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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在新兵连和战友第一次看
电影 《上甘岭》 时，电影中的台词
始终萦绕在我的新兵生活里。“胜利
终归是我们的。”七连指导员孟德贵
在牺牲前始终秉承着坚定的革命信
念。“连长，让祖国人民听到我们胜
利的消息吧！”通信员杨德才舍身堵
住敌人碉堡的枪眼，在最关键的时
刻体现出军人的血性与担当。“为了
生存，为了坚持斗争……要吃啊！
吃啊！”八连连长张忠发在坑道内水
源断绝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以
身作则激励全连官兵……直到电影
谢幕，我才被战友们持久而热烈的
掌声所惊醒。如今，重温这部电影
《上甘岭》，我仍然感慨万千、情难
自制。

这部影片将视角聚焦在上甘岭地
区主峰阵地，成功塑造了卫生员王
兰、炊事员老王、战士毛四海等
“最可爱的人”的英雄形象。与其他
关于战争题材的电影有很大不同，
它没有过多地刻画敌人的凶狠狡
诈，情节也没有多么复杂曲折，大
部分场景的布局就是主峰阵地和狭
窄的坑道。恰恰是这样的局部特
写，让我们感受到了战争的惨烈残
酷，看到了中国军人强烈的爱国情

怀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此同
时，影片通过志愿军某部八连从接
收阵地、进行防御反击、转入坑道
坚持作战、发起反攻收复主峰的战
斗历程，由一篇篇战斗日志串联起
战役的故事线，将上甘岭战役真实
地展现出来，颇具匠心又引人入胜。

电影《上甘岭》在艺术创作上成
功刻画了志愿军的英雄群像，成为
观众念念不忘的银幕经典。在八连
移防上甘岭主峰时，双目失明的孟
指导员依然坚守阵地，握着手榴弹
用耳朵静听敌人动态。八连连长张
忠发劝他离开阵地时，孟指导员仍
然坚持要和敌人血拼到底，为战友
们报仇；他重伤身处坑道内，也要
把最后剩下的水留给他人……卫生
员王兰坚决要求留在战场上守护伤
员，当敌人施放毒气时，她把手
上的湿毛巾捂到连长嘴上，自己
却在弥漫的毒气中晕倒；在坑道
的日子里她用歌声唤起官兵的战斗
士气……而这部电影的中心人物——
八连连长张忠发更是有血有肉有情
有义。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他始终满
怀信心，一言一行都彰显出中国军人
坚强的战斗意志。当八连奉命撤进坑
道、敌人占领阵地时，面对孟指导员
的指责、战士们的失落，他并没有发
牢骚，而是坚定地选择执行上级命
令。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和战士
们一起捕捉坑道里的松鼠；当他发现
敌人向五圣山阵地进攻时，他果断集
中火力牵制敌人；在被敌人封锁在坑
道里时，他巧妙利用铁皮罐的响声，
和毛四海蹿出坑道，拔掉坑道口敌人
的据点……这样的英雄形象生动鲜
活，令人感动和钦佩。

每每想起这部电影，我总会轻声
哼起一首歌《我的祖国》。“一条大河
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
岸上住……”词曲优美，让这部电影
充满了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
紧张激烈的战斗场景中让我们又陷入
一种舒缓深沉的思绪浮想——没有人
喜欢战争，但军人必须时刻准备战
争，让可爱的祖国永远处在“明媚的
风光”里。真实的上甘岭战役远比电
影中所表现出来的要艰苦惨烈。无论
战争远去多久，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
了祖国和人民而奉献生命与青春的英
雄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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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几束光亮划过天际，在

