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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之际，安徽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经过
三年时间拍摄制作的《八月桂花遍地
开》大型红色文献纪录片，于今年元月7

日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和安
徽卫视播放。全片为《革命火种》、
《红军摇篮》、《生死转战》、《北上
先锋》、《铁血坚守》、《将星璀璨》
六集，时长300分钟。该片立体地展现出
一幅气势磅礴、宏阔辽远的历史长卷，
把老区精神所蕴含的意义、价值，既韵
味悠深又酣畅淋漓地展现给亿万观众，
使人们在现实与历史的情感中，尽情享
用苦难辉煌的老区人民奉献给中国和世
界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以其翔实的史
料、精心的编排和多维的呈现受到观众
的特别关注。可以说，在近年来反映金
寨红色文献题材的纪录片中，这是一部
有高度、有质量，且极具史料价值和文
学价值的作品。

峥嵘岁月令人难忘怀

安徽省金寨县，位于大别山腹地，
地处鄂豫皖三省结合部。这是因为中国
革命产生的县。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
先后有十多万金寨儿女投身革命，绝大
多数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已被追认在
册的革命烈士有11093人，占全国在册革
命烈士总数的五十分之一。金寨先后诞
生了多支主力红军，走出了59位开国将
军，是全国第二大将军县，可谓户户有
红军、村村出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
铸英魂。

201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视察
安徽六安金寨县时，满怀深情地说，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 热土一 魂。
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
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
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
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
传下去。”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根据安
徽省委省政府要求、省委宣传部部署、
省广电局指导，安徽广播电视台纪录片
中心决心用影像为红色金寨作传。摄制
一部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以反映这个
县作为中国革命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
重要发源地、中国共产党重要建党基地
的历史地位。可以说，在不忘初心、不
负使命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在迎接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八月桂花遍地
开》向全国人民奉献的一部极其生动的
革命史的教科书。

以金寨为源点辐射广阔

《八月桂花遍地开》之所以让人震
憾，是它的视野开阔。不再局限金寨一
县范围之内就事论事，而是以金寨县为
源点，站高望远，向四周辐射。一是从
第一集《红色火种》开篇，创作者们就
把观众的目光引向了遥远的苏俄，像是
寻找黄河源一样寻找到中国革命鲜为人
知的起源。以金寨县第一个共产党员蒋
光慈生命足迹为主线，辐射到芜湖、上
海、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涉及到陈独秀、刘少奇、任弼时、瞿秋
白、肖劲光等领袖级共产党人，“打
开”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让我们
“听到了”俄罗斯和美国研究者的声

音，展开了“国际”视野。
二是以59位将军为辐辏，展现他们

的战斗遗迹。在仅仅六集的电视片中，
每个将军都留下人生精彩画面，前后搭
酏、错落有致、重点突出、简略得当，
操作难度非常大，而且操作得非常成
功。

三是史料的丰富，不仅写了红四方
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而且
写了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和陕北红
军；写了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西征和长
征、展示了这支部队从鄂豫皖到川陕、
从川陕开始长征三过雪山草地，然后分
兵西渡黄河，血战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的悲壮征程。写了徐海东红二十五
军从大别山开始的长征，谱写了孤军北
上的辉煌历程。这两支部队后来在抗战
及解放战争中都创造了辉煌的战功，成
为中国人民武装第四野战军、晋冀鲁豫
野战军的主力。也写到了红军主力转移
后留在苏区由高敬亭领导开展的三年艰
苦卓绝的斗争，甚至还写到了桐柏山游
击队，写到他们作为新四军华中主力及
解放战争华东野战军主力的业绩。从金
寨最基层的红军战士到徐向前元帅、许
继慎、蔡申熙、曾中生、徐海东、王树
声、陈赓等军事家，通过一个县的红军
展现全国红军行动。四是覆盖面广。从
金寨县到安徽省到整个鄂豫皖苏区，再
到中国革命的各个地区和阶段，甚至还
延伸到抗美援朝战争……能从这样一个
高度和广度去规划作品和思考问题，不
仅反映了编导人员的大局意识和宏观思
维，更主要的是反映了他们对历史的熟
悉和客观把握。我们在《八月桂花遍地
开》中感受到的那种激情和发自内心的
感动，很重要的是编导对老区精神的感
悟和理解达到一种新的高度。

