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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评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摄制

的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第三季第五期日

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其中由朱广权、马天宇、谷

曙光组成的“山水小分队”来到了陇南市康县油房坝

村，了解当地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情况。

《山水间的家》每期由主持人、公众人物和文化学

者组成的两组团队分别去到一座村落，以“新村民”的

身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衣食住行和生产经营活动

等，使观众通过嘉宾“第一视角”的见证，捕捉每一处

蕴藏惊喜的乡村风物、了解每一座村落不同的振兴模

式以及触摸到每一片土地的脉搏跳动，聚焦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从自然环境、地理风貌、历史风俗等多

角度、全方位，讲好新时代“山乡巨变”故事。

近年来，康县立足青山绿水特产多的资源优势，

形成了“村村有特色产业，户户有发展产业，人人有致

富门路”的多元化特色产业发展格局。走进康县就是

走进“山水间的家”。 （本版编辑综合整理）

《山水间的家》走进康县

电视剧《破密》用 20 集的篇幅，以革命烈

士蔡威为人物原型，深情讲述了他在“看不见

的战线”上屡建奇功，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奉

献给革命事业的事迹。该剧通过影像叙事刻

画了青年共产党人的形象，为深入开掘红色

资源、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带来创作启示。

蔡威，原名蔡泽鏛，出生于福建宁德的

一个富裕家庭。他 19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24 岁受组织委派赴鄂豫皖苏区开展无线电

通讯的创建工作。他破译敌方密码，获取重

要情报，为粉碎敌人的“围剿”、配合四渡赤

水战役等作出重要贡献。长期高负荷的工

作让蔡威积劳成疾，三过草地后，他牺牲在

甘肃，年仅 29 岁。蔡威因为长期隐姓埋名，

信息记录有限，历经三代人 60 多年的苦苦

寻找，最终在 1998 年 5 月得以魂归故里。

《破密》从细节着手刻画英雄，把握住了

“作为人的英雄”和“作为英雄的人”的平衡，

让我们看到信仰坚定、性格丰满的革命者的

艺术形象。正如蔡威所讲，“我现在还是一

个想侍奉在母亲膝下的儿子，想陪伴在妻子

身旁的丈夫，迫切想见到儿子的父亲，但是

我放弃登船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回家了，

我就会后悔一辈子”。为了伟大的事业牺牲

小家，在平凡中书写不平凡，让英雄形象可

亲可信，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蔡威短暂而辉煌的青春岁月，是与战友

们辗转在多个地区，战斗在隐蔽战线中度过

的。革命道路上，年轻的蔡威也曾青涩，但严

峻的革命斗争将他锻炼成为成熟坚定的共产

主义战士。长征路上，小战士刘永忠用牺牲自

己的生命来保障电台信号，战友们沉浸在悲痛

中。蔡威让大家擦干眼泪，说：“把事情做成、

做好，才是那些牺牲的同志最想看到的事。”

《破密》还生动再现了一群年轻人的成长，使

得这部剧不仅是主人公蔡威的个人成长史，

更是一部青年革命者的群像刻画。施兰青加

入通信培训班，从女民兵成长为优秀的战

士。吕绍武原本是国民党军的报务员，加入

红四方面军后，在识破间谍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这些年轻人的成长，既有蔡威的以

身作则、指导带领，也有革命道路上的历练与

锻造。该剧通过讲述这群年轻人的故事，表

现青春在奔赴家国理想中闪光的主旨。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青春化叙

事成为一种显见的趋势。《破密》再现了青年革

命者的成长历程，再现了他们“以青春之我，创

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热

血与理想，增强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促成了两

代青年的“对话”，激励当代青年将个人价值的

实现与时代发展的主旋律相结合。

“人的一生要怎样度过，才能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没有怨恨、不会后悔”，这是《破密》

开篇的讲述。蔡威有崇高的理想追求、有民

族大义的担当，他的坚定来自他的信仰，他

以热血青春为信仰而战，将小我融入大我，

把个人价值的实现投入党的光辉事业中。

《破密》题材新颖，聚焦红军长征胜利背

后的“隐蔽战线”，引领我们回望历史，看到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悔青春。

□ 郎劲松 陈 曦

深情叙事致敬“无名英雄”

