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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

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

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电影《1921》

以“时代”为视角切入点，聚焦于1921年前后

的故事。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仅28岁的

热血青年们，突破国内、国际各股复杂势力

的监控追踪和百般阻挠，聚集在上海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见证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一开天辟地的重大历

史时刻。和其他红色电影不同，《1921》紧扣

“青年”这一主题———正是这群年轻人，在

时代的呼唤下，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共同

描绘了历史画卷里这浓墨重彩的一笔，以

渺小的身躯，筑就伟大的胜利。

时代责任赋予青年，时代荣光属于青

年。“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历史书上这一句简

短的话语背后，是一道百年惊雷，是无数的

汗水和鲜血，更是一部青春、激情、奋斗、献

身的故事。在电影《1921》的带领下，我更加

真切、直观地窥见他们的风采、感知他们的

灵魂、倾听他们的心声，正是这一代年轻

人，担负起救亡图存、改写历史的大任。

电影中的一个细节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1921年忙于筹备中共“一大”工作的李达，在

编纂杂志、撰写文章时表现出一丝不苟、字

斟句酌的态度：为了更准确全面地传播真

理，他执意要求印刷暂停几分钟，只为将译

稿中的“百姓”一词改成“人民”，因为“百姓

是泛指，人民是主人”———他那明亮清澈的

眼睛里，布满了对当下的悲愤和对未来的希

冀。这个细节，不仅仅凸显了李达倔强、执拗

的性格，更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的深层含义。正是这批年轻人，

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孕育出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新生，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

他们浴血奋战、誓死拼博的结晶。他们与我

们，昨天和今天，血脉相连。

片尾，“中共一大”胜利闭幕，船上的“一

大”代表们激动地哼唱国际歌，那歌声从舒

缓到紧凑、从轻柔到高亢、从深沉到嘹亮，从

那艘“风雨飘摇”但仍“激流勇进”的红船上

飘出，飞向天空，遁入大地，直至变成天地的

共鸣时，我心中汹涌的激情也喷薄而出，泪

水不由自主地盈满了眼眶，灵魂似乎也受到

了再一次的净化和升华。

肩负时代重任，赓续红色血脉。回望今

日，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大

环境布满了阴云。俄乌军事冲突、土耳其入

侵伊拉克等重大政治突发事件，使外部环境

更加严峻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人至半山步

更提，船到中游更奋楫。身为新时代的新青

年，我们既要正视困难挑战，又要坚定理想

信心，既要认清历史发展大势，又要精准把

握时代机遇，以众志成城的勇气、坚忍不拔

的骨气、永不服输的豪气直面时代考题，创

造历史，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向

前，奉献出属于自己的青春力量。

如今，在全国人民砥砺奋进的队伍中，

我们应紧随党的步伐，化被动为主动，既要

树立远大理想，增强青年志气，又要厚植爱

国情怀，增强青年骨气，不断练就过硬本领，

助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将滚烫

青春融入党和人民伟大的事业之中，将个人

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途命运之中，

立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不负党

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金融学院20级 谢沣南)

