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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由中国影协指导，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
任公司、中共上杭县委、上杭县人民政府主办的“《毛泽东在才溪》电影观摩研讨会”在
京举行。由韦廉执导，林国良、韦廉编剧，王晖、侯祥玲、陈锐、陶贤锋等主演的电影
《毛泽东在才溪》是首部全景还原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影片。
1933年，中国革命事业正处于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第三次来到才溪乡，即今天福建
省龙岩市上杭县的才溪镇，深入进行社会调查，并写下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和
深远影响的著作《才溪乡调查》。影片由毛泽东女儿李敏同志担任总顾问。

导演韦廉在创作阐述中谈到，影片着重于挖掘、表现和倡导中青年毛泽东在逆境
中不忘初衷、牢记使命、坚定信念、追求真理的人生态度；对毛泽东形象的内心化展
现，是本片最重要的特色。影片以毛泽东第三次下才溪为主要时空背景，当时对“在
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下，根据地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道路的探求是毛泽
东的主要目的和动作线；影片在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中展现出毛泽东的内
心和感情世界，才溪人民群众与毛泽东、与共产党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是影片的内在
感情主线。

与会专家认为，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是对中国共产党调查研
究理论的丰富和提高，电影《毛泽东在才溪》作为首部还原这一重大事件的影片，填补
了题材空白，并将“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这一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与“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总结紧密联系在一起，将领袖与人民、军队与人民、土地与人民之
间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人民对人民军队、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
的信任。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表示，影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重大时间节点上映，在党史教育中将起到重要作用，能够让年轻人进一步树立起听
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据悉，该片已于5月8日在全国上映。 （许 莹）

5月10日，由中国文联、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国视协联合出品，江西广播电
视台、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中国视协主持人专业
委员会联合承制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闪亮的坐标》在京召开全
媒体上线开播新闻发布会。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施小琳，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孝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
家协会主席胡占凡，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范宗钗出席发布活
动。据悉，节目将于5月中旬正式上线播出，届时江西卫视、字节跳动公司的今日头
条、抖音、西瓜视频等媒体平台将全面推出。这是广大电视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的一次生动实践。

节目的名字来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讲话中
提到的“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
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闪亮的坐标》在每集片首开宗
明义：“忆百年伟业、道英雄风骨、刻历史荣光”。《闪亮的坐标》高举英雄的旗帜，邀请
了数十位知名电视表演艺术家担任讲演人，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涌
现出的英雄故事或英雄人物，热情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虽然每集节目只有15分钟，但在形式上却做足了尊崇感和仪式感。随着金色水
晶五星坐标的推出，缓缓翻开的历史档案，展示相关历史图片、文字档案、纪念场馆实
景等，并配以对英雄人物的简短解说，让观众了解人物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接下
来的演播室讲述环节中，讲演人对英雄的故事娓娓道来，并辅以舞美营造的故事情
境，让观众在聆听中不由得热泪盈眶，思想得到升华。节目的最后，以一首深情歌曲
《杜鹃花开》结尾，观众在今昔对比中深感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在第一季节目中，陈宝国、许还山、刘劲、刘佩琦、倪大红、刘威、敬一丹、曹翠芬、
宋春丽、佟丽娅、万茜、丁柳元、王姬、陈数、张光北、刘之冰、黄品沅、王千源、黄志忠、
侯勇、高曙光、李乃文、朱亚文、马苏、颜丹晨等作为讲演人已经完成了录制。他们全
情投入创作，时而作为历史的讲述者，为观众呈现当时的故事背景、人物面临的困境
和英雄壮举，为观众讲解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和生动细节；时而化身为人物直抒胸
臆，将英雄内心对人民、对祖国的大爱呈现出来。

《闪亮的坐标》对观众而言是一次生动的影像党史课，对众多参与其中的创作人
员而言也是如此。陈宝国谈到，节目给他提供了一个“致敬李大钊，致敬那段不能忘
却的历史”的机会。“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记忆，纪念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王丽云讲述
董存瑞的故事时，点出了她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百年党史，书写着苦难辉煌和惊世
奇迹，记录着光辉理论和宝贵经验，彰显着信仰之美和真理力量，见证着初心使命和
崇高精神。《闪亮的坐标》台前幕后的众多电视界同仁，通过这个节目的制作，也深深
领会到了这一点，并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伟大实践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视 讯）

