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馆藏品是宝贵的科学、历史、文化财富，是
纪念馆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展陈目的的重
要手段，是促使观众与历史进行跨时空交流的主要
媒介。铁道兵纪念馆是专门收集、陈列铁道兵历史
资料、物品，传播中国红色文化、弘扬铁道兵精神的
纪念馆。目前，大量与铁道兵相关的资料、物品散佚
社会，铁道兵纪念馆收集量仅有 12000 多件，并且
因为历史的局限导致这些藏品货币价值不高。在藏
品匮乏、总体质量不高的情况下，铁道兵纪念馆通过
巧妙的陈列设计，成功实现了藏品与展板、多媒体、
场景艺术创造的有机融合，完成了精彩的藏品陈列
布局，有效地突出了展览的主题与特色。

铁道兵诞生于 1948 年，撤销于 1984 年，经历了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平建设等历史时期。因为各
种历史、现实原因，造成了目前铁道兵纪念馆收集的
物品在时间连贯性、体系完整性、珍贵性等方面先天
不足，致使铁道兵纪念馆在藏品陈列设计中不得不
在解决其局限性的问题上下功夫。

藏品陈列是纪念馆特色的集中体现，陈列设计
是关系展陈成功与否的关键。针对藏品存在的体系
不完整、质量不高、实物少的局限，铁道兵纪念馆突
破传统陈列方式的桎梏，从场馆展陈的完整性出发，
在藏品摆放位置、“看点”设置以及挖掘藏品背后的
故事等方面下功夫，合理布展，达到了突出特色、画
龙点睛的效果。

一个成功的展陈设计最基本的原则是突出重
点、疏密有致，有节奏、有韵律地突出主题。围绕铁
道兵纪念馆“纪念铁道兵光辉历史，弘扬铁道兵精
神”的主题，我们对有限的藏品进行了筛选，赋予这
些藏品不同的功能。有的藏品用于诠释展陈内容、
有的用于佐证历史，有的用于拓展展板内容，引导观
众更多关注展陈外的有关信息，基本做到了整个展
陈内容完整而有声有色。

一个成功的布展还必须要有观赏性，要通过各
种手段有节奏地设置“看点”。“看点”不仅能够激发
观众参观的兴趣，也能提升展览的整体艺术品位。
但是，作为一支自诞生至今仅有 60 多年历史的工程
部队来说，可以设置成“看点”的、留存下来的物品并
不多。为了处理珍贵物品少与设置展陈“看点”的矛
盾，铁道兵纪念馆在展陈设计中，将一部分藏品进行
了处理。

在众多藏品中，有一幅“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纪
念碑版画”，这是铁道兵在和平年代修建铁路的一座
丰碑；还有一幅反映铁道兵修建成昆铁路和一幅铁
道兵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版画。铁道兵纪念馆把这
几幅版画集合在一起，引进铁路、钢轨、纪念章等元
素进行再创造，制成大型铝板腐蚀画，作为铁道兵纪
念馆简介主题画艺术品，产生很强的烘托效果。在
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展厅，我们把写有“野战军打到
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的抢修列车的图片、几幅
铁道兵战士在战火中抢修的图片和火车在高山峻岭
间穿梭的图片巧妙组合，再以铝板腐蚀工艺加工，生
动突显了这一展厅的主题。这些艺术品制造，使原
本湮没在众多藏品中的物品和图片幻化成视觉冲击
力强、含义深刻的亮点，成为场馆中的重要“看点”。

铁道兵在三线建设中的重点和亮点是成昆铁
路。为展示这一被联合国誉为“人类在 20 世纪创造
的三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杰作”之首的伟大工
程，铁道兵纪念馆制作了成昆铁路立体沙盘。沙盘
的背景图右半边是铁路线路图，左半边空白区播放
经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胶片而编辑成的 8 分钟历
史短片，这种组合把多种藏品进行了巧妙的融合与
再现，升华了主题。

历史的主角是个体的人，铁道兵的历史也是铁
道兵将士行为经年的组合。铁道兵个体的情感也就
汇聚成铁道兵群体的精神世界。铁道兵纪念馆纪念
的不仅是铁道兵历史，更是当今社会值得重新审视、
传承的铁道兵精神。对精神传承的重视，是各种展
览应该思考、重视的课题。

铁道兵纪念馆精选了一批“有故事”“含真情”的
藏品进行陈列，生动而感人地诠释了铁道兵精神。
在抗美援朝展区，纪念馆展出了一张人民铁军报在
朝鲜办的第一期报纸，这张报纸的字体是红色的。
铁道兵团第一次把报纸办到了国外，办到了战场上，
可编辑部同志刚进朝鲜境内就遭遇了敌机轰炸，一
名编辑为保护印刷机而牺牲，第一期报纸就为纪念
他而改用了红色字体印刷。纪念馆还把铁道兵老战
士孟兴石 47 年守护战友牺牲地的故事放在军队建
设展区，讲述铁道兵在重点、难点工程建设中为祖国
人民勇挑重担、永不言败的精神，以及和平时期作为
牺牲最大的兵种，不讲条件、不言后退的奉献精神和
战友生死相依的兄弟情，诠释了铁道兵精神形成与
传承的原因。

