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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山头看大湖，坡娃梁上

看雪儿，雪儿看雾浓雾淡，坡娃看
湖大湖小……”伴随着动听的歌

声，作家曹文轩笔下的小英雄———
“雪儿”走上了舞台。上周末，西演·

西安儿童艺术剧院舞台剧《火印》
亮相上海保利大剧院，带给孩子一

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作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一
匹叫“雪儿”的马与男孩的友谊为

主线，呈现了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
的历史画卷。谢幕时，孩子们坐直

了身体用力鼓掌，为在最后关头帮
助坡娃救了全村人的小马驹“雪

儿”喝彩。
编剧薛梅坦言，希望通过《火

印》问问和坡娃一样年纪的孩子

们：“如果当你置身战火之中，你能
像坡娃那样勇敢吗？”而导演王筱

頔则希望观众“走出《火印》的剧场
外，能存储下爱与高贵，忠诚与勇

气，在诗意的激情中收获希望”。
在之后的研讨会上，专家们纷

纷表示，《火印》是一曲人性的赞
歌。“尽管如今儿童剧特别强调年

龄层细分，但我在《火印》的现场听

到的却是不同年纪的孩子对这部

剧的独特理解。”上海戏剧家协会
副主席刘文国说，小学一二年级的

孩子看到“要爱动物”，再大一点的
懂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而到

了四五年级，孩子们理解这是一部
“为生命而呼唤的剧”，因为“马有

尊严，也有智慧，在战火年代，有它

的无奈和悲鸣”。而读初中的孩子
则已有了身为中华儿女的责任感。

刘文国直言：“真正好的作品，如同

一面多棱镜，不论年纪大小，不同
的人看到不同的面，获得不同的感

受。”
戏剧评论家戴平亦指出：“虽

然这部作品在儿童剧中是较为深
沉厚重的，但看台下孩子们的强烈

反响，能读懂他们内心的认可，事

实上，呼唤仁爱、友情、亲情、善良、
和平、反战和正义的正能量戏剧，

永远有共鸣。”

戏剧评论家荣广润将《火印》
称为“红色现代童话”：“它让人懂

得，强加的耻辱并不能熄灭人的精
神，哪怕打上火印，被人误解，但

‘雪儿’永远是雪白的。”
而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胡晓军则强调《火印》的特别之

处在于它以革命化传统的继承突
破了“小确幸”的套路：“儿童剧写

动物，往往容易走入寓言化的俗
套，但《火印》弱化了马的拟人，而

是将马本身的精神凸显出来。中华
民族的龙和马构成了龙马精神，这

部剧既是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是革
命传统的体现。”本报记者 朱渊

怎样向孩子讲好抗战故事
———从舞台剧《火印》热演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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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品《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正在热播 展现先烈家国情怀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
为中国呼喊一天； 假如我不能生存———死
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
花来！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方志敏 13万
余字的“狱中散文”，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的珍宝。包括《方志敏》《赵一曼》《彭湃》
《江竹筠》《萧楚女》等篇章的大型纪录片《理

想照耀中国（第二季）》正在东方卫视热播，

该片邀请了著名表演艺术家焦晃担任讲述
人，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

和革命理想。

先烈的真情
关于方志敏的故事，在课本上我们都已

经学过。这部纪录片告诉我们，当年方志敏

身陷囹圄，没有半点的自由和尊严，每天能看
见的只是狱墙外一棵半枯的柳树。可在他生

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写下的仍然是“爱”！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

得这位母亲可爱吗？ ……中国土地广大，纵
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

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
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
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
窝？ ”把祖国比作母亲，因为方志敏对母亲怀
有深深的感恩。通过纪录片可以看到，方志敏

四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都是母亲背着他。所
以方志敏的心目中，母亲是最可爱的人。

在《赵一曼》这一集中，可以看到时年 31

岁的她被押赴刑场，路上，她用已没有指甲

的手给自己的儿子写了封遗书。“母亲对于
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
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希望你，宁
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
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
国而牺牲的！ ”

然而，赵一曼不是真名。直到 20世纪 50

年代初，赵一曼的事迹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公

映，感动了一代人，她的亲人才由此找到她。
人们才知道赵一曼原名李坤泰。直到 1956

年，当人们把李坤泰和儿子陈掖贤与赵一曼
和宁儿对起来的时候，当年的宁儿已经 28岁

了。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他痛哭着抄下了母
亲的那份遗书，遗书是在日伪档案里发现的。

回到家，陈掖贤用钢针蘸着蓝墨水在自己的
手臂上刺下三个字“赵一曼”，这三个字陪伴

了他终身。

动人的讲述
这部大型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第二

季）》整个系列共 20集，22个人物，此次首轮

播出的是前五集，目前编导们正在加班加点
赶制后五集。《理想照耀中国》导演组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理想照耀中国”是一个可以深
刻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前行、无畏牺牲崇

高品格的命题，这也是本次纪录片希望呈现

给广大观众的。《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不作
教科书式的铺陈，全篇以人带史，以史写人，

在历史框架清晰的前提下，展示历史中的人
物具象，从而昭示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的内

在精神力量。在片中，大家可以看到历史资
料、人物访谈、实景拍摄、真实再现的有机组

合，每个革命先烈都有自己的叙述切入点。
同时，导演组透露，《理想照耀中国》第二

季还大量引用了革命先烈的文章、家书、诗

文、遗书，以史实和细节，乃至第一手材料传

递共产党人的初心，让受众读到他们为人民
的幸福、为民族的解放、为社会的进步勇于奋

斗和敢于牺牲的品格，从而揭示出共产党人
身上闪耀的人性的光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该片的讲述人，八十多岁的焦晃一丝不
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声声入心。

本报记者 吴翔

■ 赵一曼与儿子

■ 方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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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之后，《理

想照耀中国》再度播
出，为观众展现中国

共产党人顽强拼搏、

不懈奋斗、忘我牺牲

的群像。

为什么时隔多

年， 要重新启动这部

纪录片的拍摄？ 因为
“理想照耀中国”，是

一个永恒的命题，也
是时代的需要。 今天

的社会，我们身处高
速变革的节奏，更需

要有牢固的信念指
引，脚踏实地，一步

步去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梦想。

对如今的年轻观
众来说， 过去的革命
年代似已遥远， 如何

让他们在观看纪录片时能身临其
境，感同身受，体会到先烈的崇高精

神，摄制组也是动足脑筋，把历史人
物的呈现方式，聚焦在真实情感上。

片中， 赵一曼将儿子的照片带
上刑场， 方志敏留下家书倾诉对母

亲的爱， 都是摄制组通过革命历史

文物的挖掘和整理，借助实景拍摄、

人物访谈等手法， 完全真实地展现

在观众面前。

从《觉醒年代》到《理想照耀中

国》， 近期聚焦历史人物的影视作
品，树立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更追

求镜头语言的文学表达， 而不仅仅
作教科书式的铺陈。 观众仿佛透过

荧屏触摸到先烈们留下的文章、家
书、诗文、遗书，感受眼前活生生的

人物群像。 革命题材影视作品要常
拍常新，这样的创作主旨和态度，应

是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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