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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我们党迈过百年踏上新的征程，反映中共一大的电影《红

船》正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影像资料被多地

学校推荐，线上观看人数逾千万。中共一大这个题材难拍：故

事耳熟能详，难以发挥；人物众多，难以摆布；主题既定，难出

新意；而最大的考验，还在于如何真实还原历史。所以，通常我

们并不指望它能给我们多少惊喜和新意。但出乎意料的是，这

部命题之作以强烈的思想性吸引了我们。片中展现了一条清

晰的思想探索之路。

李大钊到天津，应周恩来的邀请给觉悟社的大学生们讲

演，学生抛出来的问题居然是：“马克思、列宁都是洋人，我们

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理论？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自己的路？”

李大钊脱下自己的布鞋说：“我是穿着这双布鞋来这里的，但

你们许多同学穿着皮鞋也来到了这里。穿什么鞋不重要，重要

的是，我们走的是中国的路。”

由此开始，我们感受到影片扑面而来的思想气质。那是一

代年轻人的气质，也是那个时代的气质：勇于思考、不甘平庸，

以国家前途和命运为己任。这部电影的可贵勇气，在于塑造了

一个思想萌发期的青年毛泽东，清晰展现了他从懵懂期到觉

醒期再到成为先知般的革命先驱的重要转型。

在一部短短的电影里，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相当不易。

我们知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毛泽东，是主张联省自治

的。片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浓墨重彩地表现了毛泽东发起的湖

南学生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这场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寒

冬，李大钊拉着一车木炭和食物来看望驱张运动的学生代表，

他问毛泽东：“你认为把一个张敬尧赶走了就能解决问题吗？

如果把他赶到了河北，那岂不是河北的老百姓又要遭殃？”这

个时期的毛泽东，正处于思想探索的懵懂期和迷茫期，李大钊

的话，是他走向觉醒的开始。他跑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在那里

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读到痛快处，用脚猛踩地板，吵醒了

楼下工友，他干脆拉工友来房间坐下，热心向工人阶级宣讲

马克思主义，以唤醒他的革命觉悟。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正

实现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而他更重要的转变是在参加中共一大时体现出来的。

当马林在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组织从属于共产国际，需

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时，毛泽东皱起了眉头沉思。会

后，他对何叔衡说：“中国革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这时，他已

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独具慧眼的先知。电影把这样一个思想成

长过程，表现得清晰可辨，真实可信。

《红船》到底应该拍成群戏还是单一主角的戏？我相信创

作方是有过充分讨论和交流的。如果13位代表，人人都有充

足的戏份，时长不允许，电影叙事模式也不允许。影片最后确

定以毛泽东为主角的叙事结构，但在当时，他只是湖南赶来参

会的两位地方代表之一，并非会议的主持者。这便显现出作品

的巧妙构思，电影以毛泽东的思想和人生道路抉择，来表现那

个时代青年人的一种选择。他成为叙事的一个视角、通往主题

的一个切入点，故事由此得以顺利展开。

该片还重现了当时中国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如驱张运动背后的军阀割据

问题、上海租界的主权问题。片中安排了一个虚构人物，即忠于职守的警察头

子范三，他从湖南就开始盯上毛泽东，眼看就要在上海法租界收网的时候，却

在这里横尸街头。他死于租界华人巡捕之手。在这里，他没有执法权，这无意中

为共产党势力在上海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

范三之死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却构成那个时代非常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

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它的寓意：在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旧中国的死亡是一种必

然，而新中国的曙光已然出现。这不但使故事看起来更具戏剧性，也进一步强

化了主题的表达。

此片演员阵容也颇为可观。毛泽东、李大钊的扮演者都是《觉醒年代》里的

原班人马，王志飞扮演的陈独秀收放自如，其精神气质精准独到。长期扮演

毛泽东的唐国强，也在这部片子里出场。但他这次扮演的是毛泽东的对手：北

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居然也是形神皆备。

编剧黄亚洲同时也是一个诗人，这从电影的风格上能够感受出来。这部电

影既有强烈的故事节奏，也有浪漫的诗性气质。我尤其欣赏电影的结尾：红船会

议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走上船头闲聊。他们算了一下，参加会议者平均年龄28

岁，此时的毛泽东正好是28岁。何叔衡问：再过28年，我们的国家将会怎样？

毛泽东说：“那个时候，老百姓都将不再挨饿……”