众多“第一次”呈现荧幕前

其次，《八月桂花遍地开》把历史
细节与宏大叙事相结合、区域发展个人
命运与国家沉浮相勾连，重视对细节的
再现和叙述。这部纪录片的编导以金寨
县的光辉征程为源点，分赴俄罗斯和中
国20多个省份摄制的这部以大视野反映
红色题材的纪录片，旨在通过众多人
物、众多史料、众多专家作家，对金寨

老区红色精神的历史碎片予以时空联接
和精神重塑。

百载时光流转，关于那段红色记忆
已渐渐被岁月淹没。在苦难与辉煌交织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征程中，当年的亲历
者已日渐稀少。在摄制过程中，编导进
行了一次抢救性拍摄和搜集资料：摄制
组历时四年，采访了健在的老将军、老
红军，真实记录了一段段鲜活的历史。
2020年11月、享年105岁的金寨籍最后一
位开国将军詹大南病逝、摄制组的图像
资料已成绝响。编导通过设计采访专
家、学者以及与金寨籍革命先辈相关的
当事人及其后人，信件及文物展现了很
多细节，多为第一次展现；片中庾家河
战斗牺牲的红军团长叶光宏的后人，从
金寨县送去两棵桂花、栽种在庾家河烈
士陵园内，让烈士闻到家的桂花香，就
十分感人。在人物、故事、史料的有序
交织中，讲述渐次推进。金寨的先驱者
都是“土马克思主义者”、商南立夏节
起义的军事领袖周维炯在敌人战报中只
是一个“士兵”，可是他们精心筹备，
成功发动起义，以最小的损失创建苏区
和红军，那种忠诚、勇敢和艰苦，是一
些读者难以想象的。开国少将肖选进13

岁摸过周维炯的大枪、作为旅长的皮定
均大家很熟悉，可是这次却挖出了作为
班长皮定均的战斗故事、从“列宁号”
飞机参战到珠海航空节，红军战士的家
书、大别山民谣、志诚小学校歌、川陕
苏区的民歌、《草地夜行》课文的运
用、红二十五军血雨腥风的长征、吴焕
先牺牲、徐海东、程子华负伤。在用战
斗胜利接应到中央红军时，给中央送
钱、送枪、送物！抗战时营救美军飞虎
队飞行员，抗美援朝时詹大南率部参战
首战打垮美军王牌师“北极熊团”。还
有，方子翼从识字不多的红军战士成为
空军师长，抗美援朝带机首次升空作战
就击落美机，“皮有功、少晋中”、洪
学智两授上将，更是中国革命的传奇。
志愿军副军长吴国璋从援越战场转战援
朝战场，参加了五次战役，准备胜利后
回大别山看望刚刚联系上的母亲，却血
洒朝鲜战场……这样大量细节的再现，
为一部纪录片增添了巨大的感染力。这
样的细节，绝不是编导凭空想象所能完

成的。这就需要纪录片创作者用专注的
精细和激情的生动去实现，从而使红色
基因的脉络呈现得更加红艳。

“重复是纪录片创作之大忌。数十
年来，描写和歌颂金寨红色历史的作品
不胜枚举。稍不用心就会步入老套。”
该片总策划禹成明、总导演吴斯介绍
说，“一开始我们就把艺术创新作为本
片的标高，采取最具开创性的新视角来
讲述金寨。此次，我们没有重复以往的
讲述方式，而是以一种国际化视角与当
事者视角交互印证，廓清历史迷雾，从
而清晰地显影、解读红色金寨这一恢宏
史诗。”对金寨的红色资源，我们曾一
次次纪念，曾经无数次的挖掘采访，但
很多故事，依然需要像《八月桂花遍地
开》的编导一样，做一些深入的开掘和
采访，体现出“这一个”创新性的原
则。