庆祝建党100周年
特别节目《闪亮的坐标》
即将闪亮荧屏

电影《毛泽东在才溪》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扫黑除恶，“打伞破网”，清除“毒瘤”是
一次体现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专
项行动。作为反映这场专项斗争三周年的
阶段性成果，《扫黑·决战》以基层治理的现
实原图为底色，以中央政法委、全国扫黑办
重点督办部分案件为原型讲述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日常“正义战争”，建构了一群以扫
黑专案组组长宋一锐为代表的忠肝义胆的
正义形象、以魏河县县长曹志远为代表的

“两面人”形象和以孙志彪为代表的灭绝人
性的邪恶形象。

脱敏性题材引发思想激荡

此类影片鲜见的主要原因是题材的敏
感性。黑社会组织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关系
网，政商勾结、黑恶称霸、违法乱纪等社会
乱象容易触碰基层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
题。尽管《扫黑·决战》题材敏感，但该片真
实地再现了黑恶势力的猖狂、“保护伞”的
绵密、百姓对黑恶势力的深恶痛绝，更是将
新闻报道中“强行拆迁”“举报受阻”“警匪
一家”“放高利贷”以及“水泥地里埋尸”“强
拆焚人”“集体讨薪”“私设刑堂”等现实生
活中耸人听闻的情节在片中淋漓尽致地展
现出来。在触目惊心的场景中，人们不禁深思：基层
社会的黑恶势力为何如此胆大妄为？保护伞为何长
期牢不可破？影片揭示了“至暗时刻”的背后逻辑：
遭遇不公、诚信缺失、百姓受欺成为现实社会的痛
点；“红黑”杂糅、法治不彰、权力失衡成为基层治理
的难点。片中曹志远“家天下”的封建权欲思想和宗
族利益最大化已成为基层治理的核心病灶。影片的
主题正如打黑英雄宋一锐所言：“你敢横行霸道，我
必斩草除根。”政法干警通过攻坚克难、浴血奋战，最
终让阳光驱散黑暗，正义战胜邪恶，从而唱响了扫黑
除恶的时代强音。

从国家层面而言，脱敏性题材的再现与开掘，体
现了国家战略和国家力量，通过扫黑“打伞”的专项
斗争展开刮骨疗伤的自净行动，清除黑恶势力及其
保护伞，建构“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治
理生态，为百姓创造公平幸福的生活环境。

冲突性表达营造视觉张力

欧文R.布莱克说，“冲突是叙事影片的精髓”。
影视剧中的冲突既是价值观，也是方法论，它驱动着
剧情的自然延展，体现了人物性格和关系走向的内
在逻辑。《扫黑·决战》从多个维度展现了人物故事的

矛盾冲突，这是“一场有关权力、金钱、欲望、生命的
明暗较量”。姜武、张颂文、金世佳、李倩、赵毅等演
员驾轻就熟地处理好角色间的冲突，并在冲突中将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融于一体。

历史与现代的冲突。曹志远东窗事发后与宋一
锐的一席对话，体现了他的为官追求和价值观，“在
古代，县长叫县太爷，在当地权利就像皇帝一样”，并
质疑“你就能保证下一任官一定是好官吗？”观众从

“县太爷”的寥寥数语和“笃定”的表情中便可以看到
曹志远式的“两面人”身上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权欲思
想烙印，并从其为父祝寿的献礼与“托孤”中看到基
层“两面”官员的腐朽生活及其“文化脐带”，这与现
代共产党人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的为官之道形成强烈的矛盾与冲突，由此揭示了
基层黑恶势力“保护伞”形成的根源。