此时，何叔衡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当初，毛泽东拿它到当铺去换路

费，何叔衡知道后悄悄把它赎了回来。但这块表在被递给毛泽东时，不小心滑

入水中，于是，在高清镜头前，一块金黄色的怀表，在清澈的湖水里晃晃悠悠沉

入水底，静静地躺在南湖底下，用来见证这百年来最为重大的历史时刻。这个

细节当然是虚构的，但这是一个折射历史真实的虚构，凸显出历史的必然性。

我甚至有一种冲动，想要在哪一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潜入南湖的水

底，去打捞这块最有历史价值的怀表。因为它定格了一段重要的历史刻度：一

代中国的优秀青年，从迷茫走向先驱。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

《特战荣耀》呈现出军旅剧、青春偶像剧、职场剧

和心理健康剧等多种类型剧之间的跨类型剧特点，从

而有助于把主人公燕破岳的军人素养同青春偶像气

质、职场行业技能和心理疾病治疗等多维度素养结合

起来，展现出当代军人的阳刚美质及其成长轨迹。

为了突出主人公的成长轨迹，该剧采用了双线叙

述及平行蒙太奇等多种电影式叙述手法：一条线索是

特战队员的军旅故事，这是叙事主线；另一条线索是

毒贩刑天等的贩毒故事，这是次叙事。这两条主次线

索时而分开，时而交叉，一并展现出当代军人成长的

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军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过，全剧的叙事重心还是放在主人公燕破岳的曲折

成长历程上。该剧没有把这种成长历程简单化，而是

构想出一个又一个障碍、阻力、难关或悬念，不断延宕

燕破岳入选武警特战队和成为“兵王”的成熟时机，由

此增添了观众的观剧热情。

这样的成长延宕叙事，恰恰符合该剧精心构想的

多维度交融成长曲线，从而呈现出多维度成长叙事的

特点。其第一个成长维度在于，个人的军人技能从低

级技能向高级技能攀登的卓越意识，这种意识致力于

“兵王”的养成过程，属于作为军人最基本层面的成

长；其第二个成长维度在于，个人的独立存在与团队

集体协同之间的相互共在意识的培育，这是更加重要

和具备核心意义的成长；其第三个成长维度在于，从

创伤型人格到治愈型人格的转变历程，这是最困难的

成长。这三个成长维度都很重要，而且一个都不能少，

但相较而言，确实一个比一个难度大，共同组合成全

剧中主人公成长叙事的主要构架。

全剧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叙述燕破岳的创伤型

人格的成长和升华历程，塑造出当代军人的创伤型英

雄形象。燕破岳从小就失去母爱，有过被绑架和关闭

在密室的痛苦经历，留下难以化解的心理障碍。他之

所以当兵以及在部队始终不停地追求卓越，恰恰与他

从小就有的创伤型人格相关：渴望冲破孤独和恐惧的

狭小内心到外界去证明自己，一心要成为胜过父亲、

出人头地、众人仰慕的大英雄。全剧中具有创伤型人

格的军人并非燕破岳一人，在他周围大有人在。第

24-27集安排第九小队队员参加10天密室训练时，

无所事事的队员之间不得不利用这个契机展开相互

交流，叙述各自的故事，由此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先

是沉默寡言的女队员郭笑笑被“逼”开口讲述自己的

经历：从小跟着父亲摸枪，气走母亲，变得沉默寡言，

不想交朋友。接着曹奔讲述了自己和白龙的共同领导

向飞，又促使白龙主动揭开父亲去世后，自己与母亲

一道受人欺负的心理伤疤，坦陈进部队就是想成为没

人敢欺负的英雄，而入伍后向飞成了他的恩人。面对

向飞为救曹奔而牺牲的事实，白龙表态说将来也会像

向飞一样救助自己的战友。萧云杰则开口讲述他和燕

破岳与学习委员夏梨的故事，以及岳空讲述自己的故

事。等待10天密室训练结束时，顽固的燕破岳还是没

有开口讲述自己。这一事实足见燕破岳的创伤型心理

症候的严重和治愈之难。该剧之所以为燕破岳的成长

设置出一道又一道难关，目的正在于呈现他成长和治

愈的艰难性与曲折性。到第41集，当燕破岳面对新来

学员裴鸿鹄的刻意挑衅，在两次吃亏后都选择隐忍而

不施展报复手段时，其成长和成熟之日终于到来。就

连提前暗中策划这次“下马威”的艾千雪教官也不禁

感叹说：“燕破岳，到底还是长大了。”

