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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一

直是中国电影的职责所在。

11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
节暨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旖旎的南国海滨
城市福建厦门举办。本届电影节主视觉海报以青色
和墨色作为底色，辅以雄鸡作为前景，蕴含着大海

“扬起的帆、回家的路”之意象。海报延伸为“回
归初心”的内涵，而内涵孕育出金鸡的啼鸣，波浪
般向四周涌去。

金鸡奖历届获奖电影讲故事、讲情怀、讲制
作，院线票房有目共睹，而且艺术档次高。大众电
影百花奖，由电影观众自愿投票，评选出最受他们
喜欢的故事片和主创人员，充分体现群众口碑基
础。金鸡奖的评选委员会，由权威的电影领域专家
组成，又被称为“专家奖”。

金鸡奖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作为国家级电影
节，它被赋予持续的公信力，引导电影市场追求高
峰，不盲目崇拜流量。“专业”和“艺术”不断引
领电影技术和工业制作水平，也不断完善优化产业
链，这是金鸡奖永恒的任务。32年的金鸡奖，不
同的城市、不同的电影交相辉映，观众与电影人互
动交流。

金鸡奖的创立初衷，是以“金鸡啼鸣”激励电
影工作者“闻鸡起舞”。历届获奖的演职人员，都
以实际行动承担传承这一精神的重任。金鸡奖多元
与开放，在奖项设置的专业性方面，分为作品奖和
单项奖两大类。其中，作品奖除了最佳故事片、最
佳纪录片、最佳美术片等常见奖项之外，还设有最
佳儿童片、最佳科教片、最佳戏曲片、最佳中小成
本故事片。这些基于政策扶持的电影类型，对自己
的内容品质负责，也积极促进电影产业健康向上
发展。

金鸡奖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有态度的专业奖，
这次最佳故事片提名中《古田军号》《红海行动》

《流浪地球》等，都是在商业市场中拔得头筹的主
旋律电影，背后反映出观众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和时代精神。它也鼓励更多优秀国产影片进入影
院，走进大众的视野。在本次电影节民族影展
中，作为开幕电影亮相的红色经典影片 《半条被
子》，讲述了在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里，以半条被
子温暖人心，进而温暖一个时代的动人故事。在
金鸡电影节期间上映 《半条被子》 这样的故事，
表明了中国电影的选择，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一直是中国电影的职责所在。同样具有故土情怀
的，还有代表中国现实主义时光机的 《地久天
长》，影片选择 1986 年、1996 年、2016 年，三个
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段落，讲述家庭的变迁和两代
人的成长，以此凝望中国30年来的社会变迁和发
展。在 《后来的我们》 中，同样有一些老物件对
中国发展进程的深情凝望。还有 《我不是药神》
里温和与犀利并存的现实主义，也充满了属于这
个时代的眷恋与执着。

当前，中国电影正进入黄金机遇期，近两年
出现了多部现象级国产电影，包括今年金鸡电影
节期间提名的影片和演员，都用实力赢得了他们
应得的荣誉。而提名影片的票房愈来愈高，也是
中国电影和观众的福音。“六亲不认，只认作品；
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
分协商，顾全大局。”金鸡奖的评奖宗旨，和优秀
故事片形成呼应，成为我们了解大千世界和人间
万象的放大镜，通过这副放大镜搭建起影人之间
的对话平台。

30 年过去了，金鸡奖始终站在鼓励优秀作品
和引领创作的潮头浪尖，引航着电影产业阔浪前
行。从今年起，金鸡奖将在厦门停留10年，并一
年举办一次，以此更好鼓励电影人扎根创作，讲好
故事。鹭岛也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与世界对话，讲述
美丽的厦门故事。

金鸡啼鸣

传递电影的新时代之音

□ 王 珉

《半条被子》点亮银幕
□ 魏永刚

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讲述了一个感
人故事：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
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
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
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
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
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
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1月21日，一部以《半条被子》命名
的电影，在福建厦门举行的第28届金鸡
百花电影节民族影展中，作为第一部电影
上演。三位女红军和一户农民之间的感
人故事，又一次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该电影导演赵友和演职人员说，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红军长征的重
要论述，我们决心以电影艺术的形式再
现当年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更好地宣
传长征精神，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

“半条被子”是经济日报记者重走长
征路时最早采访报道的。《半条被子》电
影主创人员讲述了电影背后的故事。

绵延半世纪的思念

1984 年 10 月，在纪念红军长征 50
周年之际，经济日报派出记者罗开富按
照红军长征的同一时间、沿着红军长征
路线，重走长征路。经过二十多天行走，
11月初，罗开富到达湖南汝城县。

“半条被子”的故事就发生在湖南省
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罗开富的日记记
载，他是 11 月 7 日中午走到沙洲村的。
听说记者在重走长征路，一位八十多岁、
名叫徐解秀的老人前前后后跟着他。罗
开富得空和老人搭话，老人开口就问：

“当年给我半条被子的三位红军姑娘，如
今你晓得她们在哪里？”

