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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乡村振兴
郭凯倩

主流谍战题材影视作品摆脱套路，走向创新

细致描摹平凡人成就“非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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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电影《悬崖之上》
的热映，以及电视剧《绝密使命》
《叛逆者》《风声》等剧的热播，让
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再度成为
观众关注的热点，也让沉寂已久
的谍战题材影视作品再次受到观
众的欢迎，还吸引更多观众关注
革命历史、追寻红色记忆。

目前，电影《悬崖之上》累计
票房超 11 亿元；近来热播的电
视剧《叛逆者》在收视率和话题
讨论度方面居高不下，豆瓣评分
达8.4分。由此可见，经历了一段
时间的沉淀后，主流谍战题材影
视 作 品 正 在 摆 脱 套 路 ，走 向
创新。

谍战题材全面开花，
揭开隐蔽战线的伟大故事

时代危局之下，一些人在暗
夜找寻真理、坚定信仰。为了国家
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前赴后继，在
黑暗中摸索前行，不惜以生命为
代价，点燃黎明的火种。在敌我明
暗交锋的复杂环境中，更能够凸
显出人性之复杂和信仰之伟大，
以他们的故事为主题，谍战题材
影视作品便拥有了先天的叙事吸
引力，深受观众喜爱。

今年以来，电影《悬崖之上》、
电视剧《绝密使命》《叛逆者》等作
品呈现出诸多新亮点，让谍战影
视题材作品再次“开花”。

电影《悬崖之上》以上世纪三
十年代的哈尔滨为背景，讲述了
四位共产党特工执行秘密任务，
在身陷绝境时不畏牺牲、与敌人
斗智斗勇，最终完成使命的故
事。影片风格鲜明，情节扎实细
腻，叙事节奏紧张明快。围绕我
党一条秘密交通线展开谍战叙
事的电视剧《绝密使命》，依托真
实历史和真实人物事迹，将重心
放置在讲述我方人员如何传送
情报上，刻画了三千公里交通线
上交通员们鲜为人知的英勇事
迹。电视剧《叛逆者》以林楠笙、
朱怡贞为代表，展现出这一特定
历史时期中，爱国青年在战争和
人性的洗礼下经历成长蜕变、投
身救国道路的心路历程。“这个
故事跨越三个大的历史时期，通
过详尽书写一个人的转变过程，
勾勒出了隐蔽战线上从长期潜
伏者到新人特工等众多地下工
作者不同时期的历史群像。整体
来看，这是一个隐忍悲伤、但主
人公的内心又饱含希望和真情，
拼尽全力去寻找光明的故事。”
电视剧《叛逆者》导演周游如
是说。

这些发生在黎明前夕的故
事，隐秘、强烈、震撼人心，揭示出
革命历史的辗转曲折，展现了共
产党人为国为民的使命感和大无
畏的牺牲精神，更昭示着中国共
产党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匠心塑造无声英雄，
绘就地下工作者人物精神
图谱

地下工作是一条孤独的战
线。在谍战题材特殊的叙事情境
下，一个人内心的挣扎、思想的徘
徊和信仰的磨砺就会被放大，形
成一个极致的心理活动空间，衍
生出对命运、理想、信仰等深刻话
题的探讨，更塑造出一批智慧过
人、人格伟大的成长型人物。

“谍战题材的人物塑造十分
考验剧作者和演绎者的功力。”中
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编辑赵聪
表示，“地下工作者是革命者、战
斗者，更是牺牲者，纷乱的历史背
景、特殊的工作环境，让人物的心
理表现和人性复杂展现出更多层
次，为故事的吸引力加码，增添了
思想深度和价值分量。”

电影《悬崖之上》用人民史观
还原时代，以群像化的呈现塑造
了影片中各具特色和个性的共产
党特工形象，他们的故事里有儿
女情长，也有骨肉亲情。“为了创
作出一部精彩的英雄史诗，我们
力求打破传统创作的模式，跳脱
出以单一英雄为主角的套路，转
而以时代群像的视角展现险象环
生的传奇谍战故事。《悬崖之上》
的群像戏不仅增加了剧情的张
力，也提升了视听效果，更能够反

映出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展现
了共产党人坚毅的精神品质。”电
影《悬崖之上》总监制傅若清回忆
创作过程时表示。

电视剧《绝密使命》突出刻画
了一直被忽视的隐蔽战线上忠
于党、忠于人民，勇于自我奉献、
自我牺牲的优秀红色交通员，塑
造了一幅隐蔽战线的英雄群像
图。电视剧《叛逆者》的人物群像
多元且鲜活。深刻的人物形象，
纠葛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命运走
向，营造出一种孤独、悲怆但又
饱含希望的美学情调。值得一提
的是，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林
楠笙并没有戴上“主角光环”，而
是在走上正确道路的过程中经
历了迷茫、痛苦与挣扎，最终才
得到了成长。

不同于以往聚焦某一个英雄
的书写方法和英雄人物“高大全”
的塑造方式，当前谍战剧中的无声
英雄从单个英雄人物转化为群体
表达。具有主角光环的英雄人物转
化为接地气、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细致描摹平凡人成就“非凡事”。