全剧着力刻画燕破岳的创伤型人格的变迁过程，

揭示了他从刚脆性格到刚韧性格的成长经历。刚脆，

说明他起先总是刚强而又脆弱，刚而脆弱，刚而易折，

不是真正的英雄。刚韧，表明他刚强而坚韧，刚健而

具备韧性，从而是从刚强脆弱转化为刚强坚韧的真正

英雄。这部剧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塑造燕破岳的刚韧

性格的成长历程。这让人不禁想到《韩非子·喻老》中

的话：“是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

胜之谓强。’”燕破岳艰难曲折的成长历程表明，对于这

位具有创伤型人格的主人公来说，战胜自我即“自胜”

才是他一生最可宝贵的成长路碑，因为“自胜”对他而

言本身就意味着克服阻碍、战胜对手、治愈自我创伤和

成就自我即“自强”。而这种描绘对于身处“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当代青年来说，应当具有显著的启示价

值。因为面对流动型社会生活的特定境遇以及新冠疫

情下的封闭或半封闭生活环境，青少年个体的创伤感

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甚至变得剧烈化和复杂化。他

们如何自觉地治疗自己的心理疾病直到真正治愈，让

病态人格转化为健康人格或健全人格，这正在或已经

成为普遍而又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特战荣耀》的播

出，在这方面应当有着积极的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的

治疗价值。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

创伤型英雄人格的多维度成长
——议电视剧《特战荣耀》的主人公形象 □王一川

由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青山

不墨》，是一部反映新中国林业企业生产建设发展

的优秀作品。该剧以东北小兴安岭青川林业局为缩

影，全面回顾展现了整个东北林业企业的艰难发展

历程，引发人们诸多回忆与思考。

冒烟雪，刺骨风，冻窝头，咸菜梗；大板斧，弯把

锯，马拉爬犁运材去。随着一阵阵“顺山倒”的喊声，

一棵棵大树轰然倒下，震撼山谷，鸟兽惊散。剧情把

观众一下带入到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东北林区工

人们的劳动场景。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社会主义

建设处处需要木材，身为新中国的林业工人，责无

旁贷。他们身怀翻身当家做主、报效国家的感恩之

情，不畏艰苦、不惧严寒、不分昼夜，甩开膀子拼命

干，为的就是能把自己亲手伐倒的一棵棵大树，变

成一车车优质木材，运到厂矿、军营、学校，运到新

中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那是一个砍树光荣，涌

现砍树英雄的年代。多少林业工人，因为多砍树，高

产超产，而成为劳动模范。在每年一度冬采冬运结

束后的劳模表彰大会上，他们胸佩大红花，大碗喝

酒，大块吃肉，尽情享受着他们用生命和汗水换来

的一份荣光。可对国家而言，那是一个无可奈何的

吃紧年代。嗷嗷待哺的新中国没有能力让这些林业

工人把自己手中的斧子和锯停下来。从上世纪50年

代到80年代，全国林业一直以采伐为主，从弯把子

锯到油锯采伐，从牛马拉爬犁集材到拖拉机集材，

从手工作业到机械化作业，从大小兴安岭到长白山

林区……伐倒的树木不计其数，用火车皮连起来，

足可以绕地球几圈。这期间，不乏有识之士多次呼

吁：树木的第一价值不是木材利用价值，而是生态

价值，应该立刻停止采伐。可呼吁归呼吁，毕竟国家

急需木材的现实摆在面前，广大林业工人、家属要

吃饭的实际情况不容忽视，国家没有能力改变现

状。因此，砍树成为国家建设发展的一种代价，一直

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国出现的森林

资源危机、林区经济危困、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局

面，果断决策，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截止2019

年，国家已投入4000亿元用于“天保工程”。这说

明，国家整体财力已具备了不砍树的能力。特别是

钢铁工业和塑料工业的快速发展，在诸多方面替代

了木材的利用，使树木有了实现生态第一价值的基

础保障。

曾经一段时间，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是林业工

人的过度采伐才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他们视伐木

工为罪人，要他们对这段历史负责。甚至连伐木工

劳模也觉得自己昨天的荣誉不光彩。这实在是一种

荒唐偏见。可想而知，若没有林业工人当年的奉献

精神，哪会有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新中国的