不远处绽放出“火光之花”，随即而来

的巨响打破了黑夜原有的宁静……近

日，陆军某基地官兵在火炮试验现场及

炮兵连以“蹲点”形式进行跟拍，历时

一个月将所拍素材制作成微电影《战神

出击》，在该部强军网播出后受到官兵

喜爱。

《战神出击》开篇采用局部特写的

拍摄手法，通过拍摄“整理着装”“设

备检查”“填弹装药”等一系列动作，

将火炮操作手对火炮试验准备工作的熟

练度表现得淋漓尽致。随后，镜头紧跟

步伐，以火炮操作手为第一视角展开一

系列火力十足的火炮极端条件试验。在

沙尘条件下，官兵克服黄沙漫天的恶劣

环境，将不同型号的参试炮弹发射至天

际。镜头拉近甚至能听见沙尘打在防尘

镜上的声音。为了进行极寒条件试验，

官兵将火炮移进环境模拟试验场，在近

零下50摄氏度的超低温环境中依旧一

丝不苟地进行着火炮射击操作。火炮操

作手呼出的哈气在防寒口罩上结上了厚

厚的白霜，就连操作设备的灵活双手也

因寒冷而时不时地有些打颤。影片中的

这些微小却又走心的镜头无一不牵动着

观影官兵的心。为了增加艺术效果，影

片拍摄组将炮弹发射及爆破瞬间根据音

乐的拍子节点加以配合，让观影官兵直

呼“带感”。

“一次在环境模拟场地进行极寒条

件录制，双手已经冻得快失去了知觉，

摄影设备也几次冻得不听使唤，但为了

找一个最佳角度拍摄，我们扛着设备来

回穿梭于严寒中。为了拍摄一个精彩镜

头，我们趴在冰冷的地上坚持将设备端

的稳稳的……”说到拍摄过程,摄影组

成员赵振浩眼中满是自豪与欣慰。只有

真正地了解炮兵，与他们感同身受，才

能拍摄好他们。摄影组在试验间隙通过

与火炮指挥员、操作手等近距离交流谈

心，倾听他们的故事，从而了解炮兵生

活的酸甜苦辣以及内心世界。本着“镜

头直追，原汁原味”的创作理念，拍摄

组将“飞石遮镜”“黄沙漫天”“画面颠

簸”等镜头保留下来，达到让观影官兵

身临其境的效果。

当微电影《战神出击》搬上荧幕，

与官兵见面时，不少官兵表示，影片画

面感极强，一些特写镜头更是打动人

心。影片中的“主人公”杨永才说：

“在这部影片拍摄的一个月时间里，我

看到了拍摄组的不易，同时也盼望着影

片的早日杀青。因为这部影片记录的是

我们炮兵的点点滴滴，呈现的是我们新

一代炮兵的战神精神！我们时刻准备战

斗！”

影片策划人侯立波介绍说：“试验

就是打仗，试验场就是战场。我们以

官兵的日常试验训练为主线贯穿全

片，以火炮实弹射击演练及极端条件

武器试验时的一些感人细节作为渲

染，意在表达时刻准备战斗的中心思

想，同时希望将强军正能量融入每名

官兵心中。”

微电影《战神出击》

时刻准备战斗
■宫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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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战神出击》剧照 李颖行摄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

原，有这样一条公路：从青海省省会

西宁到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全长近

2000公里，沿途跨越昆仑山、唐古拉

山、风火山等 9座大山，横穿楚玛尔

河、沱沱河等108条河流。这就是闻名

遐迩的青藏公路，又被人们形象地称

为“天路”。

9月 21日，以时任西北军区进藏

部队、西藏运输总队政委慕生忠为原

型的电影《天慕》在全国公映。这部

影片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慕生忠率

领驼工筑路队，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顽强的意志品格，以铁锤、钢钎、

镐头等简单工具，仅用七个月零四天

就修通了青藏公路的传奇故事。影片

展现了以慕生忠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者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为

建设新中国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是

一部创业史诗，更是一曲英雄赞歌。

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后，为

解决驻藏党政军人员的后勤供给，遵

照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

指示，西北局成立以慕生忠为政委的

西藏运输总队，用骆驼运粮进藏。4万

峰骆驼，带着鲜为人知的使命，浩浩

荡荡地向拉萨进发。然而，驼运是悲

壮的，有一半以上的骆驼都倒毙途

中，驻藏党政军人员的后勤补给仍然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靠骆驼驮不出西藏的繁荣，也驮

