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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绣故事搬上大银幕湘绣故事搬上大银幕
□□胡兆红 雷 娟

守正创新，是艺术创作的永恒话题。在电

影产业日益发达、电影观众日益挑剔的当下，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如何进行守正创新，是

更为紧迫的任务。让历史融入当代传播语境，

让电影焕发生命力和感召力，这既是对故事本

身的要求，也是形式表达的目标。

由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湘绣城集

团有限公司、八月潮影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影

河山影业（北京）有限公司、湖南潇影第二影业

有限公司出品，周琦执导的电影《国礼》于9月

20日在全国上映。该片用丰富明快的视听语

言，在记录标志性革命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展

现了湘绣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守正创新的一次有

益尝试。

在解放前夕的湖南，部分国民党特务如惊

弓之鸟做着最后的反扑和破坏，而中共各方力

量也在积极运作，争取湖南的和平解放，最大

程度避免流血伤亡。此段历史，其特殊性本就

具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是电影题材的优选。然

而，《国礼》却跳出常规的宏观历史的正面叙述

模式，另辟蹊径，深入挖掘毛泽东主席决定出

访苏联，并亲点湘绣作为斯大林70寿辰礼物

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同时将其和湖南和

平解放巧妙融合，两条线索交叉演进，增强了

影片的陌生化效果，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

除了叙事角度的新颖，电影《国礼》所进行

的创新尝试，突出的表现还包括悬念化的故事

语言。影片中，中共地下党特派专员老周身处

仍被国民党控制的长沙，如何冲破阻隔，联系

绣女，筹办新中国第一份国礼？如何避开敌人

耳目，利用秘密电台，上下联络，为湖南和平解

放扫除障碍？凭借这一叙事动力，电影展现了

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势力斗智斗勇的过程，台

词意蕴丰富，动作干净利落，节奏起伏有致，伏

笔千里，悬念叠生，环环相扣，给人十分畅快的

观影体验。

情节的推进，实则也是人物个性和人物关

系的演绎。《国礼》虽人物众多，但无论是传统

意义上的正派还是反派，均根植于特定的历史

环境，呈现饱满、鲜明的形象特征。比如，中共

特派专员老周举手投足是冷静的大智慧，是对

革命的坚定信念，是无畏的使命担当；与之相

对的国民党特派专员易平川，自大、势利、狡猾，且不择手段。几

个配角的刻画也颇耐人寻味。影片中，贺有才、菊香、白芊芊、曾

广涛四人均面临深刻的命运转折，甚至献出了生命。这部革命

历史题材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基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合乎各自的

成长背景和性格逻辑。如此，便能够增进观众的心理认同。该

片对小人物生命线索的完整表现，也丰富了影片的层次和内涵，

体现了创作者的悲悯情怀。

优秀的影视作品给人美的享受，更给人美的启迪。这种美，

最本质的是精神领域的高位引领，最直观的便是镜头语言的表

现，是画面和声音的完美结合。在这一点上，电影《国礼》同样是

值得称道的。它成熟运用了影像的写实和写意功能，镜头的运

动，色彩的调和，音乐的配置，意向的选择，服饰的变化，与人物

情绪、故事节奏高度契合，自然调动起观影者的感官，实现情感

上的共鸣。尤其是影片对湘绣的表现，特写镜头，明丽色彩，再

加上温婉又刚强、聪慧又勇敢的绣女，富有哲思的对话，不仅普

及了湘绣的基本知识，更彰显了湘绣之美，赋予湘绣以传奇，使

电影散发着源远流长的文化魅力。

简言之，电影《国礼》再次印证了历史这座富饶的电影矿

藏，从来不缺乏好素材，只缺乏耐心的挖掘者和优秀的故事讲

述者。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解放、赢得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的

近现代史亦如是。坚持守正创新，尊重历史规律，遵循传播规

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定能找到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表达

内容和表现形式，完成其记录过往、观照当下、引领未来的价

值使命。

经过紧张的拍摄制作，中国第一部湘绣电影《国礼》目

前已完成上映前的准备工作。回首电影制作过程中的点

滴，电影出品人、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

席、湖南湘绣城集团总经理曾应明颇为感慨：“我完成了30

年前的一个心愿。推广宣传湘绣，矢志不渝。”