大海道是古代敦煌—哈密—吐鲁番之间最近的一

条路。它的开通和使用始于汉代，唐代以后官方逐渐

停止使用，大海道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停留于历

史记忆中的古道。丝绸之路作为古代沟通中西方文明

的通道，因其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一

直为人们所关注。目前，丝绸之路绝大多数路段已经

被揭开了历史的面纱，而大海道由于地处无人区，仍显

得陌生而神秘。近日，电视剧《大海道》播出，让这条沿

途尽是戈壁，汇集着诸多罕见地质地貌的道路进入了

观众视野。该剧将故事背景放在当代，围绕着大海道

讲述新疆青年们的奋斗故事，使荧屏上吹来一股粗犷

豪放的热血逐梦之风。

作品以一场摩托车拉力赛为契机，让性格迥异的新

疆青年林浩和哈里克“狭路相逢”，开始讲述二人在大海

道相识、相交，为成为专业摩托车手共同努力的故事，其

间，他们经历好友去世、身体受伤等变故，但最终在各界

人士的帮助下，站上世界级摩托车拉力赛的舞台。《大海

道》借助层层递进的摩托车拉力赛事、广阔无垠的风景，

该剧营造出独具特色的审美空间，为现代城市观众带来

陌生化的审美体验。摩托车作为现代、年轻而富有激情

的视觉元素，与大海道无人区古老、沧桑的地貌环境结

合，形成富有张力的视觉对比。

剧中塑造了立体丰满的青年形象。沉稳冷静的林

浩和热烈直白的哈里克组成一对颇有张力的人物组

合。他们性格迥异，却在奋斗过程中建立起紧密的情

感连接。同时，这两个人物在不断成长，这种成长不仅

体现为竞技技术的跃升，更彰显出心理上的重要转变，

即从最初萌发自我意识到最终完成自我实现。在更深

层次上，他们的成长也与人物所生活的大堡镇从零起

步、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产生互文效果。这种从青年

视角切入，以青春成长喻指国家发展建设，用个体成就

烘托时代进步的创作思路，把家国情怀巧妙融入青年

的生命体验之中，实现了个体成长与宏大叙事的统一。

除了两位主人公，《大海道》对群像的塑造也可圈

可点。剧中不仅塑造了以林浩、哈里克为代表的摩托

车拉力赛竞技者，还刻画了以沈笛、赵有为为代表的旅

游创业者，和以郝强、西琳为代表的家乡建设者，并通

过这些人物的情感纠葛，展现多样人生，丰富剧情层

次。剧中“燃”与“险”相互交织，一面是摩托车竞技者

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中超越极限，一面是文旅创业

者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竞争中突出重围。这些由群像人

物引导的多线叙事皆以年轻人的自我实现历程为主

线，以不甘于平凡、不屈于逆境的竞技与创业精神，契

合当下青年的价值追求，引发年轻受众的共鸣。

随着剧情推进，《大海道》还描绘出具有丰厚积淀

和盎然生机的文化形态共聚区，展现了烟火气浓厚的

文化景观，既满足了观众对荧屏差异化的内容需求，又

完成了“以文带旅”的传播使命，让更多观众感受到新

疆美丽风光的魅力。

《大海道》将青春梦想的实现与家乡文化认同、地

区发展图景相结合，不仅成功塑造了青年一代张扬自

信的形象，也绘制出人民勇于奋斗、敢于争先的时代精

神。剧中，大海道是勇者的试炼场，追梦的启航点，也

是文化的交融地；而在剧外，大海道的魅力则等待着更

多人探寻和发现。

□ 孙子荀

电视剧《大海道》——

丝绸古道上的现代景观

“ 我 深 刻 地 体 会 到 一 个 受 过 教 育 的 女

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

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

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

的命运。”这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

