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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维正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
推出六集文献电视片《重庆谈判》，并于
2023年12月26日起在央视科教频道隆重
播出。连日来好评如潮，受到广大观众的
热烈欢迎。

这部系列文献片熔思想性、知识性、
艺术性于一炉，看后有耳目一新之感，印
象深刻，启迪良多。笔者认为，《重庆谈
判》在艺术创作方面有以下特点——

第一，视野广阔，解析和谈背景。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

然、孤立的现象，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产物，具有国内外深远影响的重庆谈判更
是如此。《重庆谈判》编导着力叙述重庆谈
判的国际国内背景，把这一重大事件摆到
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加以阐释。此片开篇
就以密苏里号军舰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
式的场面，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
东方主战场的胜利；在国内，从中国共产
党“七大”与国民党“六大”入手，鲜明对比
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与蒋介石《中国之
命运》，说明了蒋介石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
赴重庆谈判的缘由，深刻反映出在中国两
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关头，中国共产
党人把握历史机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的大无畏精神，使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年人
了解重庆谈判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增
强历史感和领悟力。

第二，精心策划，彰显伟人胆略。
全片精心布局、结构合理，中心突出、

层次分明。片中再现蒋介石3次电邀毛泽
东赴重庆，国民党方面估计毛泽东不会冒
险亲临重庆，这样就可以把“破坏和平”的
帽子扣到共产党头上。虽然延安的干部
和群众最担心的是毛主席的人身安全，但
毛泽东从革命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不顾
个人安危，毅然决然亲赴重庆进行国共两
党和平谈判，展现出非凡的革命胆略。这
一弥天大勇，受到爱国民主人士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热烈称赞，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
团结一切力量和平建国的诚意。此片多
角度反映43天的重庆谈判期间，虽然周恩
来、王若飞处于第一线，而掌舵人是毛泽
东，始终强调“和为贵”，做最坏的打算，做
最好的努力。一方面坚持以斗争求团结
的原则，另一方面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
的前提下作必要的让步，成为原则坚定性
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显示出高超
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

第三，高端采访，讲述严谨可信。
作为文献片，采访层次和质量是重要

支撑。此片编导作了多方努力，成功采访
曲青山、李君如、杨胜群、石仲泉、章百家、
陈晋、江英等一批党史学者，在一部电视
片中如此集中地采访多位专家是不多见
的。还采访了毛泽东、张澜、朱德、李克
农、童小鹏、龙飞虎、钱之光等重庆谈判相
关历史人物身边工作人员或后代，一些延
安、重庆两地当年亲临现场的群众也生动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此外，编导还
采访了俄罗斯、美国专家，飞虎队成员，从

不同角度评价了重庆谈判。这一系列访谈有的介绍研究成果，有
的讲述经历故事，丰富史料、画龙点睛，增强了《重庆谈判》的权威
性和可信度。

第四，探挖史料，强化视觉冲击。
发现并展示鲜为人知的新史料，是编导的基本功，也是文献

片成功的要素。此片的主创团队克服了许多困难，立足国内，面
向国外，千方百计地挖掘重庆谈判的新史料、新视频。片中多处
引用蒋介石日记的原文，生动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首次公布国
民党特工监视记录的《参议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详细记载毛
泽东每日出席活动、会见人员和谈话要点；张澜在《新民报》上发
表的《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将闭门谈判公之于众，推动和
谈进展；难能可贵的是，编导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毛泽东抵渝
的初剪样片，配以当年延安、重庆的现场画片，形象地反映出重庆
谈判前后的情景。这些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使全片具有非常强
的视觉冲击力和历史真实感。

（本文作者系中共党史专家、一级教授）
（原载于1月4日《中国电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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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由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重庆广播
电视集团联合制作的六集文献电视片《重
庆谈判》，不久前在央视科教频道、重庆卫
视播出。该片每集30分钟，多角度、全方位
讲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毛泽
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赴重
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全过程，展示
了毛泽东的“弥天大勇”、胆略智慧，反映了
在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面前，中
国共产党人如何牢牢把握历史发展大势，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守底线，生动诠释
了“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
利”。