滚烫的青春融入祖国
要要要观电影叶1921曳有感

《觉醒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献礼剧，该剧以“五

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革命

党人在内忧外患的晦暗年代里振臂高呼、舍己为国的传奇故事，展

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光辉历程。

自开播以来，该剧以其高度还原的历史场景、立体生动的人物

形象以及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核在线上收获了一众好评。看着网上铺

天盖地的热议，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打开了《觉醒年代》这部剧：片

头曲结束后，屏幕中赫然出现了一幅大漠孤鹰行路难的动画，这不

禁令人联想到———20世纪初，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白热化

之际加紧了对中国的扩张，而此时中国国内却深陷于袁世凯复辟帝

制、共和革命被迫中断、人民苦不堪言的局势中，如此内忧外患，再

次把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抛到了风雨飘摇之中。

紧接着，该剧的故事线随着开头清澈的驼铃逐渐明朗起来：西

装革履、正气凛然的李大钊，披头散发、形容邋遢的陈独秀，在听闻

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各自叹息，而后两人在李大

钊慷慨激扬的反袁致辞中正式相识，并结成革命知己。但随着革命

局势及国际局势的发展，两人又因政见不合而“分手”，成为了教科

书中的必背知识点———“南陈北李”。至此，我终于啃下了教科书中

苍白晦涩的知识点，这场命运般的相识与分手，掺杂了老一辈革命

党人太多的无奈与孤勇，教科书中的寥寥数字，终于在影片的加持

下多了几分高山流水的惺惺相惜，也多了几分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

奉献。

我想，这大概就是《觉醒年代》能够在这个快节奏的信息时代，

牢牢抓住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的心的原因。没有烂俗的风花雪

月，没有过多的起承转合，更没有故弄玄虚的剧情发展。影片中所有

的人物，都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走向既定的结局。醉心革命、

舍己为国的革命党人，他们四处奔走、激情辩论，只为寻得救国之良

方，最后或埋尸于乱刀、或命丧于绞刑，但他们绝无悔意！教科书中

说教式的人物形象解析，以及千篇一律的革命先烈品质形容词，终

于在影片立体、多维的呈现中逐渐鲜明。

《觉醒年代》中塑造出的革命先烈们的形象，都带着与传统相

悖的“反差感”。我对陈独秀先生的第一印象，就是历史课本中他西

装革履的黑白照片，后来学习了他对于新青年的观点，总觉得他是

位不苟言笑、严肃深沉的先生。但影片中陈独秀的首次出场，却是

胡子拉碴、衣衫破旧，甚至还会抢别人的饭吃的“老青年”形象，而

后，他与第二任妻子的恩爱日常以及他在会客宴上被两个儿子捉

弄的琐事，让我后知后觉地发现：革命先辈也是一个完整的、有血

有肉的人。

每每思及此，我就感到万分悲痛，历史已然将他们的结局载于

册中，而我却在这部剧出神入化的雕刻中窥见了他们作为人的、最

基本也最真实的七情六欲。从前的我震撼于他们有力拔千斤的超前

思想、有敢为人先的奉献精神，可我却在教科书中堆砌而成的英烈

人物群像里麻木———我无法透过干瘪的文字设身处地地敬佩他们

的无私与牺牲。当我猛然发现，革命英雄们本来也只是一个平凡人

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他们单枪匹马的孤勇、视死如归的慨然，以

及舍己为国的无私，都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看完《觉醒年代》后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总把牢记历史挂在嘴