台词，源自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等

平台上热播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这部

剧虽然在讲张桂梅的故事，但不只是聚焦张

桂梅，呈现的是带着生活“露珠”的教育群

像，让人们在现实主义光影中感受到榜样的

力量，感受到为理想奔赴的执着与幸福。

作品做到了真实再现与细腻刻画的结

合。该剧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

模”张桂梅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华坪女

子高级中学创办的艰辛历程。基于真实事

件创作，为该剧铺设了浓厚的现实底色。剧

中深入描绘了贫困山区女性的教育困境和

生存现状，如女孩辍学、女孩被迫早婚、家庭

贫困等。贫困山区存在的性别偏见和重男

轻女的社会陋习，是促使张桂梅执着创办女

高的动力，也构成剧中的戏剧矛盾。从张桂

梅到教育局局长周善群，从老师丁笑笑、魏

庭云、陈四海到学生谷雨、蔡桂芝、柳细莺、

宁华，剧中的人物形象鲜活、真实、朴素。通

过对他们的精描细刻，细腻展现了张桂梅及

其团队、山区女孩等角色各自的性格特征和

内心世界。作品不回避现实中的困难和挑

战，对张桂梅创办女高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

缺、招生困难、教学质量提升等进行了真实的

呈现，让观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扶贫的

艰辛与不易，更加对女高老师和学生们的执

着不懈心生敬意。《山花烂漫时》让观众感受

到人性的光辉与温暖。学生们面对困境时

相互扶持、共同成长，通过努力学习，最终成

功走出大山，让人为之动容。教育可以改变

人的命运，剧情照应着的现实给予观众强烈

的欣慰与希望。张桂梅面对重重困难和种种

不理解，始终坚持创办全免费女子高中的信

念，以及她非凡的毅力和决心，是对用生命谱

写大爱的生动诠释。张桂梅带领的教师团

队，在艰苦的条件下共同努力，克服各种困

难，为女孩们提供教育机会，其坚持和奉献是

时代“燃灯者”的体现。在剧中，坚定的信仰

和使命感推动着张桂梅和老师们克服重重

困难，将不可能变为现实。渴望知识、渴望

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的梦想，激发

学生们将心中的能量化为脚下的力量。

涓滴之力汇成滚滚暖流，点点微光铺就

满天星河。以影视为载体，传扬“时代楷模”

精神，《山花烂漫时》让观众找到情感的共鸣

和理想的共振，传递给观众的是化梦想为现

实的力量，更是榜样的力量。

□ 宋 磊 字 童

在现实主义光影中感受榜样的力量

资 讯

和前两个项目相比，《田野之光》创作中出

现的一些新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创 作 队 伍 进 一 步 扩 大 。 从《新 时 代 的 我

们》开始，“省广电局指导，总导演组统一设计、

统一包装，各市（州）台分组创作，省广电局统

一安排播出”的纪录片创作机制基本确立，《幸

福中国——奋斗甘肃》项目对这一机制进行了

进一步的完善。由此也相对固定了一支以市

级融媒体中心为主的创作队伍。但在《田野之

光》的实施中，从一开始就把选题征集的范围

从市级扩大到了县级。在最后完成的作品中，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作品占据了半壁江山。由

此也证明，精品创作的意识正在基层主流媒体

中深深扎下了根。建设纪录片大省的关键是

拥有一支优秀的纪录片创作队伍，联制联播的

纪录片创作机制，正日益凸显出在人才发现和

队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创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为了更好地调动