日益壮大和群众百姓温饱无忧的生活。倒是这些厚

道可亲的林业工人，在那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不

讲条件，只讲奉献，任上级一次次鞭打快牛，任务一

加再加，产量一增再增。他们毫无怨言，咬紧牙关拼

命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国家需要木材，他们

就全力采伐，保障供应。为了新中国，他们恨不得把

自己变成一节节枕木，铺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钢

轨之下。与此同时，这些深明大义的林业工人，在为

国家建设提供大量优质木材的同时，牢记使命，不

忘本份，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努力做到了冬采春

栽，伐区不欠账，林区无荒山。正像剧中青川林业局

营林总工程师华青说得那样：让林区穿上绿衣服，

这需要一个整体的觉醒。林业人经过几辈人的艰苦

努力，重新给采伐过的山山岭岭穿上了绿装。如今，

整个东北林区，一片片长势喜人的人工林，是他们

报效国家的见证，亦是林业人对自己心灵的救赎和

慰藉。正可谓：青山不墨自成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实行“天保工程”20多年来，曾经一度热闹的林

区开始渐渐变得沉寂，这是林区应有的一种景象。

有言道：林场兴则林衰；林场衰则林兴。只有林场变

得越来越冷清，树木植被才会变得越来越兴旺，动

物才会越来越多，生态才会越来越好。反之则会出

现“天保工程”实施前那种不堪情景。

中国不再砍树，得益于成功选择了改革开放

之路，社会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

是这些基础保障，让我们有了保护绿色家园的能

力和自信。

想到就说

穿越百年，跨越冰层，在同样的红色火炬指引之

下，百年前的青年投身救亡图存，百年后的青年在奥

运赛场为国争光……适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5月4日，这场充满写意的开场秀拉开了由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与芒果TV、湖南卫视联合制作的

《百年青春·当燃有我——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的序

幕。在“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这一主题下，一场融

合戏剧、影视、演讲等不同艺术形式的“青春讲演剧”，

生动彰显了百年间不同代际青年砥砺奋发、开创未来

的勃发之姿与青春之态。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

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

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本次特别节目的参演

演员、“青春同行人”易烊千玺，向百年间的青年革命

前辈发出了当代青年的青春之问。当作为讲述者的易

烊千玺筹备着展示百年青运历程的“舞台”、代表当代

青年提出青春之问时，也开启了一场与革命先

辈们的“百年之约”。带着当代青年共有的疑问，

他作为“见证者、表演者、学习者”，分别“遇见”

了不同时期的青年代表人物：一场剧院中的交

锋，演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军人物

之一的恽代英在黑暗中探索前行，不畏牺牲寻

求救国真理的革命精神；一次五星红旗的缝制，

展现了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青年科学家们抛

却国外优厚的待遇，坚持回国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的热忱；“深圳速度”的代表、地标建筑深圳国

贸大厦的建设历程，描摹了奋力拼搏的青年建设者的

滚烫人生；新时代中，各行各业的“沸腾新青年”们，更

是携着有温度的能量活跃在属于他们的平凡岗位上，

深深感染着身边人。

一次次时空交错，讲与演相互呼应。讲演剧不仅基

于宏大的时代格局进行大泼墨式的历史回顾，聚焦青

年人物在百年青运历史中的夺目光芒，同时以薪火相

传的发展视角承接起新时代青年肩负重任的理想信念

与责任担当，展现了不同代际的青春光芒。制作方芒果

TV始终秉持“做一个内容必须能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或观照一个社会现象”的内容法则，并将不断强化基于

内容与创新的青春基因，始终与青年同行。（湘 闻）

百年青春·当燃有我 芒果TV与青年同行

不砍树是一个国家的能力不砍树是一个国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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