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着纪录片《小楼春秋：红色记忆系列》来一场红色之旅

在“红色小楼”里追寻革命记忆
本报记者 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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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热点 天津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这片热土上发生过很多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活动。天津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许

多见证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风貌建筑。那些与革命历史相关的建筑，宛如一座座丰碑，向人们讲述着天津的红色故事和红色精神。

由天津市委宣传部与海河传媒中心共同出品，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李家森工作室承制的百集系列纪录片《小楼春秋》播出以来

收获好评。这部纪录片新颖别致，每集仅用8分钟时长，让天津一栋历史风貌建筑开口说话。百集联动产生协同效应，则让天津这座

城市的文化内涵得以彰显。日前，《小楼春秋》百集之外的特别呈现——《小楼春秋：红色记忆系列》特辑接档在天津卫视频道播出。

该片通过讲述30幢小洋楼的故事，带领观众回望天津的红色记忆，感受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这是一场回望初心的旅程，主创团队与

观众一起，推开小楼的门，走向历史纵深处。

30栋小楼特别呈现
讲述天津革命故事

《小楼春秋》总导演李家森介绍，此次播出的是《小楼
春秋》百集之外的特别呈现——《小楼春秋：红色记忆系
列》特辑，精选天津市现存革命遗址中，同时具有历史价
值、建筑学价值的楼宇建筑，制作每集8分钟的短纪录片。

总制片人王言玲介绍，在制作100集《小楼春秋》期间，
节目组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阅读书籍、跟专家请教，翻
阅史料，走访现场，在这个过程中，节目组敏锐地发现了天
津深厚的革命根基，而且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讲述发生在天津的革命先辈的故事就应运而生了。

李家森表示，天津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文
化名城。五四运动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方
热土经历了许多重大革命活动，李大钊、周恩来、刘少奇等
都在这里留下光辉足迹，还有中共中央北方局等众多组织
机构更为天津留下多处革命遗址。红色基因的重大意义，
是这一项目立身的基石；天津丰厚的红色资源，是这一项
目成长的土壤。

经过实地考察、查找资料和专家访谈，节目组从上百
座红色遗址中选出了30幢小楼，这30幢小楼是我市现存革
命遗址中兼具红色历史价值、建筑学价值的楼宇建筑。每
集8分钟的时长，清晰地展示建筑外观、方位和布局特点。
在素材的选择上，他们会分主次，捋出故事线，确保内容的
连贯性和吸引力。
《小楼春秋：红色记忆系列》与100集《小楼春秋》同样

需要打磨和下功夫，甚至更难。王言玲说：“困难之处在于
挖掘故事的渠道少、资料少，而且我们用来做抓手的建筑
外观，从颜值上来说参差不齐，这就加大了建筑之美的呈
现难度。于是在发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又迅速作了思路
上的调整，以故事为重，建筑为辅，因为内核是革命历史、
英雄先烈，他们的故事完全可以呈现出更多夺目的光彩。”

主创团队采用了以楼述情的方式，通过一栋建筑来讲述
它所见证的一段烽火岁月。《北洋法政学堂》讲述了革命先驱
李大钊的故事。编导霍五月介绍，天津是李大钊离开乐亭老
家，走向新世界的第一站。北洋法政学堂是中国第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全日制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在6年的学业里接触
到大量新知识，结识了具备进步思想的老师和同学。比如李
大钊的日籍教师，国际法专家今井嘉幸，曾广泛参加中国的
进步事业，大力支持李大钊组织北洋法政学会。另一位日籍
教师吉野作造，原系袁世凯为其子女配置的家庭教师，在北
洋法政学堂任教时，还曾举办课外讲座，讲授西洋政治史，是
李大钊民主思想发展的引路人之一。

1923年12月23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李大钊回到
母校发表了《历史与人生观》的演讲时说，“历史是要前进
的，回顾从前呢，羡慕以前是无用的。不惟无用，一踌躇、
一眷恋，反足耽搁吾们前进的时间，黄金时代总是站在吾
们的前面，做吾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一直照着他奔去。”

在《小楼春秋：红色记忆系列》的创作中，团队充分挖掘
史料，多方调研采访，不仅以小楼为线索，也借助文献文物来
讲述故事。编导陈晓介绍，在《南开大学·思源堂》中，通过平
津战役纪念馆的一件展品，讲述了南开大学爱国师生在解放
战争时期开展地下工作的故事。陈晓说：“这件展品是一个

黑色硬皮记事本，它的主人叫刘焱，曾担任南开大学地下党
总支书记。记事本中记录了一首七言打油诗：‘高棠李爱何
时了，清河骡马街头找。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花落知多
少。’诗中暗含了怎样送人去解放区、送到何地、到达后找何
人、何单位接头以及介绍人和接头暗语等。”据统计，从1947
年秋到天津解放，经由南开大学地下交通站输送去解放区的
革命师生和民主人士，累计达400余人，其中包括知名人士
楚图南、王冶秋、李何林夫妇、闻一多家属等人。

