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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评影评

很少连贯地看完一部电视剧了，但《觉醒年代》
却是一个例外，是我儿子推荐我观看的，他说这部
电视剧与今年全国的党史教育和政法干警的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相吻合，作为基层检察院的一员，观
看完以后，仿佛正经历那个动荡激昂的时代，体验
到了一种久违的感动与欣慰。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
艰难、也是最屈辱的一段历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
炮打开了古老中国早已锈蚀斑斑的大门。辛亥革命
的枪声了断了龙椅上的残梦，却让一帮军阀窃取了
胜利的果实。中国何去何从？是任由铁蹄践踏、深陷
水火，还是历经苦难，从此走向新的辉煌？

一时间，古老的华夏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
奈与彷徨。

此时，就连一向以斗士著称的鲁迅
也陷入了彷徨，只能躲在一座古寺里抄
写佛经。当然他不是寄希望于释迦牟尼
来拯救世界，只是，他还没有想到更好的
办法。同样彷徨着的，还有陈独秀、李大
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但是，他们没有消
沉，他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斗
志，只是夜色浓重，还没有看清方向。

他们一边努力地思索，一边努力地
叫醒仍然在酣睡的同胞。于是，茫茫黑夜
里闪过一道星光。此时，北大成了这风暴
的中心，一群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面向
风暴，挺起了他们的脊梁，走到了时代的
前沿，扛起了开启民智的大旗。

“书生何不带吴钩”，这些人没有刀
枪，但是他们以文作剑，投笔为枪，以文
人特有的气质和品格，发出了护国救民
的最强音。鲁迅的《狂人日记》，篇篇泣
血；李大钊的《青春》，字字铿锵。

这声音由小及大，从北大传出，传到
长辛店，传到上海、长沙、广州、日本、法
国；这声音从学生中间飞出，传到劳工、
军警、商人、官僚、乞丐之中。终于，这声
音逐步由闹钟变为炸弹，汇成民意的汪
洋。

“100”，这个数字对于国人总有一种
特别的印象，是一种圆满，还是一种祝
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忘记了那

个悲壮的起点，和这一路的风雨辛酸。
觉醒，不是突变，是一个渐次的过程。李大钊

说，面对即将爆发的火山，沉睡中的人们是幸福的，
而醒着的人则是痛苦的。

他们的确是先驱者、启蒙者，是那个时代的勇
者、智者。他们的优秀更在于，他们优先觉醒于那个
混沌的时代，并且勇敢地肩负起了这份沉甸甸的历
史重任，觉醒不是精明于算计，熟练于权术，而是对
大势的把握，对信仰的崇尚和对价值的追求。

电视剧看完了，眼前浮现出几个鲜活而高大的
背影，都是极其唯美的形象。女的蓝衫短袖、黑裙白
袜，男的或粗布长衫，或西装革履。我却只能看到背
影，因为他一直在我们的前面；只能看到背影，在他
们的前面，是无限的光明……

电波不逝，
红色精神永相存

——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李泽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传承红色精神，需要有
好故事、好情节、好角色，在新时代的语境下，需要带领我
们真真切切感受到积淀深厚的革命精神，而电影《永不消
逝的电波》就是这样一部传承红色精神的经典之作。

一、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雄精神
该片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新中国

第一位女电影导演王苹执导的剧情片。于 1958 年在中国内
地上映，是根据革命烈士李白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影片主
要讲述了中共党员李侠被安排到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潜伏在日本间谍与国民党特务之
间，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故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 5G 新媒体平台携手中国电
影资料馆，历时 7 个月对原片超过 16 万帧的黑白影像逐帧
进行修复，并于 2021 年 10 月 6 日进入院线重映，成为国内
第一部黑白转彩色的 4K 修复故事片。而我则有幸走进影
院在大银幕上重温了这部红色经典影片。

片中虽然没有规模宏大、惊心动魄的战争冲突场面，
但却描述了党的隐蔽战线群体并着力塑造李侠这一乐观
坚毅、临危不惧、勇于奉献的共产党员形象。一经上映，引
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社会各界纷纷掀起了学习英雄李侠
的热潮。正是有了这些革命先烈前仆后继地不懈努力才换
来如今来之不易幸福和平生活。

二、坚守理想信念，树立毕生追求
“电台重于生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李侠用

自己的一生诠释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守与信念。
故事发生在 1938 年动乱的年代，李侠与兰芬假扮夫