红色土地上的不变初心

第三，这部作品是一个在思想和史
料价值上具有意义的高端作品。人们从
艰苦卓绝的征程，从老一辈革命家的思
想精神中再次受到深深感染。一是自始
至终充溢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老
区儿女面对强敌在恶劣的情况下，依旧
凭坚强的斗志坚持下去，因为他们的心
中有信仰，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导，
所以一步步都走得无比坚定。

二是编导制作的用心写作，它不是
敷衍的应付差事，而是扎扎实实带着浓
浓的情感在讴歌红色金寨、革命老区，
在赞颂革命前辈的英雄壮举，在用史诗
的笔法颂赞伟大的老区精神。这部作品
的解说词，以精练、精准、精彩的叙
述，时时点击着观众心灵动情的穴位，
与观众产生了思想的共鸣。纪录片《八
月桂花遍地开》重视语言的锤炼打磨，
重视每一句解说词的感染力、穿透力。

习近平 总书记多 次 强 调 和告诫全
党，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忘记初心，不能
忘记我们出发的路。什么是初心？千千
万万的革命先辈用他们的英勇牺牲和无
所畏惧的壮举，对此作出了最完整的诠
释。《八月桂花遍地开》是一部展示共
产党人初心的教科书。让我们为《八月
桂花遍地开》点赞叫好。

作为建党百年重大题材纪录片作品，
《八月桂花遍地开》全景式展现了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红色文化。

“当年红军在我家住，吃过粮食，给打
了个借条。这个条子，就在弹壳里装着。”
河南省卢氏县兰草村村民李明山在纪录片
《八月桂花遍地开》里介绍他们家的这个宝
贝物件。

作为建党百年重大题材纪录片作品，
《八月桂花遍地开》全景式展现了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
录频道和安徽卫视陆续播出，引发广泛关
注。

寻访红色革命地，披露大量历史细节

金寨县是红32师、红33师的组建地，也
是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该片第4集展现了红25军在鄂豫皖根据
地的顽强奋斗以及战略转移，成为红军长征
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并为迎接中央红军
到来作出重要贡献。在该集中，观众跟随寻
访嘉宾的视角，聆听红军后代的讲述，寻访
开国将军们的生平故事。

于是，我们了解到徐海东、詹大南、方
升普、叶光宏等革命英雄的事迹，并且在红
军后代对其祖辈、父辈们革命故事的追忆
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那段鲜活的历史。

在一次次的实地寻访、讲述以及馆藏文
物的呈现中，红25军的革命奋斗事迹更加鲜
活地展现出来，让我们得以了解这段尘封的
历史。

在红25军的战略转移与革命战斗过程
中，红军的伟大精神不断震撼着我们，相信
无数观众能在其中领悟红军高尚的情操、信
仰和人格魅力，从而获取历史的营养。

亲历者后代口述，展现红军真实历史

纪录片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一是对一
手史料的挖掘与记录，二是对现有史料的梳
理与查考。因此，纪录片《八月桂花遍地
开》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安徽金寨县红色文化的重要影像史料，为
我们打开一扇了解金寨县开国将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窗口。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仍能在纪录片里看到老兵
们的口述，实为不易。在第4集中，寻访嘉宾陈仁喜采访到在世的老
红军，为我们讲述红军真实的历史。

这位老红军，是“当地唯一一位在世、并见证过这段历史的老红
军”，这一细节让我们动容。作为亲历者，他们如今沧桑的面容，以
及讲述红军历史时的神态，都一再提醒我们，革命来之不易，我们应
该珍惜当下，传承红军的英雄无畏精神，开辟广阔新天地。