缘起——痛感湘绣历史被人误解

电影《国礼》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1949年初夏，人民

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迅速南下，国民党败局已定。毛主席决

定访问苏联，并亲点用一幅湘绣《斯大林绣像》作为国礼。

而此时的湖南还在国民党控制中，我方特派专员周乐安携

带秘密电台和一份特殊使命潜入尚待解放的长沙城，与敌

特展开一场特殊搏斗，既为湖南的和平解放扫清障碍，又为

毛主席出访苏联筹备礼品。

这部电影有何看点？曾应明表示，首先是情怀。电影

呈现了湘绣不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了湘绣艺术的魅力，让人

们真正感受到湘绣的辉煌，了解它的发展史。此外电影复

原了不少景观，呈现了长沙的历史文化风情。再有实力派

演员配置，唐国强、杜鹃等人生动诠释了角色本身。值得一

提的事，该片没有定位成一个行业片，而是定位成红色谍战

类型片，故事扣人心弦。

拍一部湘绣电影，是曾应明30年前就萌生的念头。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一本辞典上看到说湘绣起源于顾

绣，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这很让人痛心。湘绣有2000多

年的历史，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可以证明。”在曾

应明看来，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对湘绣的巨大误解，是因为

对湘绣宣传推广不足，让人以讹传讹。反映苏绣的电影

《梅花巾》、电视剧《凤穿牡丹》，极大地提高了苏绣的声

誉，这让曾应明深受启发。

打磨——拍出心中的湘绣电影

如何讲好湘绣故事，这是横亘在曾应明心头挥之不去

的难题。早在2006年，曾应明就列出了电影的故事大纲，

并请有关编剧进行撰写。但前后收到两个版本的剧本，他

都不大满意，主要原因在于情节太过戏剧化。如何找到一

个好的切口，既能准确传达湘绣的文化价值，又能得到最广

泛的认可，同时做到真切可信，这是曾应明一直苦苦思索

的。最后由他讲述，其女儿曾理完成了该剧本的创作。

他们决定选取“国礼”作为切入口。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送出的礼品中就有大量湘绣。

1951年6月出版的《湘绣专辑》详细记载了1949年12月毛

主席出访苏联，定制湘绣《斯大林绣像》和其他产品的过程。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形成一

股浓浓的湘绣热潮，极大促进了日用湘绣品在世界范围内

的普及和发展，这无疑有‘国礼’的推动。”曾应明表示，目前

电影《国礼》已通过相关部门审查，拿到了“龙标”，9月20日

在全国上映，届时将在北京举行首映礼。

对话——与影视“跨界”融合促进湘绣发展

为了更好推广湘绣，曾应明和女儿一起创作了《芙蓉坊

密码》《荷鹤图》等小说，下一步准备出另外两部小说。通过

这四部小说，反映近代以来湘绣150余年的历史。同时，曾

应明和女儿也在海外传播湘绣文化。比如在澳大利亚，已

经通过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在那边进行投资，创建一个刺绣

书法艺术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湘绣和使用湘绣。

如何增强湘绣的软实力，打造好湘绣这张国家级的名

片，是曾应明一直思考的问题。要达到这一目标，他认为最

好的方法就是利用影视传播渠道，除了拍电影，还要拍电视

剧。让湘绣与影视更好“跨界”融合，将是促进湘绣产业发

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和湖南湘绣城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