妻，开启了 12 年的潜伏生涯。每一晚都将秘密情报从上海
传送到千里之外的延安解放区根据地。抗日时期，他不幸
被日军所捕，即使遭受非人般酷刑折磨他始终守口如瓶，
绝不背叛组织和人民。

日军投降后，李侠夫妇又同国民党展开了斗争。为了
将情报送出去，他坚守自己岗位。面对敌人的围捕时，他淡
然自若宁死不屈。影片结尾“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
们。”这句曾感动无数观众的台词，也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
光辉形象的一个缩影。

伴随着李侠发报身影的渐渐淡去，浮现出渡江战役和
上海战役的胜利画面。导演将蓝天白云等蕴含着国家意义
的画面与他最后一次发报的画面进行叠化，使其英雄主义
形象在影像层面上进一步升华，这一经典镜头感动着一代
又一代的中国人。正如《故事里中国》中胡歌复现演绎李侠
的事迹时所说：“烈士的一生就像一根火柴，一直潜伏在黑
暗中，但恰恰是这根火柴，点亮了新中国的光明！”我们不能
忘记还有这样一群英雄儿女，他们为了新中国，凭借着他们
自身崇高的信念与理想，不屈不挠地同敌人顽强斗争。

三、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奋进前行
艺术源于生活，根据现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往往更加具

有极强的说服力。影片运用十分朴素的手法刻画出一个忠
心耿耿、临危不惧的共产党员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
跳脱了当年同类影片的窠臼。通过演员孙道临在电影中的
精彩表演塑造出一个平易近人，亲切可掬而又令人敬仰佩
服英雄形象。

实际上，现实世界中原型人物李白烈士所经历的比电
影情节更加残酷和危险。他曾两次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
酷刑逼迫宁死不屈表达了自己为国家和民族牺牲一切的
决心。情报工作斗争激烈，有时候不亚于战场作战。信息的
传递对于战局部署及走势极为重要，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
像李侠这样敢于斗争坚守理想信念的人，虽然他们默默无
闻甚至未曾留名，但他们为了革命事业，不畏艰难险阻、无
私奉献、坚定笃行的共产党员精神是值得我们去深刻发扬
和传承的。

该片中英雄先烈们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伟大出自平
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
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
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
成就。英雄人物并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人人都可以学习的。

光明来临前
——看电影《至暗时刻》

吴晓彬

我把片名《至暗时刻》理解为：光明来临前。也就是说：所有的
光明必须经过黑暗。这让我想起一首诗，顾城的《一代人》：黑暗给
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电影中，当丘吉尔临危受命，在内阁一片求合的声音下做出他
的决定，他深知他这一决定不仅仅将改变英国，更是整个世界。法
国，比利时都沦陷了，英国也将面临这样的命运，丘吉尔在这充满
不确定，未知的历史时刻，就是在黑暗中寻找一双眼睛吗？而眼睛
肯定是要寻找光明的，那就是“胜利”。

这部电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英国街头的一段镜头，是关
于丘吉尔坐在车上去皇宫的路上所看到的景象，画面突然沉缓起
来，有倒垃圾的，有公司小职员，有中年妇女，有中年男人，小孩子，
他们走在街上，每个人的脸都没有表情，他们赶往他们的目的地，
过程漫长而昏暗。另一个是在战场，一个少将军收到命令：必须死
守以换取敦刻尔克的大撤退的时间，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某种绝望，
这是一种难以说清的情感。一方面求生欲，一方面作为军人的天
职，他知道他们的牺牲也许将拯救千万人的生命。

我们知道在战争中，时间就是生命。而另一个关于街头的镜头
同样深刻。天空下着雨，人们撑着伞走着，同样沉默，无表情。丘吉
尔同样坐在车上，正赶往一个会议，突然画面一转，在堵车时人群
开始有些骚乱，在雨中这群人将何去向从？这时，丘吉尔下车了，他
走向人群，走进地铁，他站在地铁站的地图前向一个女孩提问怎么
坐车，此时他是一个老人，一个从未坐过地铁的人向一个陌生人求
助。当小女孩反应过来，惊讶但并不慌张，她很仔细地告诉丘吉尔
怎么坐车，然后丘吉尔轻轻一笑道：“坐地铁也不是那么难。”