除此之外，大量红军后代的叙述更加全面地呈现了红军历史，也
让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凸显红军文化的当代意义。身负重伤的肖选
进被卢家农妇相救，陈姓老人因保护邸银国而牺牲自己的孩子，“金
刚台英雄八姐妹”之一的范明写下亲历事件……这些事迹都是红军后
代讲述的父辈历史。

可以看到，红军的记忆就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家中，透过这些真实
故事的讲述，我们也更加体会到红军与老百姓之间血浓于水的情感。

为何这么多普通百姓愿意借粮、留宿红军，愿意舍命相救身负重
伤的红军战士？是红军战士为革命而英勇战斗的精神感动了百姓，是
万千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期盼驱使，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与
实践的缩影。

《八月桂花遍地开》既还原了红军的历史真实，也还原了红军的
精神世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体会红军精
神，将革命军人的英勇无畏精神传承下去。

传承红色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纪录片不仅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也有较高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
值。

《八月桂花遍地开》从历史延伸到当下，担负着弘扬红色文化与
重建民族精神的职责。是在回顾历史时，通过“解说词”和“镜头画
面”组合的形式，强调红28军坚守鄂豫皖根据地的当代意义：“为
中国革命立下战功，保留下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

红色文化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特有
文化，是当今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徽省金寨县作为革命老区，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
乡”。

在纪录片的影像表达中，更多年轻观众得以了解鄂豫皖根据地的
红色历史，认识金寨县开国将军们的生平事迹。在此，纪录片的意义
更加凸显，以纪实作品中的现实主义魅力提升人的境界，以红色革命
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让年轻观众更深刻地理解过去，体会党的
精神，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在实践中促进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 (来源：中国青年网)

金寨，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中国革命
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早在1920年，金寨地区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
学习小组。1924年秋，金寨地区建立了中共基层
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大革命
失败后，这里的党组织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积极准备，成功地举行了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
义，相继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
师、第三十三师。自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先
后有十二支主力红军队伍在金寨地区相继建立。

金寨，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
八军的主要发源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18个
集团军中，有6个集团军(第十二、十三、十六、二
十一、三十八、三十九集团军)延续着金寨红军
队伍的血脉。从红军队伍中成长出59位开国将
军，是全国第二将军县。因此，金寨被誉为“红军
的摇篮，将军的故乡”。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是在金
寨境内诞生的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这支红军
队伍英勇善战，刚成立第七天，就打退了商城县
民团的进攻，缴获钢枪48支；成立的第10天，就
跨省攻下了皖西重镇金家寨，打败了敌商团，缴
获了大量物资和银元；到年底，还攻占了河南省
商城县的县城，中共中央来信“表示无限的欣慰

和敬意”。红三十二师浴血奋战，转战南北，为创
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皖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了
彪炳史册的功勋。它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后大部
改编为红一军第二师，部分改编为红一军独立
旅和第三师，先后成为红一军、红四军、红四方
面军的骨干和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是在金
寨境内诞生的第二支主力红军队伍。这支红军
队伍在刚成立第十天，就出其不意地攻占霍山
县县城，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红三十三师和
红三十二师密切配合，并肩作战，收复巩固六霍
苏区，南下潜山、英山，为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红三十三师在战斗中发展
壮大，后改编为红一军第三师，成为红一军的骨
干和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师后编制撤销，部队分
别编入第一师、第二师，并随之编入红四军、红
四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独立旅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独立旅是在金寨境内
诞生的第三支主力红军队伍，是直属中央军委
指挥的红一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红军队伍
不畏红军和苏区创建初期的重重困难，坚持在
豫东南和皖西地区转战，为保卫苏区和根据地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后
改编入红一军重建的第三师，其部队后来大部
分别编入第一师、第二师，并随之编入红四军、
红四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独立一师