不出巩固的边防！”为了发展青藏高

原，让更多藏族群众感受到党的温

暖，1953年8月，征尘未洗的慕生忠率

部迎难而上，筑路高原。当部队行至

昆仑山下的一条河流处时，有人问：

“将军，格尔木在哪里？”慕生忠将铁

锹往地上一插说：“我的帐篷扎在哪

里，哪里就是格尔木！”

1954年 5月 11日，在慕生忠的指

挥下，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破土

动工，开始了他们在世界屋脊上惊天

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这是世界公

路史上绝无仅有的开工仪式：没有奠

基石，更没有彩绸和鞭炮。工地上，

慕生忠抡起铁镐，在茫茫戈壁上开挖

“第一镐”。筑路队员们惊奇地发现，

将军镐把上赫然刻着5个字：慕生忠之

墓。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如果他倒

在筑路途中，镐把就是他的墓碑。

风沙、霜雪、戈壁、沼泽……当

荧幕上出现慕生忠和他的战友们爬冰

卧雪的场景时，观影的人群中不时传

来感叹声。时光已逾半个多世纪，或

许今天的人们早已感受不到慕生忠筑

路时的艰难，可他的精神依旧令大家

热血澎湃、振奋不已。

青藏公路建成通车，创造了公路

建设史上的奇迹，结束了西藏没有公

路的历史，铸造了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

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影片的拍摄，全部在青藏高原实

地取景，旨在表达对慕生忠及老一辈

开拓者的深情缅怀和崇高的致敬。青

藏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是对剧组最

大的挑战。有一天，拍摄时天气晴

朗，但没过多久，大雪突然飘落，剧

组的演职人员被困在风雪中瑟瑟发

抖，不少人因此生病。导演王强表

示，由此可以想象，在那个条件艰苦

的年代，筑路军民们遭受了多少苦

难；我们这部电影，就是要发扬艰苦

奋斗、迎难而上的大无畏精神。

慕生忠的扮演者王挺说：“以前在

荧幕上扮演过很多硬汉形象，但饰演

慕生忠时，我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

硬汉。慕生忠身上不仅有着老一辈革

命者铁骨铮铮的精神，还心怀大爱，

深爱着青藏高原和这片土地上的人

们。比如，他会在风雪天不顾危险去

救一只羊羔，会在漫漫长路上带上一

个无人照顾的孤儿。我想，心中没有

大爱的人，是不会有这样的举动的。”

1994年 10月，慕生忠在兰州逝

世。遵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

撒在了昆仑山口，撒在了他为之奋

斗、为之自豪、为之牵挂的青藏线

上。慕生忠的女儿慕七一看了电影

《天慕》之后流着泪说：“我们一定牢

记父亲的谆谆教诲，学习父亲的优秀

品质，发扬父亲的革命精神。”

先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

人。观看影片的青藏兵站部官兵更为

自己是慕生忠的后继者感到无比骄

傲、无上荣光，同时也感到肩负的职

责和使命。

铁马冰河，岁月峥嵘。从1954年

开始，青藏兵站部一代又一代官兵沿

着慕生忠等老一辈军人的道路前赴后

继、挑战极限，与风雪搏斗，和死神

较量，艰苦不怕苦、苦干不苦熬、苦

中有作为，自觉热爱高原、扎根高

原、奉献高原、建设高原，助推了青

藏地区跨越式发展，使青藏公路成为

民族团结之路、文明进步之路、共同

富裕之路。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但慕

生忠的英雄血脉始终在部队传承。面

对生与死的考验、名与利的诱惑，兵

站部官兵非但没有惧怕，反而愈挫愈

勇、愈挫愈坚。“青藏高原模范干部”