如何带给观众焕然一新的红色历史体验，也成为节目
组思考的问题。团队结合京津等地的党史专家近年来的
研究成果，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电影质感的镜头画面，
呈现天津辉煌的革命历史。编导李今以《觉悟社》一集为
例，“周恩来等先进青年在返津途中，为探索革命真理，冲
破封建习俗束缚，决定组建觉悟社，成员男女各十名。李
大钊评价道：觉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后来
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周恩来等人身陷囹圄，却不惧艰险，
以天下为己任，在狱中先后用六个晚上宣扬马克思主义学
说。出狱后，编写了三万多字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
录》。当时的周恩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是无数青年学子
的榜样，他无畏艰险的革命精神更是令我动容。”

小洋楼中发生过的红色故事，许多并不为人所知。津
浦大厂的进步工人王俊臣的故事给编导胡炳垠留下深刻
印象。胡炳垠介绍，王俊臣在日本侵略者占据津浦大厂期
间，在天津解放前夕的白色恐怖中，他积极带领工人与敌
斗争。他有勇有谋，以拖延战术与日寇周旋，在地下党员
于致远的指导下，以摔跤为掩护壮大津浦大厂的地下党组
织。天津解放，王俊臣从解放区归来，成了津浦大厂的接
管组长。胡炳垠说：“我们在档案中找到了王俊臣的口述，
却没有找到他的一张照片。为了讲述这个故事，摄制组专
门绘制动画辅助呈现。”

红色小楼既是主角
又是历史的见证者

由于红色小楼的分布很多在居民区，周围房屋结构相
似，辨认和找合适拍摄角度需要专家协助。霍五月说：“我们
每一栋楼宇故事的确认都要经历认真地考察并请教专家。
有一些细微的字词选择都要认真考证。确保表达的准确
性。资料运用也是仔细审看，确保真实准确。”

在和专家的交谈中，主创团队发现有些楼在同一历史时
期分布有规律和特点，霍五月说：“比如红色建筑很多是隐匿
在居民区，像天津地委就换过7个地方，每一处都在居民区
中。有一些方便情报交流的地点，会选择在交通便利、人流
密集、靠近码头的地方，比如基泰大楼和寿德大楼。”

在天津市和平区唐山道南侧坐落着几排很普通的
青色二层砖楼，其中的 47 号是一座“坐椅式”的楼房，
1928 年 12月，毛泽民及夫人钱希均来天津建立秘密印
刷厂时选址于此。王至扬是《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
旧址》的编导，她从相关人物传记入手，在一本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的《寻踪毛泽民》中，找到了毛泽民
烈士外孙曹耘山的线索。

经过各方寻找后，终于联系到曹耘山老人。王至扬
说：“老人年过七旬，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如今仍
在追寻外祖父毛泽民烈士的踪迹。拍摄时我们在北京见

面，曹耘山老人激动地回忆了自己曾来天津寻找祖父革命
足迹的经过：2004年他曾与毛泽民的堂侄毛远耀一起来津
（毛远耀在这间印刷厂的排字间当过学徒）。毛远耀在那
个牌子前站了好久、看了好久，最后他认为当时的秘密印
刷厂就是在这个地方，两位老人2004年来津探访的照片，
也用在了这期节目中。”

王言玲说：“在天津，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
先辈们，他们勇敢地为了理想，为了更好的中国而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大义凛
然，为今天的我们竖起了不倒的红旗。为了党的革命事业
而牺牲的地下党员，为了天津的解放而献出生命的4000多
名指战员，他们的故事感天动地。在我们循着时间的轨
迹，回到那个时代，当时的地点，倾听他们的故事时，我想
没有人不会被感动。”

王言玲在采访地下党员李天祥老人时深有感触。在
解放前，表哥张克诚秘密发展他为共产党员，而张克诚正
是智取天津城防图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天祥当时的任务
是收听新华广播，抄录内容，交给张克诚发给其他党员学
习。这种看似枯燥的工作，他做了一年，这让他形成了严
谨、审慎的做事风格。王言玲说：“采访时，他一再嘱咐我
不要弄错事实，因为不止一份图被获取。爷爷在身体不方
便的情况下整理了一箱的资料，并交给了我。我接过的不
仅是书籍或图片，而是老人的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这种
追求真实、坚持不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尽管每集时长只有8分钟，但镜头的讲究不亚于任何
一部纪录长片。这段红色历史距今已有百年之久，影像资
料极少，多以历史照片和历史文物为主。如何运用镜头表
达是节目组遇到的难题之一。团队拍摄的同时利用灯光
的变化去营造历史的空间感，通过运镜、构图等方式提升
画面质感，用细节展示红色建筑风貌与历史文物，观众在
聆听故事的同时感受画面带来的视觉冲击。