正义与邪恶的冲突。宋一锐带领的打黑专案组
经受了黑恶势力百般阻挠，处处被监视，常常遭挑
衅，承受着看不见的巨大压力，乃至流血牺牲。在与孙
志彪、赵勇等黑恶势力的较量中斗智斗勇、百折不挠，
最终将横行霸道、暴力催债、草菅人命的黑恶势力及
其背后的“保护伞”县长、公安局局长等连根拔除，为
民除害，这正是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目的。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每个人都有权力
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在阳光照不到的地
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曹志远并非
不想做一个好官，但是父亲的私生子和家
族利益需要他的照顾，他的命运便与孙志
彪绑在了一起。工头刘立军的理想是为农
民工要回拖欠的工程款，与妻子有一间属
于自己的房子，结果家破妻亡。残暴无情
的孙志彪只能在“黑暗”中获得父亲和哥哥
的帮助，而不能享受正常的天伦之乐，这或
许是其残暴乖张性格的形成之由。女商人
林巧儿攀附权贵结果引来杀身之祸。除此
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
角色内心的冲突、人与环境的冲突等。该
片通过犯罪、动作、伦理、破案等多种类型
元素以及奇观场景的呈现，营造出强烈的
视觉效果与情感张力。

细节性还原增强情感共振

片中细节既展现了演员的不俗功力，
也通过纪实性视觉策略还原生活中的冲突
性事实，进而通过象征性转喻功能调动观
众的喜怒哀乐，增强观众的情感共鸣。张
颂文饰演的曹志远在台前的“义正言辞”

“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与幕后的“腐化堕落”“诡计
多端”“心狠手辣”等阳奉阴违的细节，将“两面人”形
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也是不少落马官员的真实写
照，令人唏嘘，催人警示。姜武饰演的宋一锐在与
黑恶势力较量中一身凛然正气、果敢坚决、只身涉
险、负重前行等细节，反映的正是全国政法干警扫
黑“打伞”的真实面貌，令人敬佩和解气，让人放
心和感激。

同时，影片中诸多细节还原了黑恶势力和保护
伞的飞扬跋扈、丑行脏态，再现了他们违法犯罪的场
景与手段，堪称大尺度、真效果，扣人心弦，激发起观
众或无奈、或悲伤、或愤懑的情感共鸣以及对除恶务
尽的审美期待，增强了影片的思想性和观赏性。比
如，赵氏父子强行征地，以火焚人的残暴；官员出入
娱乐场，混迹于声色犬马之中的浑浑噩噩；土地局长
办公室天花板内藏有的500万受贿款以及逼良为
娼、暴力催债、水泥裹尸、农民工讨薪等被一一揭露，
不遮蔽，不粉饰。

由此可见，该片可贵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功能使
其收获了可观的群众基础，这部弘扬主旋律的现实
主义影片无疑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形记”，彰显了
新时代国家除恶务尽的决心和力量。

近期，家庭教育剧《小舍得》收官，这部继《小别
离》《小欢喜》之后首次反映小升初阶段学生和家庭的
作品，从开播就引起热议，贡献了不少“名场面”。为
何？关键就在于它以一种硬核现实主义态度再现当下
教育内卷的现状，以艺术手法实现了对社会现实、人
情伦理的双重镜像投射，询唤起受众的焦虑，同时也
以反询唤的姿态表达了作品的应有主题与价值。

作品的第一重镜像是对社会现实的直观反映。
近年来教育题材电视剧频频出圈，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在于教育和人们生活关系太过紧密。正如《小舍
得》原著作者鲁引弓所说：“电视剧就像镜子，映照出
现实中的自己，映照出我们现在教育的问题。”小升
初是孩子教育的关键阶段，每一次相关教育政策的
调整出台都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小舍得》就是从
现实中提炼了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通过田雨岚、
南俪、米桃三组不同家庭，以一种生活流的写实主
义方法描摹教育中的热点问题。比如，田雨岚和南
俪为了让孩子能升入名校，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入校
外培训机构金牌班补习，南俪和夏君山为了能够获
得学区名额甚至可以假离婚，还有通过压榨孩子的
课余时间、强行取消孩子业余爱好提高学习效率，
通过让孩子当众展示才艺满足自身的虚荣心……
电视剧几乎将小升初阶段“鸡娃”父母的典型行为
都进行了展示，直击当下教育的痛点和难点，引起
广泛共鸣，不少情节频上热搜，让观众大呼太过真
实甚至有些让人窒息，很多人甚至表示不敢看，原
因就在于怕被这种所谓的残酷的教育理念询唤起
焦虑感。