边，可历史到底要我们记住什么呢？我想，历史最想让我们铭记的，

应该是属于平凡人的孤勇以及深藏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吧。

惟愿，身为平凡人的我们都能向先辈们看齐，摆脱冷气，有一分

热，便发一分光！

渊外国语学院20级法语1班 洪依林冤

2011年10月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发生

了一桩举国共愤的惨案，13名中国船员遭

到非人的虐待而死。电影《湄公河行动》就

是以该事件为原型改编的。

2011年10月5日，2艘中国商船在湄公

河金三角流域遭到袭击，船上的13名中国

船员全部遇难。遗体被发现后，泰国警方率

先到达现场，并从船上搜出90万克冰毒。消

息传入国内，举国震惊。中国警方为了解事

件经过，派遣云南缉毒队队长高刚率领行

动小组到泰国进行调查，协助调查的还有

我国驻泰情报员方新武。经过行动组员一

系列的调查得知：中国的13名船员皆是无

辜的，而杀害他们的正是毒枭糯卡和他的

五个手下。在高刚和方新武的设计下，我国

警方抓住了糯卡的大儿子拿突，经过一番

审问，拿突供出了糯卡的据点。高刚和方新

武带领行动小组深入其基地，经过一番惊

心动魄的战斗，最终高刚押着凶手回国受

审，而方新武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正义终

将得到伸张，光明终将战胜邪恶———包括

糯卡在内的五个毒贩在2013年分别被依法

执行死刑。这次的境外抓捕，不仅替13个遇

难的中国同胞沉冤昭雪，更彰显了我国捍

卫国土与国民的决心。

祖国，是我们强大的依靠，不论身处何

地，祖国从未忘记我们。在中国警方的努力

下，真凶糯卡及其5个手下被押送回国受

审，遇难中国同胞的利益得到了切实的维

护。中国这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受害船员

们一个交代的态度感染了众人，给足了国

人安全感。

电影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被毒枭影

响的孩童们。屏幕中，一群小男孩将两个

“小主角”团团围住，二人各拿着一把枪，

枪中装着随机个数的子弹，他们轮流对着

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运气好，便能活下来，

获得毒品，成为大家欢呼崇拜的主角；运

气不好，便只能随着那一声枪响，目光呆

滞地倒下，鲜血四溅。拿突被抓获后，有两

个看似懵懂无害的小孩来到大使馆门前，

年纪较大的孩子向门卫询问足球场怎么

走，较小的孩子偷偷溜进馆内。这样一个

看似年幼无知的小孩，用枪射伤拦截他的

工作人员，又在馆内抛出炸药，由门外的

男孩配合引爆。一瞬间火光四射，整个大

使馆，连同这两个小孩，都被大火吞噬。被

毒品侵蚀心灵的他们，心中已然没有了道

德良知。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毒贩，

他们的眼里更是只有毒品带来的利益，没

有是非对错。试想一下，若是毒品侵染了

社会，若是人们的精神被毒品所控制，这

将是何等惨烈的光景？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都是有人为我们

负重前行”。正是因为缉毒警察冲锋在前捕

捉毒贩，限制毒品的传播，人民才能在一个

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安居乐业。为了家人和

自身的安全，他们的身份不能公开，甚至在

光荣牺牲后，为了保护其亲属，他们的墓碑

上也不能留名。这就是缉毒警察———黑暗

里的英雄，每一次的抓捕，他们都以命相

搏；面对刀山火海，他们也都奋不顾身，守

护着我们。

看完电影后，“缉毒警察”这个词语在

我的脑海里逐渐实体化，化成高刚，化成

方新武，化成每一位为缉毒努力甚至付出

生命的缉毒英雄。这部电影让身处和平环

境的我们知道，有那么一群人，为国泰民

安奋斗着。一句句“我等你回家”汇聚成一

声声“我们等你回家”，化作一座座灯塔，

给所有黑暗中守护我们的缉毒警察带去温

暖与祝福。

向所有守护我们、守护和平的缉毒英

雄致敬！

(公共事务学院22级社会工作1班 陈玮宁)