该片创作幕后有哪些故事？在当下重
温这段历史有何意义？本报记者专访了该
片总导演、制片人闫东。

让历史启迪当下、告诉未来

上世纪60年代出生，从小唱着“东方
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长大，闫东
心里对毛主席充满崇敬。“没有毛泽东思
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毛主
席就没有新中国。”多年来一直从事重大题
材纪录片创作，他对此感受尤为深刻。

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一名纪录片人，闫东
一直在思考，要用怎样的一部作品，来纪念
和缅怀这位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民族命
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1993年，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央视播出12集
纪录片《毛泽东》，是我们业内的经典之
作。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要在片中体现
出怎样的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直到“重庆谈判”这个题材进入视野，
闫东心头一热。“对纪录片人来说，这是一
个好选题。”此前，在他担任总导演的《我
们，从延安走来》《敢教日月换新天》等作品
中，对重庆谈判这段历史都有不同程度的
着墨，但没有机会充分展开。

“提到重庆谈判，很多人的了解可能还
仅止于毛主席以‘弥天大勇’赴重庆与蒋介
石展开谈判，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
定’。”闫东说，“43天，在大的历史时间线上

只是弹指一挥间，但背后的风云激荡，其实
是十分丰富而精彩的。”

最重要的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挑战
增加的当下，回过头再看重庆谈判这段历
史，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
员陈晋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在历史出现变
局，而且有可能发生转折的时候，一定要把
握住历史发展的大势。抗战胜利后人民要
求和平民主，这就是历史的大势，毛泽东赴
重庆谈判，就是把握住了这个历史的大
势。”

“风物长宜放眼量”，深刻把握历史发
展规律，才能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
动；用大历史观认清大势，才能抓住机遇，
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在闫东看来，呈现大
历史观中的思考，让历史启迪当下、告诉未
来，是重大题材纪录片创作者的使命，也是
总台纪录片人的责任和担当。

从“底线思维”出发结构故事

《重庆谈判》首次以文献电视片的形
式，对重庆谈判这段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
大视野、多角度表现了毛泽东的雄才伟略、
大智大勇，填补了重庆谈判题材在电视纪
录片创作领域的空白。

闫东介绍，该片展现了当今学界对重
庆谈判研究的最新成果，我国党史、军史的
10多位顶尖专家接受采访，对相关文献进
行权威解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在接受采访时说，‘重庆谈判给我们
的历史启迪是：底线思维至关重要。’我们
也是从‘底线思维’这个当下话题出发，来
结构重庆谈判历史故事的。”

该片叙事大开大阖，主体结构按时序
推进，但在需要交代复杂背景和信息时，又
别生“枝蔓”，在线性叙事的基础上形成专
题，多层次展现历史质感。

比如第一、二集《关键抉择》和《拨开云
雾》，着重体现了遇大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
备、战略远见和政治定力，把握住斗争的主
动权；第三、四集《边谈边打》和《坚守底
线》，着重体现了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牢牢

守住底线，坚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动
摇；第五、六集《峰回路转》和《还看今朝》，
着重体现了我们党灵活应变善于斗争，最
终在推动历史进程中取得成效。

借助总台遍布全球的记者站资源，摄
制组还有针对性地采访了中国台湾地区的
历史作家以及俄罗斯、美国的学者，多视
角、多维度构筑起该片广阔的国际视野。

首次全4K拍摄重庆谈判关联旧址

除了“硬核”史实，片中还穿插了书画
艺术家尹瘦石为毛主席创作写生肖像、时
任《新民报》副刊主编吴祖光谈首发毛泽东
诗词《沁园春·雪》的经过等细节故事，张弛
有度的叙事节奏，丰富了历史的肌理。

史实准确，考据严谨，奠定了该片教科
书般的品质和气质。这些详实珍贵的史
料，来自摄制组在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延
安革命纪念馆、重庆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地的“地毯式”挖宝，甚
至还有重要文献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美
国国会图书馆等海外机构。

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发往延安的密电、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九龙坡机
场的初剪样片……一件件珍贵史料在片中
出现，特别是中央档案馆珍藏的“双十协定”
原件也在片中得到展示。导演们还从总台
音像资料馆的“宝藏库存”中发掘了30年前
拍摄的部分历史当事人的采访素材，包括陈
锡联将军讲述上党战役细节等内容。

