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荣满（中）与京沪两地两位音乐人合奏陕北民歌《绣荷包》 受访者供图

    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

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上海的影院里，首日上映

的《1921》吸引了许多期待已久的影迷；而在网上，一段来自革命圣地的音

乐视频《绣荷包》也成了爆款。

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以色列音乐家李荣满与两位中国音乐人合奏陕北民

歌《绣荷包》。 李荣满擅长演奏手碟，与他合作的是上海的二胡演奏者蔡秉

汝、北京的古筝演奏者栾思远。 延安宝塔山下，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传

统与时尚，奇妙地融合在一起，毫无违和感，表达了一位当代国际音乐人对

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敬意，正如李荣满所说，“我

们要去高的地方，也要去历史意义很高的地方”。

当下，日新月异的中华大地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所创造的人间奇

迹，也吸引着许许多多外国人寻求其中的奥秘。 本报推出的 100集短视频《百

年大党：老外讲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百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外国人用亲身体

验，讲述了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道路。

中国故事、华夏文明、灿烂文化、民族精神，正焕发出愈来愈强大的感召

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近悦远来。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每个人重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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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安新闻纪念馆门口的开阔地，从一辆越野

车上下来的以色列音乐家李荣满双手在胸口打着节

奏，口中哼着陕北民歌《绣荷包》的旋律，与他的中国

朋友———来自上海的二胡演奏者蔡秉汝、来自北京

的古筝演奏者栾思远，从后备箱里拿出各自的乐器。

李荣满架起了一个像是倒扣着的铁锅一样的乐器“手

碟”，与伙伴开始合奏《绣荷包》———这段 2分多钟的

视频昨起在网上发布，其既传统又现代、既东方又西

方的风格赢得众多点赞。

“李荣满”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荣幸”和“满意”，又

与他的本名 Liron Man的发音接近。他“很荣幸也很满

意地接受了这个中文名”。李荣满一直热爱世界各地各
民族的音乐以及世界音乐（World Music）———一种以

当代方式演绎传统曲目的曲风。他自 2012年起，受上
海世界音乐季的邀请来到中国各

地巡演后，也开始遍览中国河山。

听了不少中国民歌后，李荣满被
陕北民歌《绣荷包》打动，所以想

着“去延安”。今年 5月，他与平时
就经常合作的蔡秉汝、栾思远自

驾抵达延安，准备在延安取景拍
演奏《绣荷包》的音乐视频。

取景的过程，其实也是在革

命圣地一路参观的过程。“我去
看了毛泽东住过的地方，进去后

很有感触，这些真实的场景，让我
更理解了新中国的历史———这是

我以前不了解的部分。”李荣满
随中国朋友用脚步丈量了延安，

延安当地人也非常乐于与外国朋
友分享发生在延安的历史故事。

最终，延安新闻纪念馆前的开阔地，成为这个视频的主

场景。李荣满坐在中间弹奏手碟，二胡与古筝分列两侧。
宝塔山、杨家岭、清凉山等都入了镜。按李荣满的说法：

“我们要去高的地方，也要去历史意义很高的地方。”
“延安的自然风光很好，很漂亮。”李荣满喜欢接近

大自然，他来自以色列一个只有 2万人的小城市，大家
彼此都认识。“所以我习惯与所有看到的人都打招呼”，

这个习惯保持到现在。目前，他居住在北京，“我看到小

区里的邻居也会打招呼”，与大家相处十分友好。李荣
满也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上海既有大城市的‘高

高大大’，也有小巧玲珑、简简单单的地方，是一个非
常有意思的城市。”他在上海也遇到很多有趣的、来自

世界各地的人；也去过很多好玩的、其他地方不一定有
的餐厅。

至于手碟———则是 2001年才被瑞士人发明的一
种乐器。李荣满是国际一流的手碟高手：“它既像是手

鼓，但也有旋律，演奏出的声音，用中文说就是‘空灵’
‘纯粹’。”他小时候并没有学打击乐，而是所有音乐家

入门必备的钢琴、小提琴等弦乐。因而，他也熟悉中国
传统乐器里的“弦乐”———古筝、二胡。李荣满认为，
“手碟与古筝的和弦共鸣，

十分有能量；而二胡本身的

音响比较强，所以三种乐器
互动，融合了低音、中音、高

音，还能发出长音、短音等，
表现力就十分丰富，显得《绣

荷包》的音效更现代……”
将来，李荣满还想去云南，

了解更广阔的中国山河与

民族文化。
本报记者 朱光

    今天，电影《1921》正式上映。中午

时分，“赶早”的影迷看完了第一场的

放映。特地请假一天的刘女士走出大
光明电影院，直呼“没想到”：“没想到

严肃历史题材的影片还可以这么拍，
没想到熟悉的建党故事拍得如此险象

环生，没想到百年前的年轻人可以离
我们这么近！”

不同于同类题材的编年史纵切面
视角，《1921》突破以往建党题材的叙

事框架，身在上海的李达成为故事的
主视角之一，串联起所有奔向上海的

国际国内人物———相约建党的“南陈
北李”，从奥地利出发一路受到追捕的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长沙出发的毛

泽东、何叔衡，被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盯

梢的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近藤荣藏，

他们都汇聚在了上海这个点。来自五

湖四海的“一大代表”到达上海后，又

开始了开会、躲避、转移的曲折历程，

被上海多方势力追踪和监控，多线

索纷呈交错，立体交叉，让熟悉的建

党故事充满陌生的张力。这种基于

史料史实的叙事创新，既在前期的

电影研讨中赢得专家“为主旋律电

影创作又开辟了一个新高度”的肯

定，也在放映后让年轻观众眼前一

亮。带着惊艳和惊讶的“没想到”，

或许正是对影片导演黄建新和所

有主创的最好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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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定名《1921》的电影，会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答案是确定
的，《1921》以 1921 年那一年的时代脉络和“横截面”视角切入，聚
焦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这一核心事件。但这部电影，会怎样讲述
这个故事呢？

    凶险和紧张氛围的衬托下，那个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青年群像，更有了触动人心的人格

力量。上映前，《1921》发布了一张终

极海报（见下图）：饰演“一大代表”的
13位演员齐步向前，朝气而热血的风

采扑面而来，传递出年轻人一往无前
的决绝和投身革命的无畏。画面上，他

们或身着马褂长衫，或身着学生制服，
或西装笔挺，但眼神同样坚毅，对革命

的前途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有日

本留学归国、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李达；有出身农民、求学时组织

进步团体的毛泽东；有曾为前清秀才、
参加过武昌首义的何叔衡……虽然

他们的年龄、出身和经历各异，但同
样怀着救亡图存的决心，排除万难齐

聚上海共赴建党之约。
《1921》是 2021 年的“1921”，海

报内外，是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在对

话，海报中的年轻人走向未来，

海报外的年轻人在面向《1921》

中重访历史，年轻人在“1921”和

“2021”相遇。无论是点映结束

时全场齐唱《国际歌》的慷慨

激昂，还是上映首日伴着映后

字幕不愿起身离去的内心触

动，都是观众给予这部电影最

真诚的鼓励。“感谢《1921》，

把熟悉的故事讲出了新意。

与其说许多历史细节鲜少记

载，不如说许多革命先辈少

年的模样，青春气息喷薄而

出，未曾见过。”走出放映

厅，黄先生仍有些激动，“感

觉那些一大代表，身上洋溢

着青春的光芒，向我们走

来。跟我们一起，‘活’在我

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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