当他开始向人们提问，并用他天才般的演讲打动人们，人们的
眼睛里就放光了，含着泪但充满力量。他擅长通过语言收获人心，
丘吉尔每次演讲都不长，但充满力量，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有个演
讲者说过，“一个好的演讲重要的是动作。”是的，丘吉尔的手势简
单，但有着诱惑人的魔力。

一部好的传记电影一定是将其“人性”化，一个人肯定有七情
六欲，肯定有生活，有他的胆怯和坚强。而电影《至暗时刻》里的丘
吉尔正是这样一个人，在夫人面前会表现的像一个小男孩，需要关
怀和爱，也有小脾气，在面对艰难抉择时，在伞下他望着星空，会不
知所措，偶尔对秘书发脾气。面对战士牺牲会悲痛，作为决策者在
悲痛中又果决。

反倒乔治六世出场不多，他在丘吉尔家与丘吉尔讨论时，俩人
表现得非常可爱。丘吉尔战战兢兢低着头，说起话仿佛有点结巴，
但最终达成了协议。他发表参战演讲后，在一片欢呼支持声中，丘
吉尔走出议会大门中结束，迎来的是从门口照进的阳光。如片名所
说，至暗时刻，也就是光明来临前。

株洲电影，说“经”道“史”
罗九湘

看《觉醒年代》有感
唐梦菲

1951 年 6 月，株洲建市。当时市区仅
有一个鲁班殿，是供流动戏班不定期来
演出的，并无正规的电影院。观众没有
电影看可不行，休闲选择只有它。于是，
1952 年第一家电影院——人民剧院在
一片需求中诞生。它可了不起，出生便
创造了株洲电影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即
设立了第一家院外售票厅，成立了第一
家放映技术培训基地，成了第一家利用
防空洞冷气进行剧场降温，创办了第一
家观众托儿间，发行了第一份电影月刊

《人民影讯》等。
据 说 ，人 民 剧 院 放 映 第 一 部 电 影

——苏联战斗片《沙漠苦战记》，当市民
第 一 次 看 到 银 幕 上 有 飞 机 、大 炮 和 机
枪，尤其看到汽车从前头开来，子弹对
准自己射击时，一片惊慌：有的躲在座
位下，有的大声呼叫：“吓死人咯！”有的
则往外面跑……那惊奇的场景，与今天
的 3D 电影一样，令人身临其境。

到了 1962 年 1 月，株洲市电影发行
放映公司（即电影公司）才成立。当时株
洲人口 17万，城市 9万，农村 8万。市区仅
靠一家人民剧院放电影，是远远不够的。
这样，1958年先后又兴建了株洲电影院，
株洲影剧院和工人文化宫影剧院。

那时的电影票价，与现在每场的几十
元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故事片 2
角，包场1角 8 分，学生 1 角；纪录片 1 角 5
分，包场 1角 2分。票价不高，但翻墙入院
或躲藏幕布下的小毛孩，时于黑暗中潜
行；虽然有时发现后也被场务员揪住耳
朵往外拖，但对于“逃票”，他们仍痴心
不改，乐此不疲，享受童年那份难得的
快乐时光。

1965 年前的电影，可被看做是闪光
的“片头”。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
所有的制片厂被迫停产。电影厂“断奶”，

生产决定消费，在此大背景下的株洲电
影也受到冲击。那时，出于政治宣传的需
要，电影院也只能放映一些应时的新闻
纪录片和《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
戏”，以及《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等老片子。影院放腻了，观众也看腻了，
看得连三岁小孩都能背出台词来。

进入 70 年代后，经历了长久的压抑
和文化的匮乏，市民对电影的期待与渴
望再度变为现实——株洲电影呈兴旺景
象。1978 年，放电影 3 万多场，观众 2400
多万人次，首次突破百万大关。1982 年 5
月底放映《少林寺》，观众高达 56.15 万人
次，相当城市人口的 1.51倍，是株洲电影
放映史上观众人次最高的一部影片。观
众说了，影片打得过瘾，打得实在，打得
好看，由此引发了武打片的热潮。1988年
2 月 16 日晚，市公司举办了株洲首届“迎
新春除夕通宵电影晚会”，电影从凌晨一
点开始至五点五十分结束，可说是家家
满座，观众 14000 余人，发行收入一晚高
达 4887.92元，平均票价 6角 5分。

