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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或遗址存在的意义就是尽量去保存一段完整、全面的历史。地震震垮的是山

峦，是房屋，它震不垮我们万众一心、百折不挠的精神

最近，反映我国“两弹一星”研发历程的
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热播，连续数日
排名52城收视率前三位，最高达0.920%，收
视份额3.056%，网络点击量位于腾讯电视剧
日播排行榜前三名。反观某所谓的“青春励
志剧”，虽使用了顶级流量“小鲜肉”明星，收
视率却跌破了0.3%，豆瓣评分2.8。之所以形
成如此反差，在于前者弘扬了民族精神，传达
了积极向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后者内容空
洞，无病呻吟，缺乏明确价值导向。

在影视作品中如何有力地弘扬民族精
神？需从时代设定、故事设计、人物塑造三方
面着手。这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
不可。

应时而“变”。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基
础，既秉持传统又与时俱进，可谓博大精深。
影视作品弘扬这一主题时，就必须契合剧中
时代背景。时代不同，表现民族精神的形式
也应有异。以电视剧为例，《人间正道是沧
桑》聚焦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至新中国成
立，剧中展现的民族精神就是个人在革命洪
流中坚守的家国大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
定信仰；《血色浪漫》放眼于上世纪70年代初
至90年代末，民族精神对剧中人物而言，就
是与国家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尽情展现生
命的激越昂扬；《士兵突击》则将时空环境置
于当下的21世纪，民族精神在那里就体现成
个人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为了荣誉表现出的

“不抛弃，不放弃”的奋斗精神。不论时代如
何变，民族精神的“魂”不会变，呈现方式却可
以更丰富多元，更接地气。

择事而“动”。若想诠释一个抽象概念，
让老百姓感受得到，听明白看懂，就必须想各
种办法将这个概念具体化形象化。故事，无
疑是这些办法中最好的。不过，对于不同的
概念主旨，故事也得“量身定制”，不能“一锅
烩”。民族精神这个主题，只有在特定故事结
构下才能凸显得有棱有角，摒除说教嫌疑，令
人记忆犹新。这类故事结构，叙事可以很宏
大，也可以很细小。驰骋沙场的将军可以弘
扬民族大义，快递小哥的生活也完全能有同
样体现。只要故事对了，民族精神的“壳”都
能融化进来。

塑人而“用”。时代背景有了，故事设计
好了，民族精神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才能
弘扬得淋漓尽致，展现得荡气回肠，抒发得余
香犹存。不过，这就对主要人物设定提出了
非常高的要求。我们既要避免脸谱化的高大
全形象，让人物有血有肉，优点缺陷同样明
显，又要恰到好处地拿捏人物地位身份，还要
揣度和主人公搭配的各种配角，将所有人物
的性格特征都嵌入“弘扬民族精神”的逻辑框
架里，让正能量的表达显得真实可信。譬如，
电影《红海行动》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很真
实丰满。他们在影片中的一言一行，体现出
中国军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铮铮铁骨，中华
民族优秀儿女的烙印在他们身上显得十分
醒目。

影视，归根结底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服
务。它可以借助一个个虚构假想的故事，影
响你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悄无声息地改变你
的精神状态。我们期待更多弘扬民族精神的
影视作品横空出世，让这些好故事潜移默化
地塑造你的灵魂，唤醒你内心的深刻。

转眼，“5·12”汶川特大地震已过去10年。
回首过去，经过一场场气壮山河、艰苦

卓绝的特殊“战斗”，灾区的面貌已焕然一
新。10年来，关于汶川特大地震的“物理”
痕迹越来越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抗震救灾和
灾后恢复重建的巨大胜利。然而，回忆的力
量是永恒的，博物馆、遗址或许是保留回忆
的最佳“容器”。

“汶川大地震，灾难太沉重了。灾难既
是悲剧，也是体现人性光辉的特殊舞台，是
值得人类铭记和珍藏的历史。”建川博物馆
馆长樊建川说。

曾经，我们习惯用语言讲述故事。如
今，这些沉默不语的文物和遗址又能为我们
讲述一些什么呢？

万众一心就能创造奇迹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
汶川县(北纬 31 度、东经 103.4 度)发生 8.0
级强烈大地震，震中烈度达11度……”伴随
着一段熟悉的解说词，我们走进位于成都大
邑县建川博物馆聚落旅游区的汶川大地震
博物馆。

博物馆的进门处，设置了一面地震墙，
遇难者照片在此永久陈列。途经玻璃做成
的通道时，低下头就能看到展示柜里放置着
满是灰尘的温水瓶、缺少电线的电饭煲、烂
了扇叶的电风扇……这些都是工作人员从
灾区搜集回来的。

回忆文物搜集的过程，樊建川说，大事
件发生后，文物是十分珍贵的。“‘5·12’当
天我们就布置了任务，让大家不断搜集东
西，然后着手做一个展览‘震撼——汶川5·
12—6·12日记’。”据樊建川介绍，随着文物
不断增多，他的想法也变了。“我决定做一个
馆，必须做一个馆。”

2009年5月11日下午2时28分，汶川
大地震博物馆按计划开馆。通过陆续搜集，
加上社会各方面的捐赠，如今地震实物已达
到5万多件。

走过玻璃通道，首先映入眼帘的照片讲
述了这样一幅场景：5月14日11时47分，空
降兵15勇士利用瞬间裂开的云层空隙，从
5000米高空跳下，成功伞降茂县，创下了我
军无地面引导、无地面标识、无气象资料情况
下高空跳伞的纪录。他们使用过的降落伞和
伞降兵装具作为重要文物被陈列在照片旁。

