”新诗是古诗的传承与发展，如果我们
认识到诗歌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和重要，就没
有理由对新诗抱持绝望和摒弃的态度。新诗
写作说到底，是一种关于心灵的艺术，而不是
什么“手艺”，所谓阅尽人间千般事，好诗不过
近人情。因此，新诗无论是何种写法，无论人
们对新诗抱有怎样的期待，其实它都是关乎
心灵的。经典新诗的价值和魅力告诉我们，写
什么，如何写，都很重要；最根本的，新诗必须
是人类共通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
想的集中体现。一个新诗写作者，不管其个
人气质怎样，都要对审美边界进行突破。因
此，不论诗人们的审美理想如何，对新诗的理
解最终是怎样，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如何，他们
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一致的。当然，每个诗人对
时代、历史、社会、人类的理解肯定是有差异
的，而差异决定了创造的可能。中国新诗形
式探索的丰富性、广泛性和借鉴他者的勇
气，在近 40年里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但是，
文学本身、诗歌本身还远不止这些，还有更
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学精神、诗性灵魂。也
就是说，文学是有灵魂的，诗歌也是有灵魂
的，这个魂魄不仅仅在形式，更重要的是通
过内容得以凸显的文学精神和诗歌精神，即
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和完美凝缩。

□王离湘

日前，36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向警予》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
道黄金时段热播。该剧由中央党校
大有影视中心、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集团）、河北省广播电视局
等联合摄制，艺术呈现了革命先烈
向警予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回望了
以向警予为代表的我党早期革命者
的初心坚守，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建
党初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刘毅
然导演视角独特，拍出了信仰、拍出
了精神，对这样既叫好又叫座的艺
术作品，笔者认为在其审美取向及
时代价值上值得深入研究。

现实主义的审美表达，引导观
众回望初心、感怀信仰。《向警予》采
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展现人
物的视角和表现历史的视野上实现
了突破，突出精神层面的价值表达，
实现与观众心灵的隔空对话，以理
想主义的光辉教育激励观众。

贯穿全剧的是向警予同志忠贞
不渝的革命情怀和坚定的共产主义
信念。没有用通常的商业化的剧情
设计和操作模式来表达，而是以其
自身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和品质赢
得了口碑，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和严
谨的历史纪实性表述风格，通过逼
真的场景再现、富有现代审美的人
物塑造，真实全面地展现了向警予
光辉的一生。虽时间跨度短，但对中
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历史的展现视角
是独特的，它似一股潺潺的清泉，清澈灵动又扣人心弦，滋
润人们生命的年轮，形成了其特有的史诗般的气质和表达。
我们看到，该剧的审美取向和底色是跨越百年的历史时空，
寻找与当下人们精神和追求高度契合的交汇点，使初心与
信仰这一抹壮丽的色彩随着新时代坚定有力的步伐照耀
远方。

向警予同志为革命事业历经千难万险也矢志不渝。她勇
敢地冲破封建罗网、追求妇女解放、赴法寻觅火种、掀起五卅
怒潮……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英勇牺牲。该剧还再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陈独秀、夏明翰、恽代
英等为共产主义信仰披荆斩棘、舍生忘死的光辉形象，为推
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而前赴后继、砥砺前行的艰苦历程。镜
头语言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让人刻骨铭心地领悟到，中国共
产党之所以能岿然不动地屹立百年之久，就是有坚定革命理
想信念的支撑，有这些英烈忠骨的奠基，才撑起不可撼动的
中国红色政权的大厦，永远矗立在世界东方。全剧把共产党
人为了推动共产主义事业不怕牺牲的可贵精神刻画得深刻、
厚重，体现出了历史的沉思和时代的共鸣。

人性光辉的立体表达，引导观众审视内心、产生共鸣。
《向警予》是一部历经四年精心打造的精品工程，刘毅然导演
以一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虽着墨于革命斗争的血雨腥风、
展现出革命路途的艰难曲折，但其核心却在于挖掘革命者在
艰苦卓绝斗争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向警予的扮演者胡
静，那坚毅的目光、铿锵有力的声音，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的同
时，也向人传递着乐观、自信、向上的精神力量。剧中向警予
在法租界面对巡捕房的抓捕，镇定地和盛梦男烧掉机密文件
后脸庞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对中国革命是何其忠贞，面
对牺牲是何其豪迈！这个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蒙太奇无疑在观
众心头产生了强烈震撼，彰显出女共产党员特有的美，烘托
出人物英勇无畏的个性特质，完成了与观众的精神共鸣和心
灵交汇。