这一时期，市区又陆续兴建了天桥
影剧院和红旗路影剧院，形成了以专业
影院为骨干，厂矿俱乐部为主体的电影
放映网络。与此同时，农村电影网也有
了较大发展。1977 年实现了社社有电影
队，到 1984 年底，全市农村每 2.3 个村就
有一个放映队，放映点平均放映 79 场，
为全省之冠。那时，村里最欢迎的上级
来人就是电影队了。当电影队的小车刚
一在村头露面，不少的孩子娃就扛着凳
子占位去了。

大片，或许是 90 年代出现频率最高
的影视词汇。它的投资，往往超过当时
平均制作成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当海
外 大 片 、国 产 精 品 接 踵 亮 相 中 国 银 幕
时，便显示其超凡的吸金能力，不啻为

当时较疲软的电影市场注入了生机与
活力。用电影制片厂的话调侃，面对市
场竞争，他们不想总做“公鸡”，每天高
唱《东方红》，还得去做“母鸡”，下蛋养
活自己。1994年，株洲引进第一部美国大
片《亡命天涯》，好评如潮 ，观影激增 。
1988年 4月，耗资两亿多美元的好莱坞大
片《泰坦尼克号》犹似重磅出击，那“永恒
的青春，不老的爱情”，借助光电声画这
些现代化的艺术彩笔，将人类的美善丑
恶描绘得出神入化和纤毫毕现。观众像
被注入了兴奋剂一般涌向电影院，盛况
空前。株洲放映 14 天 306 场，观众 11.31
万人次，总收入 147 万元，创历史单片之
最，让株洲电影又潇洒走一回。

市场，毕竟是市场，了解市场，才能
进入市场。当多元化的文化交流，诸如
电视、卡拉 OK、录像厅、歌舞厅等频入
市场后，加上经营模式的陈旧，老影院
肌体的衰退等等因素构成；电影已不再
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因而日子不好
过。怎么办？如何脱困？

于是，“不信东风唤不回”，电影单
位开始着眼长远想办法，创先争优抓实
干了。株洲电影院投资 35.66 万元，改造
影厅更新设备，率先成为全市第一家立
体声和放映收入突破 100 万元的甲级电
影 院 ；株 洲 影 剧 院 加 大 投 资 增 添 双 电
源，改造放映厅，成为多功能甲级电影
院；株洲电力机车厂俱乐部和天桥影剧
院，先后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全
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集体”称号；1993年
3 月，红旗电影院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
改造成一个装饰典雅、包厢豪华、高靠软
座、冷暖俱佳的特级电影院……

进入新世纪，开启新篇章，2001 年，
市文化局与株洲千金药业公司共同组建
了“千金影城”。它拥有现代电影厅 7 个，

可同时放映宽银幕、遮幅幕、普通银幕等
多制式立体声电影、3D 立体电影和高清
晰数字电影。2003年开始营业，头一年票
房收入就达 292 万元，创历史新高。2007
年，“千金影城”被国家广电总局评为国
家五星级电影院。但是，随着数家院线落
户 株 洲 ，市 场 抢 滩 竞 争 激 烈 。“ 千 金 影
城”、“万达影城”、“中影影城”等 10 余家
影院，纷纷“鸟枪换炮”，争奇斗艳。于是
乎，中国巨幕闪现株洲，数字化放映，星
级式服务，加上院线制下片源的多元化
等一系列改革，以及把购票服务与微信
平台相结合等新举措，从而将株洲电影
市场的一池春水，搅得波澜壮阔。

2014 年，新成立的株洲市电影放映
戏剧演出中心（即影剧中心），精心打造
了广场文化休闲项目——株洲汽车城。
这是株洲首家汽车电影院，占地近万平
方米，采用目前国内首创的活动式收放
巨幕，全钢铸造的近 200平方米户外高亮
大屏，可同时容纳 60余台车辆观影。了不
得！坐汽车观影，是一种超级体验；让家
庭聚会、朋友约会、男女相会等放飞好心
情，享受那份难得的时尚与洒脱。

2015 年，中国电影 110 周年之际，全
市电影票房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这是株
洲人民的一份特殊骄傲，这是株洲电影
又一级新的里程碑。看电影，聊电影，守
候新片，蹲点首映，业已成为当今市民
不可或缺的休闲活动。于是，印迹清晰，
形象喜人，历史继续……

说电影，道历史，一场电影一场梦，
酸甜苦辣说不尽。株洲电影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今已过“花甲”之年。她是
中国电影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也曾
奉献过几片“花瓣”，但她致力于开拓和
进取，在繁荣与创新中，必定会彰显出
独特的个性和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