影《国礼》9月20日在全国上映。顾名思义，国礼是一种国家意义

层面的承载物，一般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以国家和国家政府名

义互赠。国礼属于一种自古流传的国家礼仪范畴。以什么承载物

充当国礼，那就大有讲究了。能充当国礼的，不是无比贵重、珍奇

之物品，就是含义深厚，用心良善。

外交无小事。我们可以展开丰富的想象，能进入国礼名单的，

该是哪些?汗血宝马、珠宝黄金固然有，现代国家之间赠送国礼，那

更是饱含智慧。地图、邮册、瓷器、香皂、缝纫机等，也曾作为国

礼。电影《国礼》还原了新中国一段真实的历史，湘绣也曾充当过

当时最热门、最贵重的国礼。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

适逢斯大林70岁寿辰，毛泽东精心准备了一系列寿礼，其中《斯大

林绣像》便排在第一号。

说起湖南，人们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很多。英雄辈出、群星闪耀

的伟人故里，沃野千里、稻花飘香的“鱼米之乡”，浩浩荡荡八百里

洞庭，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等等。在众多湖湘符号中，有一种精美

工艺，“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它就是湘绣。

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带有湘楚文化特色刺绣的总称，与

苏绣、粤绣、蜀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它起源于湖南的民间刺

绣，是湖南人民在长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精心创造的一种

具有湘楚文化特色的民间工艺，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春秋战国

时期，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

生长在湖湘的毛泽东，自然对湘绣情有独钟。电影《国礼》以

一个特别的角度切入，通过湘绣这门传统手艺，展示了一段重大的

历史变革，同时，影片还兼具悬疑、谍战等元素。不仅将湘绣传奇

与湖南和平解放巧妙融合，还将宏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用小切口讲

述得饱满丰富，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播

出，自然意义重大。

湘绣作为一门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其艺术内涵博大精深，作

为“国礼”当之无愧。如何进一步传承文化，打造好湘绣文化产业，

我们相信，电影《国礼》能唤起美好记忆，催人努力。

我看完谍战故事片《国礼》后，既觉新颖，

又感震撼。新颖在于影片题材上的创新突破，

它创造性地将湘绣故事融入革命历史题材，

在推动革命文化与湘绣文化融合发展上作了

有益尝试；震撼在于影片中塑造的英雄特派

员的高超政治能力，其对方向、大势、全局的

有效把握，与敌特巧妙周旋，创造了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把偶然变成必然的伟大奇迹。重温

革命故事，反思制胜之道，我们既应崇拜英

雄、继承红脉，更应追随英雄、砥砺前行。作为

新时代的党办人，应以英雄事迹为感召，自觉

加强政治历练，切实提升政治能力，让人生在

为民族复兴伟业竭诚奉献中更加出彩。

我们要在理论修养上多历练，时刻保持

政治清醒。没有理论清醒，就没有政治坚定。

夏明翰之所以面对反动派的屠刀能够振臂高

呼“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周民安、田如

玉等地下党员之所以能长期坚持敌后斗争而

永葆对党忠诚，主要在于心中有“主义”、人生

有信仰。进入新时代，虽然环境条件已不像革

命战争年代那样危险复杂，但主义之辩、思潮

之争从来没有停歇，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

眼”。因此，对党办人而言，夯实意识形态责

任、加强科学理论武装丝毫不能放松。一要认

祖归宗，认清马克思才是共产党人的“老祖

宗”，马克思主义才是共产党人的“真经”，坚

决纠正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钱。二

要学深悟透，将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终身任务，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

诚、学出使命担当。三要与时俱进，坚持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既活用基本原理科学回答时代之问、实践

之问、人民之问，又善取实践经验，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

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

义的新境界。

我们要在把握大势上多历练，不断增强

政治定力。“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

之者亡。”我方特派员周民安与军统特派员易

平川之间的较量，之所以以我方的胜利而结

局，根本在于周民安是因势而谋、顺势而为，

易平川却是违势逆流、蠢蠢而动。当前，我们

必须正视把握大势，对正方向，稳立场、选道

路的重要意义，努力提升识势、应势、用势能

力。要练就一双慧眼，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

于分析、善于辨别，努力提升从现象揭示本

质、从个性把握共性、从局部联系全局的能

力。要培养一种思维，注重用历史思维和全球

视野去把握当下、谋划未来，注重从政治上考

量、解决问题，注重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

去谋划工作、担当作为。要锤炼一种品格，自

觉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听党话、跟党

走，最根本的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要在为民服务上多历练，不断强化

政治担当。“得民心者得天下。”周民安领导的

敌后斗争之所以能由被动转向主动，关键在

于我方对国统区人民群众以及国军官兵的引

导、动员和争取，在于这些工作有效促成了江

湖女侠白纤纤、国民党军队团长曾广涛和芙

蓉绣庄老掌柜的醒悟转变。今天，我们党正在

统揽推进“四个伟大”，神圣的使命需要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做好群众工

作，以凝聚起中华民族的磅礴之力。我们必须

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只有把群众放在

心上，群众才会把他放在台上”，自觉在为民

服务中增长政治才干。要站稳群众立场，坚持

党的立场与人民立场的统一，一切工作以人

民群众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

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尺度，坚决纠正眼睛只

往上看、不往下看的丢根忘本行为。要增进群

众感情，牢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

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

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忌把

党群、干群关系变成“油水关系”“蛙水关系”。

要适应群众需求，及时掌握新形势下群众工

作对象、内容、方法、手段的新变化，努力适应

网络时代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多用群众

乐于、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群众工作，不断提

高群众工作的实效。

我们要在风险防范上多历练，始终坚守

政治底线。“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面对阴险

狡诈的军统特务和危机四伏的严峻环境，周

民安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从容应对，主要在

于他有着长期的敌后斗争经历，是危险复杂

的斗争实践历练了他的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

能力。当前，我们正在推进许多具有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攻克新征程上众多的“娄

山关”“腊子口”，应对党面临的“四大考验”