《向警予》以唯物史观和当代意识审视历史，又以独特
的视觉语言把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践行者向警予伟大的革
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全剧主题鲜明，积极昂扬，故事跌
宕起伏，剧情环环相扣，充满了戏剧冲突和戏剧张力，实现
了人物塑造的鲜明性、故事呈现的鲜活性。该剧成功塑造了
一位具有铁骨柔情的巾帼英雄形象。铁骨，她在革命的征途
中，大踏步走路，慷慨激昂讲话，横眉冷对一切反动分子，白
色恐怖下不惧生死，在地狱般的牢房受尽酷刑而不低头，奔
赴刑场一路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以致嘴里被刽
子手塞满石子、双颊被皮带勒紧，她都毫不屈服，一副铮铮
铁骨宁折不弯，感天动地；柔情，她对父母、兄长充满骨肉亲
情，在狱中，这位坚强不屈的母亲，也会牵肠挂肚想起她的
两个孩子。向警予的柔情尤其体现在广大劳苦大众身上，她
常说：“我的每一滴血每一滴泪只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而流。”
在上海等地领导妇女运动时，她把那些受资本家压榨的成
千上万女工当成自己最亲的姐妹，这是革命者最真实的
人性。

该剧每集开篇主旋律采用了向警予当年作词作曲的《溆
浦女校校歌》，明快的韵律，沉重而不苦闷，困苦而不失精神
昂扬，催人奋进，展现理想光辉，焕发盎然生机。这在同类革
命历史题材中是不多见的，展现出主创团队难得的匠心，这
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诗一般感染着我们，让我们在新时代的今
天依然深受鼓舞。该剧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深刻回答了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为什么“可”的严肃问
题，给党史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

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重大突破在于创新，创新
的基础是忠于历史、忠于人民，激发作品所创造的时代价
值，给观众引发新的时代思考。《向警予》的创作团队已经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不仅彰显了他们高度的责任担当、严谨的
创作态度、高超的创作实力，还展示了他们对革命历史题材
电视剧创作的高度关注和执着追求，在艺术与市场上均赢
得了良好的口碑，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为主
旋律电视剧创作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为影视剧“河北现
象”增添了新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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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生活表象

追问生活本质
——评安惠彦散

文集《枯叶蝴蝶》

□关仁山

近日，作家安惠彦出版了散文集
《枯叶蝴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5 月出版）。全书共分五辑，分别
为“我心缱绻”“轻拾碎步”“血浓于
水”“陌路红尘”“落幕无悔”。新作
沿袭了她一贯的写作优点，并有新的
挖掘和拓展。作品既能穿越生活表
象，又能追问生活本质，呼应了新时
代，保持了优雅的艺术品格。

安惠彦工作生活在保定阜平，她
的作品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收放自
如。她善于深层次思考社会，记录历
史，张扬生命理想，挖掘人性光辉。
她对人生准确、清醒和富有个性化的
把握，源于她对阜平家乡和生活的
热爱。

惠彦的文字，坦诚真挚，信手拈
来，天高云阔。她不是文学专业出
身，其文字自然就少了造作和桎梏，
多了质朴和随性。她书写的人生，是
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何须繁华，下
笔处已真情盈溢。

惠彦的文字，侃侃而谈，耐人寻
味，启迪心智。她多年就职于县委办
公室，其文风自然就有了几分公文的
精炼，也正是这份精炼，让通篇文字
又多了几分理性，多了几分睿智。

丰 富 的 工 作 、 生 活 、 读 书 经
历，加之她善悟生活真谛，极大地
丰富了她的写作内容。逐篇看完惠
彦的新作，你会看到一个女子的矛
盾体，天马行空与中规中矩，正义
慷慨与悲悯情怀，乏累无助与踌躇
满志，狡黠圆滑与天然纯真。

惠彦是一个有七情六欲、食人间
烟火的鲜活女子，她的文字真实再现
了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书中的

“我心缱绻”“轻拾碎步”两辑文字，
有时深刻理性，有时激情澎湃，有时
拈花微笑。读她的文字，你可以看到
一个袅袅婷婷的感性女子，一个内心
通透达观的职场强人；你也会看到她
诙谐幽默，谈笑间化干戈为玉帛；你
还会看到她陷于生活的苟且，独自舔
舐伤口、重整山河的果决。

惠彦自喻为枯叶蝴蝶。虽然她
也在刻意收敛自己的花纹与图案，
隐藏了自己的粉墨与彩色，逸出繁
华的花丛，甚至故意变成一片如同
死灰颜色的枯叶，但是，一身枯槁
亦不掩其华。惠彦是一只翅膀两面
都光鲜亮丽的蝴蝶，是一只在繁花
丛中和众多蝴蝶翩翩起舞的轻盈无
忧 的 蝴 蝶 ， 是 一 只 冰 雪 聪 明 的 蝴
蝶。但有一点和枯叶蝴蝶相同，那
就是美丽、珍贵、稀有。

■电影《革命者》观后

背黑暗而向光明的中坚力量
□刘凤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