“1927年4月28日15时，李大钊被处以绞刑，时年38岁。”猩红的

血字，带着冰冷客观的陈述，轻飘飘地浮在影片一隅；画面中央，是

悬着的绞绳，微颤，空荡———至此，英雄倒在了黎明前，《革命者》便

也随之落幕。

他最先醒来，却也最先离去。

《革命者》这部电影，幕幕泣血，常看常新。影片的启幕，就是守

常先生的公葬。雨水浸润着碑文，淌下的猩红底漆便隐喻了流血的

革命。先生离世后，脚踩黄土地的，衣不蔽体的，稚嫩面庞的，无不悲

恸，无不呐喊，呵斥与枪鸣都无法震慑的《国际歌》响彻云霄。那是李

大钊作为“革命者”用血肉之躯唤醒的、民众自救的哭号，是“开路

人”用鲜血书下的，革命的跋。影片自始至终都不曾道过“何谓革

命”，却在洋人一次次趾高气扬的践踏下，同胞指着同胞脑门、黑黢

黢的枪口下，心有义愤填膺的郁结下，暗示了其意义———倘若不奋

起反抗，在屈辱中度日的旧中国，又怎能挣扎谋一条涅槃的出路！一

群奔向理想希望的革命者，在前仆后继的道路上踩着前面倒下的人

前进。纵是现在，未曾亲眼目睹昔年至暗惨状，也觉触目惊心，何谈

先烈革命者？故而，我们更应记住那种无力，记住那种血脉喷张奋起

反抗的冲劲———那是作为革命者面对长枪长炮，挥舞镰刀和锄头的

勇气；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刻在基因里的血性。

尤为令我动容的一幕，是李大钊为替报童平冤，带着学生们、工

人们、农民们，挽手组成人墙，毅然挡住敌军———凡人之躯，比肩神

明。那一刻，革命者们望见的不再是枪弹相挟，而是擎着赤旗的世

界。心有信仰的人是可怖的，他们能够在临上绞刑台前，望向彼此，

谈笑风生：“诸君，光明来世见！”在被击毙前，从容赴死：“我从黑暗

中反叛而来，却不属于未来的光明之地。”文人风骨，不止困囿于燕

园一张安静的书桌，更伸展在无数个为国为民的青春之我，成就的

青春中国。

本部影片巧妙地融合了倒叙和插叙的叙事手法，抚去了“李大

钊”封存于历史的尘埃，使之变得鲜活可感、有血有肉———这在拍摄

手法上无疑是创新的。细节的巧妙安排也为整部影片增色不少：庆

子在得知李大钊为守心中信仰的主义，不愿随他越狱时，颤抖的手

与泛红的眼尾；国民党军执铁棍痛击学生时，令人心悸的闷响；革命

者纵然拖着铁链，却坚毅踏上行刑台的风姿绰约……高尚的灵魂，

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在这一条条交织的剧情线里，在音效与光影

的重现下，我们愈加感激时下不经战乱、不缺衣粮———吾辈必当勤

勉，持书仗剑耀中华。但确有可诟病之处，如过于繁复的支线，令整

体故事变得模糊杂乱；片尾诸多过重的仪式感，反而降低了“革命”

的真实感；在初生红日的荣光映照下，也未免失了些壮烈牺牲的悲

壮感。除此，过无掩功。

恰如《而己集》之言：“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是因为

没有一刻不在革命。”从山河破碎的悲愁惨状，到海晏河清的岁月静

好；从污名化的“东亚病夫”，到“我骄傲，我是中国人”的民族自

信———无不因革命，无不因殉道者的献身。《革命者》详论了李大钊

的一生，“革命者”也概述了无数烈士的一生。因此，我们不仅要致敬

太阳和月亮，还要致敬漫天的繁星。

时值裂变寰宇，机遇挑战并不等人。故惟愿诸君不负守常“大

同”愿，挺立于时代潮流，揽月捉鳖，手擎赤旗，赓续千载红光！

(外国语学院21级法语2班 林晨茜)

