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归队”！
城区首批27位散葬烈士遗骸迁至株洲烈士纪念园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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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协提醒司机朋友
冰雪天这样开车可以减少事故

冰雪天开车或通过结冰路面
时，要缓慢行驶，轻点油门，轻踩刹
车，慢打方向。随意超车等任何大
的动作或不妥操作都可能带来危
险。必要时，可将轮胎放掉一些气，
增大汽车轮胎与冰滑路面的接触面
积，增强轮胎附着力。

阴暗潮湿的地方、立交桥下及
隧道洞口等处都易结冰，薄冰更可
怕，应加倍小心，减速慢行。在这种
情况下，尽量行驶在前车留下的车
辙中，不要靠路边行驶。如果感到
驱动轮开始打滑，马上松开油门。
不要猛踩刹车，那样很可能造成侧

滑。如果产生侧滑，马上松开刹车，
使方向盘能够重新控制汽车。

交通安全专家表示，正常干燥
的沥青路面的摩擦系数为0.6，雨天
路面摩擦系数降为 0.4，雪天则为
0.28，结冰路面就更低，只有 0.18。
摩擦系数降低，制动距离加大。所

以司机要加大车距，延长制动距离。
同时，尽量避免在雪地上泊车，

因为你很难使它重新启动。如果必
须在下坡地段泊车，要保证有足够
的空间驶离泊车位。

（来源 科普湖南）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何春林 邱鹏）12 月 28 日 11 时
18分，雪后的株洲烈士纪念园格
外清朗肃穆。株洲城区散葬烈
士遗骸迁葬入园仪式在此举行，
迎接城区首批27位散葬烈士遗
骸“回家”。

株洲烈士纪念碑威严耸立，
四周的松柏树上，积雪逐渐融化
成水，常青的松柏树格外翠绿。
纪念碑前，我市党政军代表、学
生代表、烈属代表组成的方队整
齐划一，迁葬仪式现场庄严肃
穆。国歌声毕，所有人面向纪念
碑，向烈士鞠躬默哀。

11时36分许，伴随着《献花
曲》旋律，礼兵缓缓来到纪念碑
前，双手小心翼翼地端起汉白玉
制的骨灰盒，捧在胸前，缓缓来
到迁葬区。洁白无瑕的骨灰盒
正前方镌刻着五角星，上端覆盖
着国旗，那抹红格外醒目。

11 时 50 分许，27 位烈士骨
灰安放在墓穴里。葱郁的桂花
树下，每个墓穴上端的石碑上，
铭记着烈士的英雄事迹。参加
仪式的人员在碑前鞠躬，敬献鲜
花寄托哀思。

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
记胡长春说，举行散葬烈士迁葬

仪式，缅怀英烈，就是要以英烈
为榜样，学习他们忧国忧民、上
下求索的革命情怀，学习他们无
私奉献、舍生取义的高尚品质，
做到胸怀理想、追求真理，敢于
担当、无私奉献，让我们以实际
行动向英烈致敬。

“看到烈士纪念碑前安放的
烈士骨灰盒，心里有种说不出的
伤心，是他们给了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景炎学校2006班的苏
同学说，唯有努力读书才能对得
起烈士们。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优
抚科科长李政军说，按照“对零
散烈士墓，原则上均实现就近迁
移至烈士陵园或集中安置地”的
原则，经与烈士亲属协商沟通，
其亲属同意并委托退役军人事
务局将27位烈士遗骸迁至株洲
烈士纪念园。这对于加强我市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维护英雄烈
士尊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
荣传统和在全社会树立尊崇英
烈、学习英烈的良好风尚，具有
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祖孙三代寻烈士
一抔黄土归故里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此次迁葬的27名烈士，他们牺牲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有的是在战斗中，有的是在备战
中，有的是在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过程
中。昨天，60多位烈士后代来到墓碑前，敬
鲜花、三鞠躬表达哀思。

