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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宁敬武

主演： 姜宏波 陈芊桦 张陆 梁林琳 王胤俊

制片国家 /地区： 中国

语言： 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19-05-25

片长： 104分钟

剧情简介：

邹笑春是抚顺市传染病医院艾滋病治疗与关爱中心原主任， 长期坚守在艾滋病防治工作

第一线， 为爱滋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构建一个心手相牵的关爱之家， 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她

仍坚守岗位， 后因医治无效不幸去世， 年仅 44 岁。

电影 《黄玫瑰》 讲述了邹笑春医生的先进事迹， 以及艾滋病患者和一线医护人员最真实

隐秘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哲思， 通过艺术升华， 完美展现了邹笑春这位最美医生的光辉形象。

《黄玫瑰》 是一盏灯。 在这部影片的开

头： 手术台上， 婴儿降生； 一个护士正在学

习为艾滋病人注射药物， 人们屏息注视， 她

必须谨慎、 精确， 她不能出错； 一个艾滋病

人从医院狂奔而出， 而同时， 在手术室里，

医生得知产妇就是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

镜头快速跳接， 《黄玫瑰》 就是这样开始

的。 这部影片的关切不仅仅在艾滋病， 它讴

歌人的光荣， 它探索和确认那些让人们克服

恐惧、 有情有义的精神品质， 它点起一盏

灯， 把黑暗渐渐照亮， 在光亮中， 人们向对

方伸出了手， 直到阳光照耀大地， 阳光把我

们从情感上深刻地连接在一起。

在影片最后， 那个执灯的人离我们而

去。 她是一名艾滋病防治医生， 名叫邹笑

春。 实际上她并非虚构人物， 在辽宁抚顺，

就有这样一位名叫邹笑春的医生， 她已经罹

患癌症去世， 但她的事迹广为传颂。

邹笑春这样的人就在生活中， 我们的共

同生活有赖于无数这样的人的尽责与奉献，

人世有大信， 正是因为我们确信邹笑春们就

在我们身边。 但是， 当邹笑春成为一个电影

人物时， 当她不仅是生活中自在的个人， 而

是被想象、 认识和表现的人物时， 她也对编

剧和导演构成了考验， 即使生活中确有其

人、 确有其事， 我们也未必能够赋予她充沛

饱满的生命， 特别是， 当我们面对一个好

人、 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脱

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他或她向我们提出的问

题就是， 我们能不能跟得上， 我们有没有足

够的能力去接近、 去想象。

所以， 摆在这个时代文学家和艺术家面

前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具有“善” 的想象

力、 “美德” 的想象力。

《黄玫瑰》 经受住了考验。 这部影片使

邹笑春由一个真人变成了一个艺术典型， 她

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 有着感人至深的说

服力。 人物不是某种抽象品质的符号， 人物

携带着她的个人史和社会关联， 她之所以是

邹笑春， 是因为她在自己饱满整全的生命中

经受考验、 探索向好向善的路。 所谓饱满整

全， 不是一味地追求性格的复杂和冲突， 对

善好的、 自觉的人生而言， 一个人的高远壮

阔正在于他在诸多面向中追求并抵达了自我

的整全。 正如邹笑春， 这个具有献身精神的

医生， 她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深情的妻子、 慈

爱的母亲， 她以拯救生命为职志， 同时无力地

经受着自己生命的熄灭。 编导者的想象力从来

没有把她的不同身份割裂开来， 没有在生命的

基本经验和基本价值中强分高下， 在编导者看

来， 人对善好的追求和持守同时也是对人生整

体的珍重和爱惜， 是一种深邃的幸福。

这种幸福或许是所有人都能感受、 都在追

求的， 但是， 使得邹笑春成为“持灯者” 的，

是一种更高贵的品质， 她不仅是个人意义上的

“好人”， 她有一种激情、 一种坚韧绵长的信

念， 把善好推向更广大的世界———爱自己、 爱

家人、 爱朋友， 然后， 爱职业中所遭逢的人，

爱那些不幸的人。 这可能是累的、 也可能是难

的， 没有人会爱上累和难， 但是， 正是邹笑春

这样的人， 他们坚信一个人对他人、 对广大的

共同生活的责任， 在“推己及人” 的艰难苦累

中， 一个人才能超越个人生命的虚无。 由此，

邹笑春成为了英雄———她不仅是一个尽责的、

具有职业道德的医生， 她深切地感动我们， 因

为她不仅是技术理性和责任伦理下的尽责， 她

使责任变成了自己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他人的

情感关系， 她确信， 她面对的不是一个个无名

的工作对象， 她不仅竭尽全力维护患者的生

命， 而且使她周围的人们体认到生命的尊严和

意义。

这样一个人，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们跟

着她走向明亮的天地， 我们渐渐地确信， 生命

绝非虚妄， 生命的意义正如一盏灯， 照亮自

己、 也照亮他人， 由此守护社会、 守护我们共

同的生活。 我们都知道， 这正是生命的善好完

美， 是一个人在广大世界中的实现， 令人感

佩、 令人向往。

“以明德引领风尚”，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新时代中国文艺提出的希望。 《黄玫瑰》 正

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照亮明德的影片。 它的根本

经验其实是朴素的： 在中华 民族的基本经典

《大学》 中， 开头一句就是： “大学之道， 在

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在 《大学》

的论述中， 追求至善的过程便是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这也正是一个人不懈追求生命的整

全、 不断向着更广大的世界承担责任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 始终举着那盏明德之灯， 刚健而

坚韧， 深情而阔大， 就像邹笑春， 她走了， 但

她让更多的人有勇气有力量去拥抱他人。

李敬泽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来源： 《人民日报》

一盏灯如何点亮……
《黄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