传递信仰力量，为党
史学习教育提供丰富素材

在建党百年这一重要历史节
点，今年面世的电影《悬崖之上》、
电视剧《叛逆者》《绝密使命》等作
品将镜头对准隐蔽战线上的革命

工作者，以精彩的叙事和精心的
艺术塑造，将我们拉回历史现场，
感受隐蔽战线上革命先辈的信仰
之坚定、人格之伟大。

电影《悬崖之上》中地下工作
者面对困难依旧百折不挠，为了
民族大业，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他
们对信仰笃定，内心充满忠诚。电
视剧《绝密使命》中，一个个平凡
的小人物穿行在中央红色交通线
上，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不辱使命、
保卫革命成果，靠的是忠诚与信
仰之心。电视剧《叛逆者》中，林楠
笙被顾慎言、纪中原、朱怡贞、左
秋明等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使命
感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感召，立
场发生转变，找到正确的信仰之
路。今日之观众，也能从这些作品
对革命历史的深度还原中，感受
共产党人所经历的道路曲折和历
史考验，更能在走入故事之后，与
那些无名英雄建立情感联系和精
神共振，感受到共产主义信仰的
力量。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
一抔魂。回顾百年历史，无数革命
先烈为了崇高理想而英勇牺牲的
感人故事传颂至今。今日之美好
生活，正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
来的。如此红色记忆不能遗忘，
如此红色精神必须世代传承，这
些谍战题材佳作，正在成为当下
观众学习党史、传承精神的生动
教材。 （《光明日报》牛梦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
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
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近年来，建设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乡村成为人们越来越
广泛的共识，并有越来越多的
人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其中。与
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同步，文
化遗产保护成为乡村振兴中的
重要工作。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
来，中国的乡村文化与村民共
同构成了一个文化生态链条，
传承、延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其中文物建筑与非遗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因此，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
当下，进一步保护、发掘、利用
凝聚中国乡村文脉的老建筑、

老习俗就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对
乡村文化需求的重要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
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
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
化基因。”这就要保护好前人留
下的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古迹、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
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
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三
五”期间，我国2000多项重点文
物保护工程有效实施；完成第
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登
记；“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地
方性保护条例 37 部，建立了国
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认
定非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
认定各级代表性传承人 9 万多
人……多年来，延续乡村历史
文脉和文化基因的乡村文化遗
产保护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相
关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推进了
诸多关于历史建筑、不可移动
文物等工作的普查、登记及保
护利用工作，文化生态保护区
的建设更是为区域性非遗保护
工作开创了新局面。在乡村振

兴的大战略中，这些工作应当
得到更好的统筹和大力推进。

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的进一
步挖掘，推动村民的文明提升。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
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现代化建设
的快速推进使得乡村的老建筑
等逐渐减少或荒废，年轻人大
量外出更使得乡村文化传统的
保护日益衰减。乡村振兴，终究
要留住人、留住传统，这需要通
过老建筑、老习俗等作为共同
的精神纽带，逐渐吸引人员回
流、建设乡村。与此同时，文化
遗产的保护也能进一步推动乡
风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思想
道德水平、科技文化素质和生
产 技 能 ，实 现 高 素 质 乡 村 的
建设。

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的进一
步利用，实现乡村的产业振兴。
文化助力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促进文化繁荣，两者相互作用，

更好解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
明需求。乡村文化遗产就是产
业振兴中的重要资源。近年来，
乡村旅游得到迅速发展，但也
呈现出缺乏规划、产品雷同、业
态单一、各自为政的特点，因
此，通过挖掘和振兴乡村的特
色文化遗产，通过整体保护实
现见人见物见生活，推进文化
与旅游、农业、体育等产业的融
合发展，一方面凸显当地特色，
解决“旅游千村一面”“产品天
下一家”的问题，一方面能够为
传承人和相关从业人员带来实
实在在的经济收入，能够有效
吸引村民回流，实现主客共享，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
丰收。数据显示，10 年来，文化
和旅游部支持地方建设非物质
文化遗产扶贫就业工坊超过
2000所，带动项目超过2200个，
带动近 50 万人就业，助力 20 多
万贫困户实现脱贫。

保护乡村文化遗产，促进乡
村振兴。在我国广袤的乡村大
地上，还有更多动人的“中国故
事”可讲，更多动听的“中国声
音”可传。

小哥俩 李陶 摄

家乡的黄梅天
一过，溽暑紧随，那
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实是一年中最难熬
的时节。然夏季虽暴
烈，也有其可爱的一
面，譬如那锅将一夏
的清凉与滋味深蕴
其间，并融进亲人丝
丝呵护的绿豆汤。

绿豆，亦名小青
豆，古称菉豆。它给人
的印象就一个字——
绿。生长过程中的绿
豆，不仅巴掌大的叶子和细长豆荚
是绿色的，就连开出的小花也呈黄
绿色，最后结出的豆子仍是一派青
绿色泽。这是能直透入心的绿，将
小巧玲珑的绿豆捧在手中，简直就
是夏日里最浓的绿荫。