得知伯父苏本桥要安葬在株洲烈士纪
念园的消息后，68 岁的苏爱英几度失眠。
因为身体原因，苏爱英平时很少出门。昨
天上午，她坚持来到了烈士纪念园，子女怕
其受刺激，没有将其带到迁葬现场，而是安
排她坐在车内。

苏阿姨说，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家就离
开了安源，几经搬迁，最后回到株洲定居。
新中国成立伊始，爷爷苏月华四处打听当红
军的儿子下落，苦苦期盼了几年，始终未等
到人归，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这样
一来，寻找亲人下落的重担就落在她的父亲
苏本石肩上。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本石
通过查找党史资料、新闻报道，得知自己的
哥哥早已牺牲，但没有查到具体信息。

上世纪80年代初，苏阿姨为了完成爷
爷和父亲遗愿，继续寻找伯伯苏本桥。

“只要哪里有伯父的消息，我们就会往
哪去。”苏阿姨说，这些年，她和家人根据党
史、书本中的线索，去了原中央苏区的吉
安、赣州、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寻找伯父战
斗的足迹，以求证其牺牲时间、地点等细
节。由于时间久远，查找工作极为困难，每
到一处都是满腔热情而去，失望而归。

“迎红军战士魂归故里，慰战斗英雄在
天之灵。”苏爱英的女儿说，一家人寻找的过
程，也是见证烈士英雄事迹的过程，所到之
处所见所闻都是心灵的震撼。比如，他们前
往广西全州湘江战役纪念馆，走访湘江战役
旧址时了解到，红军在此突破敌人的第四道
封锁线，损失数万名战士。当地群众回忆湘
江战役中“血染十里溪”的惨烈场面，悲痛地
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今年清明节期间，一家人终于确定，苏
本桥于 1934 年 9 月 30 日在兴国县防御阻
击战中牺牲。由于没有找到墓穴，一家人
在烈士浴血奋战的现场，捧回了一抔黄土，
珍藏在家中，直到此次迁移安葬。

如今，苏本桥的名字写入了株洲英烈
谱和英烈墙上。

“我们祖孙三代苦苦艰难寻找亲人七
十余年，终于有了结果，在此衷心感谢社会
各界的支持及关怀，他终于回家了。”苏本
桥烈士的后人哽咽道。

相关新闻

目前，株洲地区有3000多位
散葬的烈士，城区有54位，此次

属于第一批。接下来，包括城区
在内的各县市区将会按照上述

原则和工作方法，将辖区内的散
葬烈士迁移至烈士陵园长眠。

株洲地区有多少位散葬的烈士？

延伸阅读

▲昨天上午，株洲城区27名散葬烈士遗骸迁葬入园。记者/何春林 摄

▲苏本桥烈士后代手捧鲜花祭奠先人。记者/何春林 摄

电影《1921》结尾，中共二大召开时，王会悟坐在门口，怀里抱着自己与湖南人李达的孩子，寓意着党的
事业薪火相传，代代有人。

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电影《1921》的历史叙事回荡和贯穿的是中共
的伟大建党精神主旋律，导演虽然没有直接讲述湖南，但湖南观众能从中看出湖南精神和力量的叙事。

▲▲电影电影《《19211921》》海报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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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

今年是建党百年，
全国上演了很多革命题
材的影视作品，从电视
剧《觉醒年代》《山海情》
到电影《长津湖》《1921》
等 ，让 网 友 直 呼“ 泪
目”。回首再看，《1921》
无疑是非常特别的一
部。这部电影主题鲜
明，人物制作接地气，让
很多年轻人看完后感受
到青春理想与信仰的重
要性。

《1921》影片讲述了
百年前波澜壮阔的大历
史，出场人物众多，其中湖
南人有李达、毛泽东、何叔
衡、刘少奇、李启汉、任弼
时、萧劲光、杨开慧、缪伯
英等。党的一大代表13
位，平均年龄28岁，湖南人
就占了4位。这部电影的
着重点在党史的青春叙
事，电影中人物镜头以湖
南人最多。