这没头没脑的问题，在徐解秀老人
心中已经藏了整整五十年。

1934 年 11 月 7 日至 13 日，中央和
军委纵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部队，
先后经过文明乡。沙洲村当时只有 70
多户人家，是一个不大的瑶族村落。有
一天，徐解秀家来了三位女红军战士，和
她一起睡在厢房里。徐解秀家里当时只
有一堆烂棉絮，她和三位女红军横盖着
女红军随身带的一条被子。

三位红军离开时，要把她们的那条
被子送给徐解秀。老人对罗开富记者
说：“你想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
队。她们要跋山、过水，风里来雪里去，
我哪能要她们的被子？可是她们不
依。”于是，一位女红军拿来剪刀，把被子
剪成两半，一半留给了徐解秀。

红军走后，敌人把全村人赶到祠堂
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女红军
留下的半条被子也被搜走了。徐解秀还
被强拉踢打，在祠堂里跪了半天。

老人对罗开富说：“虽然那辰光为红
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了点儿苦，不过也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共产党，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
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984 年 11 月 14 日，经济日报头版
刊发了罗开富从长征路上辗转发回来的
报道《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
方 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
红军女战士下落》。“半条被子”的故事随
之广为传播。

八十多年之后的感动

电影《半条被子》的导演赵友是在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时知道这个
故事的。“我当时一听就很感动”，他说，这
个故事有着特殊的情感力量，让我们真切
地感受到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

志在飞是湖南长沙党史工作者。他
对“半条被子”有着一份独特的情感。听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

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之后，志在飞再
次去湖南南部的汝城
县，再次走进沙洲村，
采访多位当地人。

他从电影文学的
角度，重新构思剧
本，以“被子”为起
点，给三位女红军设
计人物前史，写出了
三个女红军的故事。
有家中从医、因半路
被抢亲继而踏上寻夫
路 的 大 姐 “ 王 木
兰”，有父母因无钱
看病去世、跟着哥哥
当了红军的“刘百
灵”，还有父亲去世后因家贫只能用稻
草做被子的“张小妹”。三个女孩最后
都选择投奔“临时红军救护所”。在这
里，“三人相遇”得到了合理交代。

导演赵友看到这个剧本之后，非常
激动。他们找来一些党史研究工作者从
史实角度进行研讨。2018 年 10 月，电
影《半条被子》剧本研讨会举办。专家从
主题歌、台词、对白、戏剧结构、演员选用
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电影剧本《半
条被子》还获得第27届金鸡百花电影节
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剧本奖。

今年3月，经过紧张筹备，由江苏好
兄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和北京文脉苑
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半条被
子》电影，在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于都
开机拍摄。

每一次感动都令人难忘

在电影《半条被子》里，三位女红
军中的大姐叫王木兰。这个主角由青年
演员李凤鸣担任。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

院，曾经出演 《建国大业》
《红楼梦》《铿锵杜鹃贺子珍》
等影片。

“《半条被子》电影传递一
种 能 够 直 击 心 灵 的 情 感 力
量。”李凤鸣说，电影传递的是

正能量，演员也很受教育。
为了演好王木兰，李凤鸣下了一番

“苦功夫”。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李凤鸣
有过几次特别的感动，每一次感动都体
会到不同的感情。

电影中，王木兰在临时红军救护所
遇到了她的恋人陈青松，而后来在一次
战役中，陈青松牺牲了。李凤鸣说，在

“送别”的这场戏中，我体会到，当年的恋
人之间既有恋情，也有一种深深的战友
情。“这种复杂的感情，让我情不自禁地
流下了热泪。”

电影中有一场“分药”的戏。三位
女红军到徐解秀家时，徐解秀的孩子正
因疟疾而发烧。她们带的药已经很少，
给了孩子吃，可能就耽误救红军。“这是
一个艰难的选择”，李凤鸣说，在这场戏
中，我体会到了一种伟大的取舍，感受
到红军那种为人民利益而忘我的取舍。

电影的高潮是“剪被子”一场戏。三
位女红军和徐解秀即将分别之际，要把
自己带的一条被子剪一半留下。李凤鸣
说，角色要求我在表演时要坚强，但是，
我体会到的是一种亲情，是红军战士和
老百姓之间那种浓浓的亲情。

《半条被子》是一部充满真情的主旋
律影片。作为一个演员，李凤鸣说，“再
一次参演主旋律电影，让我深刻地感受
到一种坚忍不拔、不惧困难的精神力
量。我盼望着这种力量能够通过电影，
传递给更多观众”。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强调：“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

水情深的历史。”他提到了一个八十多年前的故事：3位女红军借宿湖南汝城沙洲村徐解秀家，临走时剪下半条被子留给老

人。35年前，经济日报记者重走长征路最早报道这个故事；今天，“半条被子”被搬上银幕，诠释长征精神，激励我们走好

新时代长征路——

电影《半条被子》剧照。 三位女红军住过的房子三位女红军住过的房子。。

徐解秀家的老房子。

◀ 今日沙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