绿豆带来的不仅仅是令人愉
悦的心境，更有丰富美妙的味觉享
受。绿豆芽、绿豆粥、绿豆糕、绿豆
粉、绿豆冰棍……一粒粒不起眼的
小绿豆，幻化成道不尽的舌尖
记忆。

我的外婆就很喜欢绿豆。按她
老人家的说法，那属于“一丝火气
也无的消夏好东西”。亦因此，每逢
夏日携着骄阳向我们跑来时，外婆
早已捧着绿豆在季节的这端迎接
她了。

儿时暑假，犹记外婆起床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煮上一锅甜甜的绿
豆汤，供全家畅饮。绿豆，是亲戚捎
来的，粒头较市面货略大。外婆取
出适量，先浸上2小时，再掺上一
勺薏仁米，添两瓢清水，放到灶上
锅里烧开后，用文火慢熬。

等熟门熟路的一套太极拳打
完，窗外的热浪开始汹涌起来，外
婆回到闷热难耐的灶间，独自浸在
那氤氲热气中，一边挥汗如雨，一
边手底下似有千年万年时光般，耐
心绝佳地守在灶边熬煮绿豆汤。

袅袅水汽中，绿豆逐渐在沸腾
的水里敞开温软的胸怀。一粒粒好
似舞动的绿色精灵，漾起又沉下，
并在与水的不断磨合中，毫无保留
地恣意绚烂，悄然化入水中，将水
染成一泓浓绿。夏天的火热，便被
细细地慢慢地煮碎，代之而起的一
帘绿色幽梦。

等到绿豆清凉的香在空气里
四处弥漫时，外婆往锅里投点冰
糖，用勺子轻轻搅拌后，将锅端离
灶头，放在穿堂风里吹凉，如果放
在井水里冰透更佳。

夏日的午后，日头喷着烈烈的
火焰，天热得像发了狂。蝉已经懒
得再叫，连猫猫狗狗都躲到阴凉的
地方，唯独我等放假在家的孩子依
然玩劲十足，串门、打乒乓、钓鱼、
摸蚌……而每次从室外带着满头
的汗水和一身呼呼蒸腾的暑气回
到家中时，眼看外婆端来晾凉的已
煮开花的绿豆汤，绿茵茵的一碗，
不仅熄灭了心火，精神上更先已享
用起这道夏日美味了。

如今的我，对绿豆汤仍怀有一
份特别的情感。每当炎夏，日日都
会照例煮上一锅。看着锅中的绿
豆，渐次绽出花一般的笑颜，时光
就这样慢下来的同时，当年外婆弓
着身淘洗绿豆、烧水、熬汤的熟悉
身影，便如映眼前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歌典
——歌声中的百年风华》
出版

新华社北京7月 11日电（记
者 史竞男）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人
民音乐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共
同编著的主题出版物《中国共产党
历史歌典——歌声中的百年风华》
日前出版，通过音乐艺术形式回顾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该书分为“开天辟地”“洪流滚
滚”“星火燎原”等10个篇章，围绕
135个党史关键词，遴选反映百年
历程中重大历史时刻、重要历史人
物的166首经典歌曲、142幅珍贵
历史照片和97首乐谱音频，通过
歌曲赏析、党史解读与音乐聆听，
重温党的光辉历史。

据悉，该书将通过5G+VR技
术，推出具有全景视角、沉浸式体
验、虚实结合的5G富媒体版本，呈
现聆听音乐、演唱歌曲、学习党史
的交互效果。

新华社上海
7 月 11 日电（记
者 许东远 朱翃）
1200多件珍贵展
品，500多幅历史
图片……11 日，
历时三年策展建
设的上海体育博
物馆正式揭牌。

上海体育博
物馆位于南京西
路 150 号上海市
文物保护单位体
育大厦内。体育大
厦原名西侨青年
会大楼，始建于
1928 年。在保护
好历史风貌的前
提下，建设团队小
心翼翼、反复论
证，将体育大厦1

层至3层总建筑面积约为2000平
方米的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和布局
设计。

全新的上海体育博物馆拥有
历史之舟、奥运之光、活力之城和
未来之窗四个主展厅，全馆展陈面
积为1813平方米，包含1200多件
展品和500多幅历史图片。

建设上海体育博物馆，是几代
上海体育人共同的心愿。从最初的
陈列室，到如今的博物馆，筹建的
过程中得到了博物馆业内人士、体
育人、民间体育爱好者的大力支
持。开馆仪式现场，奥运冠军代表
吴敏霞、王励勤、邹市明、乐靖宜、
陶璐娜、火亮纷纷通过视频寄语的
方式，向上海体育博物馆送来
祝福。

“世界一流的城市，需要世界
一流的博物馆，这是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的重要支撑，也是用历史
底蕴为时代赋能的文化自信。”上
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

上海体育博物馆的建成开放
是推动上海人文之城建设、提升城
市软实力的一项为民办实事工程。
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徐彬表示：“讲
好上海体育的历史故事，讲好百年
传承的故事，传承宣扬其中蕴含的
时代精神和体育精神，正是上海体
育博物馆建设的初心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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