创作者的积极性，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提高项目

实施的水准，《田野之光》借鉴以往的经验，关

口进一步前移，加大了选题审核和创作培训的

力度。项目实施中在前期和中期进行了两次

集中培训；各创作单位现场竞技，对选题进行

了路演。经专家组评估后，确定了入选选题。

中期采取线上监理的方式，各单位汇报拍摄进

度，总导演组给予指导。成片后总导演组统一

审片，集中提出意见供各团队参考修改。这样

的方式有效推进了项目进程，保证了各单位创

作水准的基本统一。

创作者的视野更加开阔。长期以来，创作

视野不够开阔，一直影响着地方纪录片生产的

水 准 。 在

这 次 创 作 中 ，很

多作品跳出了藩篱，把

发生在本地的故事，置于更

加广阔的背景之中，作品的层次有

了明显提高。平凉市《披荆斩棘的小苹

果》开篇以南极科考船上的静宁苹果为切口，

将地方特色农产品和走向世界联系起来；酒泉

市融媒体中心《飞天故里的绿色神话》以中蒙

两国农业合作的项目为线索讲述故事，农业科

技成了加强两国友好协作的纽带，创作团队为

此专门赴蒙古国进行了跟踪拍摄；清水县融媒

体中心《“麦”向田野》讲的是传统小麦的育种

改良故事，但故事的背景放置在了整个中国北

方小麦的生产中，由此让清水的田野故事成为

整个中国北方小麦生产的缩影。凡此种种，都

体现出创作者摆脱地域限制的艺术自觉，为作

品增添了更多可能。

创作者的技巧日臻成熟。《田野之光》从策

划之初就明确提出：要以事件为中心，人物只

是众多叙事符号中的一种；同时要充分体现科

技感，要把“土味情话”说得“高端大气”。这对

习惯了以人物为中心讲故事的创作者们来说，

是 一

大 挑 战 。

事 实 上 ，从 选 题

到 拍 摄 、寻 找 故 事 的

“科技感”到平衡人物故事和

凸显“科技感”之间的分量，成为

创作中最难的事。好在有了前两次项

目奠定的基础，绝大多数创作者都在百转千回

后，找到了适合自己又符合项目总体要求的表达

方式。甘南州融媒体中心《草原上的异国情

缘》，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把深奥的科技内容讲述

得生动而有趣；白银市融媒体中心《寄生的财

富》，充分运用了多种时尚的拍摄、剪辑技巧，让

平淡的内容紧紧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陇南市

融媒体中心的《古道茶香》，因强烈的文学性而

显得独树一帜；秦州区融媒体中心的《樱你而

甜》，解说生动有趣，“网感”十足；陇西县融媒体

中心、岷县融媒体中心的作品中，纪实片段拍得

准确而精彩……总体上，此次作品中对于网生

纪录片调性的把握有了明显进步，节奏更加明

快，摄影更加专业，故事讲述也更加流畅。

创作者的坚守让未来充满希望。纪录片

创作往往和“情怀”联系在一起。在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媒介日益发展的语境之中，流量与质

量等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主流媒体的创

作者。兰州、酒泉、平凉、武威、金昌等地的创

作者都是从《新时代的我们》就延续下来的创

作团队，经验丰富，创作功底扎实；酒泉市融媒

体中心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两集拍摄。尽

管在资金、时间、人力的保障上都存在诸多困

难，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创作者们仍然以极大

的热情投入到了创作当中。他们中的很多人

是第一次参与纪录片的创作，但他们从未想过

放弃。从选题到拍摄到成片，一遍遍按总导演

组的要求不断修改完善。他们对待创作的态

度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纪录片

创作的希望。

一年的追光之旅，并不会因为作品的播出

而结束，对于创作出更多更好纪录片精品的期

待，将是甘肃纪录片人永远追寻的光。

（本文配图均为《田野之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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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孕育、

生长 、收获，历时整整

一年，由甘肃省广电局指导，

甘肃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协会、

中国甘肃网、省内部分融媒体中心联

合出品的大型系列网络纪录片《田野

之 光》近 日 陆 续 上 线 播 出 。 这 是 继

2021 年《新时代的我们》、2023 年《幸

福中国——奋斗甘肃》两个项目之后，

全省纪录片联制联播项目的又一成

果。

在乡村振兴的宏大舞台上，农业

科技是一束耀眼的光。《田野之光》聚

焦的，就是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一年来，从陇东高原的厚土到河

西走廊的戈壁，从四季如春的温室大

棚到氧气稀薄的高原牧场，创作者们

以对职业的敬畏、对生活的热忱，用脚

步丈量、用镜头探究，在陇原广袤的田

野里追寻那道耀眼的科技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