此外，作为对社会的镜像反映，《小舍得》又不仅
限于教育领域，而是试图扩展到对更为广阔的社会
时代风貌的展现。比如剧中除了对中产阶级家庭和
教育现状进行展现，同时又设置了作为底层家庭代
表的米桃一家作为镜像，他们反映出随着当下中国
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进城务工者子女教育问题
愈发凸显，这让整部剧不再局限于中产阶级视角，从
而有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纵深。另外，作品还涉及职场
压力、原生家庭、二婚等社会议题，及时捕捉时代变
化，加入了新冠肺炎疫情、直播带货等新情况、新形
态，时代感更强。《小舍得》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的社
会反响，就在于对社会现实的直观复原，吸引了最广
泛的受众群体，有较强的代入感。

第二重镜像，是剧中人与人之间的镜像。这重镜
像表现得最为具象，也是整部剧所有矛盾冲突的来
源，是最根本的戏剧驱动力。按照拉康的说法，婴儿认
识自我会经历“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三个阶段，
是逐渐形成对自我的认知的过程，也是逐渐被社会规
训、异化的过程。《小舍得》中最核心的镜像，是南俪与
田雨岚之间的相互倒影与投射。南俪出身知识分子家
庭，是企业高管，推崇快乐教育，田雨岚出身、学业皆
一般，但是望子成龙心切，田雨岚代表的是那些面对

激烈社会竞争压力下推崇“鸡娃”教育的父母，既处在
焦虑漩涡之中，又人为制造焦虑。正是田雨岚对南俪
的焦虑询唤，不停向她灌输“微观现实”，让南俪从一
种对社会现实“想象界”，逐步演化到“象征界”，认识
到她自己的子女很可能考不上自己的母校，从此落后
于人，生活不幸。从此她变成了比田雨岚还极端的“鸡
娃”母亲，跟着所谓社会大流走，因为学习问题对两个
子女大发雷霆。而当她的这种情绪达到顶点，又反过
来成为影响田雨岚的镜像，田雨岚看着她面目狰狞
训斥子女想到了曾经的自己，反而学会放手，完成了
自己的小舍得，并收获了家庭幸福。

除了这一核心镜像，剧中还设置了多重人际镜
像。比如钟老师和张老师这对情侣，一个代表为达到
目的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教育，一个代表以人格健
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教育，这两人最终分道扬
镳，钟老师的黯然离场，意味着功利主义教育并不可
取。还有对儿童之间镜像投射的深入表现，比如欢欢
与米桃，一个家境优越多才多艺，一个家境贫寒智力
超群；一个能自由追求梦想，一个隐忍自律。编导刻
意安排米桃进入欢欢家，产生了一种“变形计”似的
戏剧效应，底层儿童面对富裕物质生活带来的强烈
精神冲击让人感慨万千，这种双重镜像设置实际上
体现了创作者对当下教育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思
考。而田雨岚的儿子颜子悠因为学习压力大出现心
理障碍，幻想有一个伙伴大龙，这其实是更进一步将
儿童心理镜像具象化，引人深思。此外，南俪与其母
亲赵姨、女儿欢欢祖孙三代之间也形成镜像，尤其是