在《1921》的影片叙
事中，建党初期，中国很
多新青年在李大钊、陈
独秀等中共灵魂人物的
引领下筚路蓝缕，为陷
入苦难的中国寻找出
路，也是毛泽东、李达等
一代湖湘青年中流击
水，开创历史新篇章，见
证湖南力量的伟大时
刻。

从历史叙事
看伟大建党精神中的湖南力量
——电影《1921》的湖湘精神视角解读
佘意明

欢迎读者来稿，要求原创，
诗歌、散文、书画等体裁不限。

投稿邮箱：
672485429@qq.com

革命历史题材的影像叙事是我国主旋律电影创作的
重要议题，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和话语构建。

由黄建新、郑大圣导演的电影《1921》，聚焦1921年这
一特殊的历史节点，将党史的宏大记忆和革命的日常审美
进行高度融合，再现了上世纪初中华民族危难时刻这个历
史大背景下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开的伟大篇章。

《1921》以上海为中心，场景既有国内的北京、广州、长
沙、嘉兴，也有国际城市巴黎、维也纳、莫斯科、东京等，串
起了以“中共一大”代表为核心的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和领
导人的身影和脚步，讲述了他们冲破各种势力的阻挠，从
各地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精彩传奇故事。

《1921》中革命历史群像的叙事，延续了导演黄建新自
2009年《建国大业》以来开创的大主题、小叙事、群像式主
旋律电影的新模式。但与此前的同类题材相比，《1921》无
疑朝戏剧化和类型化叙事提升了一大步。故事除了召开

“一大”的明线外，暗线是中法租界探长、青帮头目黄金荣
的破坏，而且，还辅以两条复杂国际局势的副线进行交叠

出现：即日本特高课对在沪日籍共产党人的绞杀，以及欧
洲反共势力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的阻挠与
监视。这增加了影片的传奇性和观赏性。

《1921》影片以故事的形式使观众重返历史现场，诠释
了乱世之际中国新青年的忧国忧民情怀。

党史记忆的史诗叙事表达

回顾中共“一大”，李达曾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
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

电影《1921》在以字幕形式交代黑白的历史背景和“南
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代使命后，影片从陈独秀与青年毛
泽东的会谈开始，到毛泽东、何叔衡、萧子升雨中论道，以
及李达因为革命写稿坏了肠胃不能吃辣椒，湖南人心忧天
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谈起湖南精神，陈独秀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
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语）”，“不能说王船
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
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

电影《1921》以湖南青年李达和他的浙江妻子王会悟为
明线讲述故事。两人是一大会议具体负责实施的筹办人。
在与众人商议的时候，李达引用了一段鲁迅的名言：“世上
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对刘仁静说：“我们
不仅需要去支援，更需要的是去领导。我们需要建立一个
政党。”李达的身上，体现了湖南人敢为人先的精神。

影片还记叙了毛泽东和李达的第一次见面，李达撕毁

了毛泽东带来的湖南革命经费欠条，然后两人相约将革命
力量发扬壮大。这种不顾个人利害，相许民族未来，正是
湖南人民族大义的体现。

对青年毛泽东，电影《1921》特意设置了一个奔跑的场
景。初到上海的毛泽东，路过复兴公园，正好碰上一场大集
会，法国人高唱《马赛曲》庆祝法国独立日。一群中国人围
着看热闹，且越来越多，场面几近失控。法国巡捕房警察将
围观的中国群众轰了出去。毛泽东当时也在看热闹，感到
激愤交加。他开始奔跑起来，越跑越快，跑过南京路，跑到
外滩，看到满天绽放的烟火，所有情绪在那一刻得到释放。
彼时的毛泽东，内心一定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彻
底改变中国的现状。导演没有把这种场景设置在另一个人
的身上，而是在湖南人毛泽东身上。从毛泽东的“奔跑”，可
以看到湖南人的不服输、霸得蛮的气魄与性格。

电影为湖南人何叔衡设置了一个失声痛哭的场景，想
到封建科举制度下皇权的腐朽和人性的奴化，他说道：“我
参加革命，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挺直腰杆，自由地看着我
想看的世界。”

湖南精神与力量的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