“四大风险”，均需我们加强攻坚克难和风险

防范的历练，提升政治能力、确保政治安全。

要坚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抓早

抓小、防微杜渐，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

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问题，对各

种错误思潮、模糊认识、不良现象，要保持高

度警惕，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要增

强斗争精神，强化政治担当，在大是大非问题

上要敢于亮剑、善于斗争，发现违反政治纪

律、危害政治安全的行为要坚决抵制，做“战

士”，不做“绅士”，严防对挑战政治底线的错

误言论和不良风气听之任之、逃避责任、失职

失察。

电影《国礼》讲述了一个传奇的湘绣故

事。1949年毛泽东决定访问苏联，并为斯

大林70寿辰送批国礼，亲点用湘绣作为国

礼之一，而此时湖南尚在国民党控制之中，

我党特派专员周乐安由中共中央社会部派

遣，带着无线电报务员赵翰林、工作人员章

林专程从上海飞抵长沙，他们有两个任务：

一是带来斯大林照片定绣其像，作为毛泽

东访苏的礼品；二是以从事湘绣生意作身

份掩护，建立秘密电台和长沙和平解放策

反秘密情报站。

老周的行踪从一开始就被易平川掌握

并布下天罗地网，长沙城阴云密布，他在芙

蓉绣庄建立秘密电台，既为毛主席出访苏

联筹办湘绣礼品，又建立中央与湖南省委

的直接联系，而此时，国民党军统特派员易

平川也进入长沙，对国民党上层官员和进

步人士进行监视镇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

事，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光和影，印证着新中

国起步的艰难。

新中国成立，面对千疮百孔的国家，毛

主席信心满满，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但是光有口号是不行的，在面对美国和苏

联的外交中，毛主席认为苏联人和自己同

属于共产党，比较亲近一点，苏联也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宣布承认中国的合法

地位，并且给中国贷款一个亿的资金进行

建设国家。之后毛主席准备去苏联访问，

实际上早在1948年的时候，毛主席就准

备去苏联了，甚至大衣都做好了，但是斯

大林对中国的态度含糊不清，尤其是和蒋

介石签订了互助条约。国内国共两党交战

正酣，美国人包括全世界都看不出到底是哪一方获

胜，斯大林也拿不准，所以暂时拒绝了毛主席的访

问请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70年的时间在人类历

史长河中算不上“长时段”，然而对于一个政党、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却是值得重视和反思的一

段历程，何况这段历程中，出现过改变民族与国家

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出现过惊心

动魄、令世人瞠目的重大变革和戏剧性变化。其

间，既有凯歌行进、激情澎湃的欢乐乐章，

也有极左泛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曲折，

更有峰回路转、经济腾飞的壮美与辉煌。

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

事业处于低谷中徘徊的背景下，特别是在

前苏联东欧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惟独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绩斐然，为世人瞩目。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能力早在抗日战争

时期就显露了出来。当时，中国政权还被

国民党掌控着，但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

革命根据地，就与抗击法西斯的国家和各

国抗击日寇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关系。尤其

是当时一门心思扶植国民党的美国，也与

延安有着民间外交和一些非正式的外交关

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很快地与当时苏

联所建立的“大家庭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并与几个北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上世纪60年代，因为前苏联配合美国

孤立中国，且当时中国经济极其困难。中

国共产党采取高超的外交艺术，打开了与

亚非拉各国的外交关系，以致让某些西方

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不得不放弃孤立中

国的政策，不仅与中国建交，而且还恢复了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冷战后，美国为了干扰中国日益强大

的外交网络，率一些附庸国对中国进行一

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挑衅。然而，

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中国不断在外交上取得

成果，相反，让美国的霸权地位动摇了。

电影《国礼》从创作到故事内容，从投

资到拍摄，是典型的“湘字号”品牌。它不

仅是湘绣行业有史以来拍摄的第一部电

影故事片，也是第一部由湘绣刺绣艺人曾理担任

编剧、曾应明讲述，由湖南湘绣城投资，由湖南潇

影影业集团拍摄，反映湖南重大历史事件——长

沙和平解放为背景的本土电影。同时，作为中国

四大名绣之一，近百年以来，湘绣多次走出国门，

饮誉世界，缔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不为人知的

是，湘绣在近现代重大历史节点上也发挥过作

用。我是湖南人，我为“湘品出湘”跨界合作感到

骄傲。

新时代党办人应注重加强政治历练新时代党办人应注重加强政治历练
————观电影观电影《《国礼国礼》》有感有感 □□奚爱斌奚爱斌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电
影
的
守
正
创
新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电
影
的
守
正
创
新

□□
石

荣

从从
《《
国
礼
国
礼
》》
看
中
国
共
产
党
外
交

看
中
国
共
产
党
外
交

□□
肖

钊

湘绣为什么能成湘绣为什么能成
为新中国为新中国““国礼国礼””

□刘兆锐
湘
绣
题
材
电
影

湘
绣
题
材
电
影

《《
国
礼
国
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