这些故事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涵盖了铁道兵
战士们在工作、生活、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真实情感。
可以说，这种设计使观众踏入纪念馆的同时便走入
了一个感情的世界、掀开了一部有温度的历史。纪
念馆中，各种情感在交织、汇集，使观众在这个 2000
多平方米的展馆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直击心灵的感
动，不忍离开。 （作者为铁道兵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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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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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建军 90 周年和献礼党的十九大，八一电影
制片厂组织创作团队全力打造了英雄史诗巨片 《血战
湘江》。影片塑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的
光辉形象，生动反映了红军将士特别是 34 师官兵顾全
大局、勇于牺牲，奋力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的英雄
事迹。

影片以真实的战争历史为依托，讲述了 83 年前红
军付出巨大牺牲血战湘江的悲壮故事。其中，王霙饰
演的毛泽东为挽救中国革命疾呼奔走、临危不惧、力
挽狂澜，保剑锋饰演的陈树湘为保证红军主力顺利渡
过湘江英勇奋战，张一山饰演的李天佑为了给大部队
渡过湘江争取时间，带领将士顽强死守，耿乐饰演的
耿飚同敌人肉搏血战率领部队向国民党军设立的最后
一道封锁线——湘江挺进。一个个红军将士的英雄形
象生动鲜活，跃然呈现于大银幕上。由孙维民和青年
演员宋禹、王鹤宇饰演的裁缝父子则为我们展现了当
时的普通百姓时刻准备为了革命胜利、为了大我而牺

牲小我的精神。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对这部影片给予了

颇高赞誉。他认为，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创作，表现湘
江之战是一大难题。此役因博古、李德拒听毛泽东的正
确建议，执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国际共运的错误战
略，导致红军伤亡人数惨重，从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
人。既要忠于史实，又要在有限的一部电影容量中从这
一悲壮的失败之战中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创
造的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奇观——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
和丰富意蕴，是非常困难的。他表示，艺术家勇于为自
己设置难点，并善于用政治智慧与审美智慧征服并翻越
难点，令难点转化为作品的亮点，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审美创造。《血战湘江》 正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
审美创造。

在坚持正确历史观的前提下，《血战湘江》 塑造
了众多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伟人形象，也有耿飚、李天

佑等英雄人物形象，更有林大哥、四娃子、虎娃等小
人物形象。《血战湘江》 中，毛泽东处在尚未拥有指
挥权的艰难时期，彼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
被迫撤出根据地，这是他所处的典型环境。毛泽东在
此种境遇下服从中央命令，坚持革命理想，忍辱负
重，一次次劝说博古、李德，尽全力将伤亡减小到最
低，这是他的典型性格。而随着情节的推动，一个真
实的毛泽东又是千姿百态、充满个性的：看到战士们
因错误的指挥路线而伤亡惨重，他痛心疾首、怒不可
遏；看到老林将儿子一个个送到战场牺牲，他苦劝老
林，不批准四娃加入红军；行军途中，他将自己的疟
药金鸡纳霜一次次分给战士，只因“战士们比我更需
要 ”； 遵 义 会 议 上 ， 他 眼 含 热 泪 拿 出 林 大 哥 做 的 军
装，说“我们的一个错误，多少人失去了生命、失去
了亲人”。一个丰富的、明确的、坚定的毛泽东形象
跃然银幕上。

“多少红军战士，明知道冲上去就是牺牲，但是脚
下还是那么的有力量，可见信仰的力量之强大。心中要
有信仰，前进才能有方向。”观看过 《血战湘江》 后，
观众对影片中彰显出的理想之美、信仰之美和精神之美
印象深刻。

电影《血战湘江》

心中有信仰，前进就有方向
□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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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之际，文化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展览，旨在以军事题材美术的特有语汇纵

情放歌 90 年，深情礼赞党领导人民军队走过的奋斗历程、开创的伟大

业绩、铸就的精神丰碑，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为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而砥砺奋进。

展览共展出作品近 600 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装置、水

彩画、宣传画和连环画等。这些作品主题内涵深刻、生活气息浓郁、艺

术手法新颖、形式风格多样，满腔热情地赞颂了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发

展历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浓墨重彩地反映

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实现强军目

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宏伟征程，是军事题材美术创作的一次集中检

阅，是向党的十九大和建军 9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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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油画 尹明星、娄鸿泰、韩俊洋

《圆梦》 国画 齐永臻

◀《国际友人在延安》

雕塑 王树山

▼《壮志凌云·九天揽月》

油画 周长春、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