张鼎全生前常说，自己的生命因子只

有放在青藏线上才最活跃。入伍20多

年来，他冒着高寒、忍着缺氧，上百

次带领车队翻越永冻带；踩着泥泞、

顶着塌方，数十次坚守在危险路段。

1990年5月，身患癌症的他仍以惊人的

毅力与病魔抗争，主动请缨执行运输

任务。最终，任务完成了，他却永远

地倒下了。

使命高于天，忠孝难两全。“扎根

高原模范营长”郭和奎的父亲因患胃

癌病逝前，家里曾发电报让他回家，

奄奄一息的父亲咽气前就想见儿一

面。可是，郭和奎因执行任务，无法

立即下山。等到他赶回家时，父亲早

已离世。多年的高原生活还让郭和奎

患上了无法痊愈的疾病。后来，他回

到家乡治病，但是没能挺过高原人回

内地的三年危险期，不久就病逝在了

四川老家。

鉴于青藏兵站部上线执勤以来，在

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建设发展取得的显著

成就及创造的感人事迹，1990年7月，

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授予青藏兵站部

“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荣誉称号。

山高水长青藏线，忠诚无言高原

兵。“看完这部电影，内心很受震撼，

很受感动，很受鼓舞。”官兵表示，作

为青藏公路的开拓者、建设者和守护

者，一定要弘扬“两路”精神，继承

发扬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顽强拼搏、接力奋

斗，在新时代为青藏两省区经济繁荣

和民族团结作出更大贡献。

电影《天慕》—

创业史诗 英雄赞歌
■陆叶松

深秋时节，走进周宇的画室，笔者
看到她正在用心打磨一幅青松翠柏的
中国画。都说“山水画气韵，景物画风
骨”，画作中松树挺立在峭壁之上，有钻
云腾飞的气势，而枝干曲中有直，显出
柔中带刚的美感。想不到如此端庄温柔
的央视主持人，竟能有这样精湛的画
功。以画观人，周宇的性格里应该有一
股坚毅的品质。

周宇出身军人家庭，从小生活在部
队大院，耳濡目染之下已将军人的气质
融入在骨子里。这么多年来，周宇以其落
落大方的主持风格、机敏博学的主持素
养，给全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回首自己一路的主持生涯，周宇最
难忘的还是跟随《军营大拜年》节目组送
欢乐走基层，前去慰问基层官兵。大漠草
原、雪域边关、海岛哨所，都留下了周宇甜
美的微笑和动听的声音。从小喜爱艺术和
传统文化的她，主持之余不仅表演了湖南
花鼓戏，还为官兵写“福”字、剪窗花。

每次走进军营，周宇都会主动与

战士们打招呼、话家常。对于她来说，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某海岛哨所。哨
所官兵送来岛上最好的水果，准备了
特别丰盛的菜肴，而他们自己却吃得
很简单。道别时，官兵一直在岛上挥
手告别，让周宇感动得直落泪。

上大学期间，周宇就去部队和军校
采访过，写过军事体育新闻，为官兵表演
节目。虽然没有穿上军装，但她觉得，战士
们都特别亲切可爱，军营与她有着不可分
割的精神纽带。这份军旅情怀，给她的工
作和事业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毕业
前，周宇就获得了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铜
奖。工作后曾荣获“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
术工作者”称号。她热心公益事业，主持过
数十场“送欢乐下基层”演出活动，还参与
了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举办的“影视小
屋”公益项目，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讲课。

一路走到今天，周宇把名利看得很
淡，始终秉承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对专
业的极高要求和敬业精神，收获了观众的
支持和喜爱。她把这一切归功于军营环境
对自己的滋养哺育。

正如一名喜爱她的观众网上赠言所
说，“每天送给观众，一个清新的自己”，
期待周宇，每次登台都是崭新的亮相。

周宇：军旅情怀润德艺
■夏董财

图为周宇主持节目后与官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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