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是在金寨境内诞
生的第四支主力红军队伍。这支红军队伍在武
器装备十分落后，人员未经过训练的情况下，不
畏强敌，英勇作战，坚持与进攻皖西苏区之敌展
开顽强的斗争，为保卫苏区和根据地做出了重
要贡献和牺牲。中央独立第一师余部后部分改
编入红一军重建的第三师，其第五团编入红十
五军，先后成为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的组成部
分。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重建的第三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重建的第三师是在金
寨境内诞生的第五支主力红军队伍，由原红一
军独立旅、中央独立一师的部队和黄麻补充营
组成。这支红军队伍在敌人肆虐苏区情势危急
的情况下，临危组建，主动出击，在豫东南和皖
西地区转战，为恢复苏区做出了重要贡献。后大
部改编入红一军第一师、第二师，其第七团改编
为红四军独立团，发展成为中央教导第二师。后
经整编成为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的组成部分。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教导第二师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教导第二师是在金寨境
内诞生的第六支主力红军队伍，是以原红一军
重建的第三师第七团改编的红四军独立团为基
础发展壮大而组建。中央教导第二师组建后就
投入到保卫和扩大皖西苏区的战斗，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央教导第二师成立两个多
月后，被改编为红四军第十二师，投入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后成为红四
方面军的组成部分。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在金寨境内诞

生的第七支主力红军队伍。红二十五军所属部
队开始只有第七十三师，是以红四军抽调的三
个团、并以第十二师师部为师部在麻埠镇组建
的。组建后编入红四方面军，投入到第三次反

“围剿”和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是一支英勇
无比，无坚不摧，特别能战斗的部队。1932年10

月，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二十五军及第七十
三师后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川陕地区，第
七十三师后扩编为红三十一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在金寨境内组
建的第一支成军建制的红军队伍。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是在
金寨境内诞生的第八支主力红军队伍，是以红
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和五星县独立团在麻
埠组建的，组建后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个主力
师，投入到第三次反“围剿”和第四次反“围剿”
的战斗。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
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到川陕，第七十五师留在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后以此为基础，重建
为红二十五军，坚持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后随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与陕甘红军合编为红
十五军团。全面抗战爆发后，改编入八路军第一
一五师第三四四旅。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四是在金
寨境内诞生的第九支主力红军队伍，是1932年5

月苏家埠战役胜利后，由原六安、霍山、霍邱、赤
城四县独立团合编的皖西北独立第三师在白塔
畈改编而成。第七十四师组建后，迅速投入到第
三次反“围剿”的战斗。1932年9月，由于在第四
次反“围剿”战斗中减员很多，番号取消，第七十
四师余部被编入红四方面军各主力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十二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十二师是在金寨境内诞
生的第十支主力红军队伍，直属中共皖西北道
委领导。红八十二师在赤南根据地转战游击，不

断打击敌人，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保卫皖西北苏
区的主要武装力量。1933年10月11日，在金寨境
内编入重建的红二十八军。

重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于1933年1月在湖
北省麻城大畈(现属河南新县)组建，后于1933

年4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重建的中
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是在金寨境内诞生的第
十一支主力红军队伍，是1933年10月以红二十
五军一部和红八十二师在南溪吕家大院组建
的。红二十八军组建后立即投入到第五次反“围
剿”的战斗，接连取得胜利，巩固和发展了皖西
北革命根据地。1934年4月，红二十八军编入红
二十五军，是合编后红二十五军的主要组成部
分。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一八团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一八团是在金寨境内诞
生的第十二支主力红军队伍，是以红二十五军、
红八十二师和游击师中的零散队伍和人员在全
军沙河店组建起来的，是当时鄂豫皖边区唯一
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红二一八团组建后，立即投
入反“清剿”斗争。后以红二一八团为主要基础，
第三次组建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的三年游击战争。

红二一八团是在金寨境内组建的最后一支
主力红军队伍。
(来源：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胡遵远 江敏 李雨迪 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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