闫东介绍，摄制组还首次对重庆谈判
关联旧址进行了系统、全面的4K影像拍
摄，特别是德安里101号、103号，目前已不
对外开放，“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这些地点也‘破例’同意我们进入拍
摄。”

“八路军办事处是一座三层小楼，可以
想象，当年这里的灯火曾彻夜长明，小楼周
围则是国民党特务的各种监视。”闫东提出
要求，摄像一定要在对面高山上的位置拍
摄，“要拍出山谷里的感觉”。这些意蕴丰
富、会讲故事的镜头，与扎实的采访、真实
的史料、立体的视角一起，营造出《重庆谈

判》浓厚的历史氛围。

他们一开口，历史就在那儿了

在重庆八办(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简
称)旧址，摄制组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章百家的父亲章文晋
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时任八路军办事
处工作人员。“在重庆八办旧址，他深情抚
摸着墙上挂着的父亲当年在此工作的照
片，目光里充满怀念。”

像章百家这样的历史亲历者后人，摄
制组还采访了很多，比如：时任重庆八办处
长钱之光的女儿钱幼康、八办机要科科长
童小鹏的儿子童丹宁，还有时任中国民主
同盟主席张澜的孙女张梅颖等等。

“毛主席这一走，是个什么情况也不知
道。”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之
孙李凯城回忆道，爷爷李克农在机场送毛
主席出发去重庆的时候，由于担忧流下了
眼泪，“毛主席还跟他开玩笑说：‘克农啊，
你怎么用咸豆豆来送我。’”

“两夜一天，父亲和陈龙几乎没有闭过
眼睛，晚上主席睡觉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
在外面的沙发上坐着，驳壳枪的卡壳基本
是开着的，只要有人过，听到动静，那绝对
是目光炯炯地盯过去。”时任毛泽东贴身警
卫龙飞虎之女龙铮说。

这些长辈曾经娓娓道来的细节，带着
历史的温度，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沉浸式”
走进历史现场。

本着“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严谨
创作态度，摄制组在重庆多方寻访历史亲历
者，采访了10多位百岁老人。98岁的刘正
云当年是《新华日报》的卖报人，他还清晰地
记得刊发毛主席抵达重庆的号外被人们抢
购一空的场景；104岁的邓淑姬当年是重庆
豫丰纱厂的女工，一句质朴的“毛主席来了，
我们好高兴”真实反映了百姓心声。

“口述历史——来自百姓视角的叙述
更耐人寻味。”闫东说，“他们一开口，历史
就在那儿了。”

原创影像占比高达70%

闫东回忆，当初确定拍摄《重庆谈判》
时，距离播出时间还不足8个月，“压力很
大”“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拼了！”

但就在创作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
下，“实地素材拍摄量依然超过 4000 分
钟，原创影像占比高达 70%”。闫东说，
这不仅源于在多部重大题材作品创作中
磨炼出的科学高效的工作机制，更源于

“老一辈革命家精神对我们的感染和激
励”。在创作中学习，在创作中思辨，让
创作与时代共振，是这支能“打硬仗”的
队伍不懈的追求。

闫东说，在所拍摄的空镜中，他最喜欢
重庆的夜景，灯火璀璨的山城是那么可爱、
可亲，和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谈判是
人与人的交锋，但关键是真诚。最后一集
结尾，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召开。很多民主人士都是4年
前重庆谈判时和毛主席握过手的，沧桑大
道，天下归心，最后作为谈判对手的国民党
代表邵力子、张治中等也在现场。”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
了毛泽东。1945年的重庆谈判，是以毛泽
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我们留下
的精彩华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
的历史主动精神，将引领我们在新征程上
乘势扬帆，破浪前行。

（中国电视报记者 孙莲莲）
（原载于1月4日《中国电视报》）

大历史观下的《重庆谈判》：
填补纪录片题材空白

——访六集文献电视片《重庆谈判》总导演、制片人闫东

国际观察

□新华社记者 邵杰

伊朗东南部历史名城克尔曼市3日发
生两起爆炸事件，造成近百人死亡、逾200
人受伤。当下，中东地区由于2023年10月
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正陷入严重紧
张状态，再加上据称与以色列相关的商船
遭袭以及叙利亚、伊拉克境内多次发生的
袭击事件，使人不免担心巴以冲突进一步
外溢的可能。