首席摄像师甘兆瑞说：“我们希望拍出来的每一个画
面都要漂亮，我们要结合多种拍摄方法来呈现不同季节、
光线、角度下建筑的美。所以我们都会提前踩点观察，建
筑在什么季节、光线角度下拍摄会更好，然后统筹安排拍
摄计划，做到有效率的同时也尽可能多地留住建筑的美。”

在拍摄建筑的过程中，很多建筑在使用中或闲置
多年，在拍摄使用中的建筑时，他们要寻找建筑中的
“原汁原味”，用镜头展现出那些容易被忽略但又是建
筑原本的东西。在拍摄历史资料中，由于很多照片和
资料年代久远，非常脆弱。甘兆瑞说：“拍摄中，只要是
需要触碰的资料都要戴好手套，然后小心翼翼摆放。
同时我们的灯光器材全部选择了冷光源，尽最大可能
地保护拍摄的资料完好。”

每一集都有鲜明的主题和记忆点，这些发生过伟大故事
的小楼至今矗立在我们身旁。胡炳垠说：“看起来柔和自然
的画面背后，可能是花费了几个小时的灯光设计，因为以视
觉元素调动人们的情绪与感受，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

深入挖掘和呈现红色历史
用活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与以往的人文历史纪录片相比，《小楼春秋：红色记忆
系列》作出了许多新的尝试。李家森说：“我们坚持讲故事

的风格，通过婉转和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真实的人和事，让
观众感受到历史的生动；通过具体的情节和细节，让观众更
加贴近历史，更好地理解党的早期发展以及天津在其中的
重要作用，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先辈们的奋斗和牺牲，感受到
他们的英雄主义和坚定信念。”

主创团队注重史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他们与专家学
者合作，确保拍摄的内容具有权威性与可信度。天津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天津著名文史专家罗澍伟是该片的总顾
问。罗澍伟为项目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并对30篇脚本进行
了逐一审看、修订。

罗澍伟表示：“从五四运动和中共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建
立开始，直到天津解放，前后共30年，近代天津是中国北方
革命运动的中心，《小楼春秋：红色记忆系列》立足天津，面
向全国，运用富有天津特色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与红色文化
资源，精心采制了30处红色遗址中发生的革命故事和涌现
的英雄人物，生动形象地反映并代表了这30年间天津历史
上勇敢、可敬、可泣的峥嵘岁月。”

中共和平区委党校党史研究科科长史煜涵参与了该
片的多次拍摄工作，她表示，从纪录片的角度来讲，剧组
在《小楼春秋》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关注天津革命旧址、遗
址，以建筑为切入点，实现了用活红色资源，讲好天津党
史故事的效果。

史煜涵说：“这部纪录片将天津地方党史与近代天津
城市史相结合，将微观叙事与宏观解读相结合，具体史迹
与人物讲述相结合，对遗址所隐含的红色故事、革命精神，
以及当时党在城市工作的特点、在白区斗争的智慧，以直
观生动、娓娓道来的方式展现，由表及里、深入浅出。一方
面，让观众用很短的时间读懂党史，感悟先辈的革命精神，
进而发自内心地传承红色基因，另一方面，能够提升观众
对天津城市历史文化的理解与认可，在现实生活中转化成
建设天津、发展天津的强大动力。”
《小楼春秋：红色记忆系列》是一次对红色历史的深入

挖掘和呈现，它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更是一次对党史的传
承和弘扬。

王言玲表示，“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要
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在拍摄制作的时候，我们往往惊
讶于当时人们的选择，是什么让他们义无反顾，追求真理，
舍小家顾大家？为了我们更美好的明天，为了让光明战胜
黑暗，这就是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

罗澍伟表示，一集节目，一段革命历史，一段生动故
事，内容真实明快，情节生动曲折，语言浅显易懂，深刻感
受到共产党人的大义凛然、高风亮节、信仰坚定和不怕牺
牲，受到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该片的播出，有助于“革
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小楼不小，内有春秋，这部作品主题鲜明，思想性、艺术
性结合，是创新的城市宣传，也是一份生动的党史教材、家乡
史教材。李家森表示，“天津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也
是一个拥有丰富红色基因的城市。我深受启发，对党的历史
和传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通过我们的镜头，希望能带观众
一起更好地了解天津的红色记忆，感受党的伟大。”

李家森说：“我希望年轻人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感悟，
更好地了解党的历史和传统。我相信，通过这部片子，他们
会更加热爱党和我们的天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珍视我们
的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旧址
（原俄道胜银行大楼）

原八路军驻津办事处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 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和
中共天津市委旧址（张园）

思源堂原貌 东亚毛纺公司生产车间 北洋法政学堂早期正门 在南开学校就读期间的周恩来（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