上百张照片反复向人们强调：灾情就是
命令。

成都军区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从不
同方向向灾区火速进发，冒死突入北川、汶
川、映秀、茂县、理县、青川等重灾区。救援
大军认真排查每一处倒塌房屋，尽力搜救每
一个被困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手
段、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只要有一点生还可
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最大程度地抢救了
被困群众，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

“这张照片讲述的是重庆、天津的医疗
队专家在应急灯灯光下为伤员做手术。这
是当时使用过的应急灯和手电筒。”随着讲

解员的脚步，广大医务人员分秒必争、昼夜
奋战、救治伤员的场景呈现在眼前。

还有专业抢修队伍，在崇山峻岭间抢修
线路，在堰塞湖上排险泄洪，用最快速度恢
复了通信、电力、交通，构筑了灾区人民的生
命线。还有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
实际行动作表率，在危急关头表现出顽强的
战斗力和强大的凝聚力。

与汶川仅一山之隔是汉旺地震遗址(公
园)，地震发生前的喧闹和镇区广场的那座
钟楼上的时钟一样，在14时28分停止。

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秦笑鸿说：“尽管
汉旺地震遗址(公园)如今主要突出数字化
展示平台、减灾应急救援训练中心、远程多
功能培训中心、纪念墙与感恩墙雕塑群等四
大主题，但是，我的内心非常明白，任何一次
灾难都是以人类的进步作为补偿的，而曾经
的记忆是不能忘却的。”

博物馆或遗址存在的意义就是尽量去保
存一段完整、全面的历史。这些地震实物一遍
又一遍“述说”：地震震垮的是山峦，是房屋，
它震不垮我们万众一心、百折不挠的精神！

累累硕果见证“再生力量”

地震崩山毁屋，却摧不垮灾区人民的斗
志。擦去眼泪、撸起袖子，党员干部扛起抢
险救灾重任；不等不靠、苦干实干，灾区群众
迸发重建家园的干劲。震后第一时刻，党中
央作出指示，强调抢救人民生命是当务之

急，尽力安排好灾区人民群众生活。灾后重
建和发展中，党中央要求，必须以人民为中
心，贯彻“民生优先”原则。

有党作“主心骨”，有全国人民做后盾，
灾区干部群众内生动力喷发。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显得微弱而渺
小，但基于制度优势形成的“再生力量”又常
常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建在原北川
中学校址上，主要包括地震博物馆及组合服
务区、北川县城遗址保护区与唐家山堰塞湖
(次生灾害展示与自然恢复区)三大重要组
成部分。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是目前全世
界唯一整体原址原貌保护的规模最宏大、破
坏类型最全面、次生灾害最典型的地震灾难
遗址区。

由于老县城受到毁灭性破坏，震后，国
家做出“再造一个新北川”的重大决策。新
县城取名为永昌镇，寓意繁荣昌盛，距离北
川老县城约30公里。北川新县城因其功能
设施齐全、文化特色突出、科技低碳环保、产
业发展快速被称为城镇建设的典范。

作为地震的亲历者、重建的见证者，在
德阳市人民医院工作的李淮说，汉旺地震遗
址（公园）的场景提示人们勿忘过往，面对未
来更要充满期望。“曾经的灾区早已旧貌换
新颜，到处是新建的公路，到处是排列整齐
的新房，绿树翠竹，环境幽雅，呈现出的是一
幅幅优美的山水画。”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开创

秦笑鸿说，或许，我们永远不能消除灾
难，却可以用人类特有的精神力量去正视
它，并将它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心中藏
有这样一本救荒史，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
阻，都不会退避三舍；心中藏有这样一本救
荒史，无论面对怎样的歌舞升平，也不会丧
失固有的清醒。

地震的博物馆、遗址地在四川有很多
个，它们既是物质与精神家园重建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承载着纪念、展示、宣传、教育和
科研等多项功能。它们的存在仿佛是在诉
说，四川人民永远忘不了危难时一双双援助
之手，纪念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

映秀震中纪念馆是汶川“三基地一窗
口”的缩影。映秀新集镇民居、公益设施建
设、青少年活动中心、漩口中学遗址等都被
纳入了映秀“三基地一窗口”的路线，使整个
映秀镇成为一个完整的纪念地。

汉旺的老镇和新城好像可以融合为一
个大展馆，肉眼可以看得到的，是崭新的民
房、坚固的学校、开阔的绿地，这是重建后的
物质成就；内心可以体会到的，是在援建和
重建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灾区群众精神的
自我升华和干群之间的团结，这是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

转瞬10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
已凤凰涅槃、浴火重生。2017年四川39个
重灾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是震前的3.2
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震前的
2.8倍和3.7倍。

这日新月异的生活，告慰了灾难中逝去
的生命，见证了创造奇迹的中国力量。

在江西省乐安县流坑古

村，有着跳傩舞的古老习俗。

流坑傩舞起于北宋，源自宫

廷，服饰喜庆，俗称“戏傩”，也

被当地人称为“玩喜”。表演者

衣着戏装，各自头戴相应的傩

面具。表演分“文场”和“武

场”，随音乐的伴奏，只舞而没

有说唱，风格古朴粗犷，富有

意趣。2017年，在流坑村拍摄

的全球首部大傩祭礼电影《大

傩·董春女》入围第42届蒙特

利尔国际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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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绵竹市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纪念馆是利

用废弃建筑空间建成的永久性展馆，是唯一封存的

地震现场。 （资料图片）

右图 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展区一角。（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