以南京沦陷作为故事背景，不同于其

它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金陵十三钗》并

没有烽火连天的战场，也没有激昂冲锋的

号角，更没有令人振奋的情节———有的只

是破败的城楼、逃难的人民、漫天的风沙。

故事虽以一群秦淮河女子为主角而展开，

但却体现出不同身份的人，在国难当头所

承担起的不同责任。

影片的开头是一群女学生在逃命，恰

逢一支正在撤离的军队，士兵们为了保护

女学生而放弃撤离，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

一场殊死搏斗，“因为缺少打坦克的有效武

器，那个时候的中国军队，会用一种原始的

方法，以战友的身体作为掩护，让爆破手尽

量靠近坦克，当时的中国人，不愿忍受当亡

国奴的耻辱，往往就拿命去拼”，他们用自

己的方式拼上性命去守护人民。因为缺少

装备且寡不敌众，中国士兵最后仅幸存一

人，但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留下来保护

逃难的学生们，在日军闯入教堂肆虐时，他

更是选择牺牲自己，保全了教堂里的学生

们———这是影片仅有的硝烟片段，虽然只

有短短十几分钟，但却令人深感震撼。

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导演用极其讽

刺的手法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

一名日本军官在自己的士兵闯入教堂肆虐

后，若无其事地弹起教堂里的钢琴，并唱了

一首日本童谣———《故乡》，他说：“歌曲很

美好，有山上的兔子，河里的鱼……”与这

首童谣所描绘的情景截然相反的，是他们

在中国人民的故乡上烧杀抢掠的无耻行

径———当时的南京城只有横行霸道的日本

兵及遍地的尸体。谈及此番恶行，那名日本

军官不过随口一句“战争嘛，难免会出现无

法控制的局面”，便轻描淡写地将其抹

去———何其丑陋的嘴脸！

在日军强征女学生去庆功会上为他们

唱歌后，女学生们不甘被凌辱，约定好集体

从高楼上跳下，教堂外日军的欢

声笑语与教堂内女学生们的痛不

欲生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家都清

楚，那是一条凶多吉少的不归路，

但以玉墨为首的秦淮河女子却

救下了女学生们———尽管这群

风尘女子起初并不被女学生们

待见，甚至可以说是受尽白眼，

但她们仍毅然决然地

承诺代替这些女学生，

去赴这一场悲壮的死

亡之约。而小厨师陈乔治也因人数不够而

选择男扮女装，去守护这些未谙世事的女

学生———尽管他自己也还只是一个孩子，

但他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去承担起这一份

责任。

本片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孟

书娟的父亲，他既是一个汉奸，也是一位父

亲，他的理念是：我没有能力去拯救我的国

家与人民，我所能做的只有拯救我的家庭

和我自己。当自己的女儿被困在教堂时，他

想方设法地将工具与通行证带进教堂，甚

至变卖了所有的家产，祈求日本侵略者能

够放过自己的女儿，可他最后的结局不过

是被他们一枪打死———我想，若要拯救自

己，必须先救国家；若无安定的环境，谈何

美满的家庭？即使家人团聚，又怎能在战乱

中获得幸福呢？

影片的最后，秦淮河女子们登上了开

往“庆功会”的车，女学生们则踏上了离开

南京的路。影片以回忆录的形式展开，秦淮

河女子们的结局如何，无从得知，只给人留

下无限的思考。

这部影片中，无论是中国军人还是秦

淮河女子，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祖国的

未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

替我们负重前行。”是啊，若没有这些于危

难之际勇担重任的人，哪能有我们现在安

逸的生活呢？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应心

怀感恩，勿忘历史！

(会计学院22级税收1班 杨芳芳)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

家国安宁，打出了国威、军威。《我的战争》主要讲述了“钢铁九连”连

长孙北川、战士小神仙以及文工团团长孟三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结

下深厚革命友谊的感人故事，电影通过描绘生死一线的战斗画面，

生动刻画了这三位主角视死如归、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突出了抗

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

众志成城的磅礴伟力！

以血肉之躯垒筑钢铁长城，握钢枪，守家国，保人民百姓，佑中

华大地。2022年是我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七十二周年，回望七十

二年前的风风雨雨，我深知，抗美援朝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是一场

“以战止战”的战争，听，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铿锵有力的口号

至今萦绕耳边；我深知，抗美援朝是一场以弱胜强的战争，是一场不

对等的战争，看，志愿军浴血奋战的身影至今浮现眼前；我深知，抗

美援朝是中华民族“雪耻百年”的战争，是一场扬我国威的战争，闻，

我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和谐共处的情谊至今沁人心脾。

以必胜信念锻铸致胜利刃，忍风雪，御奸邪，扬铁血丹心，留汉

史丹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无数英雄儿女如同尖刀利刃般直插

“联合国军”阵营，他们在枪林弹雨间奋勇当先，在硝烟战火中冲锋

向前，哪怕面对当时军事装备远胜于我们的美帝主义，志愿军战士

们仍无惧敌人的飞机坦克。一个战士倒下了，还有万千英雄踏着坚

定的步伐，一往无前地冲向“537高地”，即使身负重伤，小神仙和孙

北川依然没有倒下，靠着必胜的信念，和战友一起再次冲锋，最终成

功拿下“537高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

战士们化身为杀敌利刃，将“联合国军”狠

狠地逼退在三八线外。回望今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砥砺奋进的征程上，

饱经风霜磨难的洗礼，饱经硝

烟战火的锤炼，饱经历史命运

的考验，最终将不朽功勋、铁

血荣光刻在党和人民的

历史长卷上。

青山忠骨，英雄归来。今年九月，中韩双方交接第九批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护送烈士棺椁登上解放

军空军专机，以“过水门”这一最高礼遇迎接志愿军烈士回家。我的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电影中孙北川牺牲前的画面———他深情地望向

了硝烟弥漫的天空，对小神仙缓缓说道：“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以后

会不会有人记得？”会的，祖国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祖国会永远

记得你们的大义凛然，人民会永远记得

你们的大爱无疆！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抗美援

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

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

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

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的战争》讲述的虽然只是抗美援朝

战争中的一段战斗情景，但彰显出的

却是人民英雄志愿军用血肉之躯垒筑

钢铁长城般的决然魄力，用忠诚之魂

锤炼万夫莫开般的英雄气概，用必胜

之心锻铸尖刀利刃般的勇猛

坚毅。作为国家新时代的

奋斗青年，我们身处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应努力汲

取知识、提升自我、牢记

历史、奋发向前，与祖国

同频共振、同向聚合，我们要

铭记这段伟大雄壮的战斗历史，要传

颂这首慷慨悲壮的爱国史诗，更要在

新时代中继承和弘扬我们伟大的抗美

援朝精神！

(金融学院20级金融学 谢沣南)

为国泰民安奋斗着
要要要观电影叶湄公河行动曳有感

于危难中勇担重任
要要要观电影叶金陵十三钗曳有感

平凡的孤勇
要要要观叶觉醒年代曳有感

守常青志 赓续千载红光
要要要观电影叶革命者曳有感

铸血性铁骨，锻钢铁意志
要要要观电影叶我的战争曳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