在剧集结尾，南俪因家庭、职场双重打击伤心流泪，
而赵姨则告诉她，自己当年几乎没有为她的学习操
心，并讲出了“最重要的是抓住现在看得见摸得着
的，而不能去抓天边的，丢掉眼前的”道理，通过两种
不同的教育观、人生观，点出了该剧“有舍有得”的主
题等，镜像无处不在……可见，《小舍得》实际上是用
镜像制造冲突，也用镜像象征价值，在其中做取舍，
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但凡事应有度，正如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一样。通
过极端的镜像设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容易形成
强烈的戏剧冲突，比如南俪和田雨岚，钟老师和张老
师，甚至在剧集结尾一向恩爱默契的南俪和夏君山
两夫妻都能激烈争吵，也是剧集收获一个个热搜的
来源，是一种成功的市场策略，但是这种极端化的方
法也存在问题，正如学者刘瑜所言，极端易辨识，且
因辨识度所迅速集结的情感群体具有诱惑力。这是
需要警惕的。如果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来自极端对比，
那就忽视了最大多数的中间力量。《小舍得》的最大
问题也在于此。真正的现实主义具有能动性，不是简
单反映现实，而是必须带有价值判断。虽然《小舍得》
有价值取舍，但是力度不够，出现得也太晚。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也启示我
们，现实题材创作必须坚持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除
了要有反映社会热点的勇气，抨击不良现象，还要反
映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看到主流面、光明面。坚持
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在提取典型时尽量照顾到最广
大的人民群众的生活。

彰显新时代国家除恶务尽的决心和力量
——评电影《扫黑·决战》 □漆亚林

新作点评

询 唤 与 反 询 唤询 唤 与 反 询 唤
————《《小舍得小舍得》》中的双重镜像中的双重镜像 □胡 祥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影频道在国家电影局的指导下，精心策划并
推出“经典频传：看电影，学党史”系列短视频，通过“百部经典影片，千条精短视频”的
展示传承红色基因，以国家级专业电影媒体与中国电影人的方式，传扬中国共产党伟
大精神，为广大青年群体带来精神感召。4月27日，短视频上线仪式于中国电影博
物馆举行，在众多电影艺术家、青年电影人、相关媒体平台代表的共同见证下，首批
21支短视频全网重磅发布，第一时间收获各平台用户的热烈响应。

作为国家级专业电影媒体，电影频道充分利用海量电影版权，精心策划推出“经
典频传：看电影，学党史”系列短视频活动，通过短视频这种几何量级增长速度的传播
形式，红色经典试图寻找同受众对话的最大公约数，进而真正与当代年轻人做到心相
通、情相连，在精神上产生同频共振，真正感受到艺术的震撼、灵魂的触动、思想的共
鸣、精神的升华。据悉，短视频内容将围绕“银幕上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伟大精
神”“难忘的旋律”“银幕背后的故事”四个系列展开，而短视频的拍摄及传播创意手
法，也在寻找最大受众公约数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创新增益。

电影频道还将联合微博、中国电影博物馆发起“为老电影画新海报”特别活动，希
望借此契机丰富百部经典影片的时代内涵。与此同时，电影频道更力邀陈建斌、董润
年、丁晟、郭柯、韩可一、卢庚戌、李蔚然、刘雨霖、吕聿来、滕华涛、田羽生、俞白眉等
12位优秀导演创作“光辉照我心”系列短片，依托这些影史佳作，通过经典复刻、主题
讲述等手法拍摄12部短片，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时代内涵，力求用电影
人的创意赓续党的红色基因与精神谱系。

“经典频传：看电影，学党史”系列短视频上线仪式现场，王晓棠、谢芳、金迪、张勇
手、陶玉玲、田华、翟俊杰、张目、祝新运等前辈艺术家与曾经创作过的角色或影像“同
框”，这些华发满头的电影人似乎同银幕上的革命者一样，焕发出永恒的青春激荡。
受经典电影《渡江侦察记》激励，青年电影人杜江表示，“先辈的精神，永远会为一代
又一代的年轻人积蓄前行力量、照亮逐梦前程。”电影频道“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
划”成员王嘉、曾梦雪、冯聪等在内的数十位青年演员，也携手耄耋之年的老艺术家们
组成“80、90梦想少年团”，两代人深情合唱由《星辰大海》与《唱支山歌给党听》融汇
的全新旋律《光辉照我心》，形象描画出用短视频传递红色经典的时代意义。

据悉，电影频道“经典频传：看电影，学党史”系列短视频活动，自今年4月起将持
续全年，以精品化、常态化的形式在各大新媒体平台陆续发布。 （影 讯）

电影频道“经典频传：看电影，学党史”

系列短视频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