事件性质如何

伊朗已故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
遇袭身亡纪念活动3日在克尔曼市举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恐怖分
子”在通往苏莱曼尼墓地所在陵园的道路
旁提前埋设了“两个远程遥控的爆炸物”，
造成聚集在沿途参加苏莱曼尼遇袭身亡纪
念活动的大批民众伤亡。

伊朗卫生部长埃诺拉希3日晚证实，这
两起爆炸已致95人死亡。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总统莱

希谴责这一事件是“恐怖犯罪行为”，誓言
要让制造这起事件的凶手“受到惩罚”。莱
希还为处理这起事件推迟了原定4日对土
耳其的访问。伊朗4日为这起事件的遇难
者举行全国哀悼。

谁是幕后凶手

截至目前，尚无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
了此次爆炸事件。分析人士说，从事件特
点看，已多次在伊朗境内制造恐怖袭击事
件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嫌疑较大。

脱胎于“基地”组织、崛起于伊拉克战
争之后的乱局、近年逐渐式微的“伊斯兰
国”，一直把“连环爆炸”作为自己发动恐怖
袭击活动的重要手段。这次发生在克尔曼
的两次爆炸相隔十几分钟，“连环爆炸”的
特征明显。

除“伊斯兰国”外，在伊朗境内还存在
其他极端组织以及分离主义组织。据称得
到境外反伊朗势力支持的这些组织，也有
可能是这起事件的幕后凶手。

为何制造爆炸

爆炸都发生在苏莱曼尼墓地附近。苏
莱曼尼生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

“圣城旅”指挥官，主要工作是加强伊朗的
地区影响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等。2020年1月3日，苏莱曼尼在伊拉克
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遭美国无人机袭杀。

去年10月 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
突，已成为岁末年初受世界关注的地区热
点。近来，也门胡塞武装表示，由以色列公
司拥有或运营的，或者悬挂以色列国旗的
所有船只都将是该组织袭击的“合法目
标”。而伊朗与胡塞武装之间存在千丝万
缕的联系，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再指责伊朗
应对商船遇袭承担责任。

分析人士认为，凶手选择在此时发动
爆炸袭击，显然想利用当下中东地区的紧
张复杂形势浑水摸鱼。凶手试图让外界认
为，这起事件同巴以冲突有关，也牵扯美伊
关系，就是要让相关方对这起事件做出反

应，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从以往情况看，
中东地区局势越混乱，极端组织就越容易
扩充实力和传播影响，这是极端组织希望
达到的效果。

后续如何发展

克尔曼爆炸事件造成了严重伤亡，对
此伊朗政府不可能无动于衷。下一步形势
将如何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幕后凶
手能否浮出水面，要么自行宣布制造爆炸
事件，要么被伊朗相关部门查获；二是取决
于以色列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起事件的
态度，是幸灾乐祸、保持沉默还是谴责这起
事件并对伊朗表达同情。

分析人士指出，无论这起事件后续发
展如何，国际社会并不希望中东局势进一
步紧张。鉴于以往伊朗政府应对类似事件
的情况，克尔曼爆炸事件后，伊朗政府或将
采取沉着冷静的处理方式，化解其不利影
响。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伊朗克尔曼爆炸事件有何玄机

1月4日，在缅甸仰光，囚犯家属在街头与被释放的亲人拥抱。
在4日的缅甸第76个独立日，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布特赦

令，赦免9700余名囚犯。国家管理委员会当天早些时候发布了两
个特赦令，称为“庆祝独立日、出于人道主义及国家间关系”等考
虑，委员会主席根据刑法相关条例，赦免在全国多个监狱服刑的
9652名缅籍囚犯，赦免114名外籍囚犯并将他们驱逐出境。

新华社/美联

缅甸独立日特赦近万囚犯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陈诚代表蒋介石到重庆九龙坡机场送行。 （电视截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