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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战争，为何而战？

上下五千年，中华兵道蕴含其中，

凭借厚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思想内

涵、浓郁的人文情怀和深邃的价值体

系，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质的传统军事文

化。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华兵道》基于

历史与现实的维度，畅游浩瀚广阔的中

国军事文化长廊，深度阐释了中华民族

千百年来慎战止战的武德军威，起到了

以古鉴今、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效果。

这部纪录片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

传局、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联合出品，

在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播出后，因

其对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深度透

视和在创作视野格局上的开阔宽广，获

得业界的广泛赞誉。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

之道，不可不察也。”两千五百多年前，

“兵圣”孙武将他治国强军的见解置于

《孙子兵法》的开篇，说明中国古人很早

就懂得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国虽大，好战必亡”“欲天下之治，而恶

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等朴素观念，

植根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纪录片

《中华兵道》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中华优

秀传统军事文化的形成基因、道德准

则、价值追求全面展示出来，共分为战

争篇、战略篇、作战篇、将帅篇、治军篇

五大主题，10集内容又分别重点突出

征战、慎武、知兵、庙算、形胜、谋攻、为

将、忠勇、统御、治军等核心观点，探究

中华兵道的博大深邃，生动展示了中华

传统军事文化特有的东方色彩。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军事文化源远

流长。这部纪录片用科学严谨的态度，

追溯中华兵道的缘起、发展历程和传承

轨迹。摄制组前往战争遗址实地拍摄，

走进各类军事历史博物馆查找资料，采

访多位历史文化学者、战史专家、当地

村民，结合出土文物、影像片段和文史

记载，叩开“时光隧道”的大门，开启中

华兵道的文化之旅。在陕西西安半坡

遗址一个六千年前的鹳鱼石斧图彩陶

缸生动形象地记录了鸟部落和鱼部落

为争夺食物而爆发战斗的场景。五千

年前，涿鹿之战结束了以部落为单元的

社会制度，促进了华夏民族的产生，推

动了华夏文明前进的车轮。武王伐纣

的牧野之战、秦始皇统一六国、陈胜吴

广起义、楚汉之争……直到近代以来的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纪录片用中国历

史上的大量战例，剖析了中国军人的尚

武传承。“武”字可拆解为“止戈”之意。

向往和平就要有遏制战争的能力。中

国军人并不好战，所以其用兵之道不是

穷兵黩武和炫耀武力，征战目的是为了

民众解放、国家统一，为了华夏民族的

根本利益。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优秀传统军事

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部纪录片不仅梳理了中华历史

典籍中的经典战役战例，还展示了卓越

超群的兵家人物、流传千古的兵书著作

和豪迈悲壮的边塞诗词等中华优秀传

统军事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思想观

念。截至晚清，我国古代兵书已有3千

多部。特别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

中国兵学经典，更是东方智慧的宝贵财

富。这些兵学至今仍对战争有着深刻

启示。纪录片并没有仅对兵学历史进

行简单地回顾，而是挖掘出了其背后的

递进脉络。谋略用在兵家，便生出万千

攻防之策。长勺之战中的曹刿论战、马

陵之战中孙膑的减灶计、燕齐之战中田

单发明的火牛阵、赤壁之战中的火攻、

好水川之战中诱敌的鸽哨……及至红

军长征中四渡赤水上演金蝉脱壳的谋

略大戏，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创造诱

敌深入、正面反击、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的战术奇迹，中华兵道在不同的历史阶

段都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史诗传奇。关

羽、岳飞、戚继光、郑成功等古代军人

“智、信、仁、勇、严”的将帅风采，姜子牙

的“渭水对”、韩信的“汉中对”、诸葛亮

的“隆中对”等纵观天下大势的战略谋

划和战前预判，荆轲刺秦、专诸刺僚、田

横岛五百义士慨然殉节、霍去病的“匈

奴未灭，何以家为”等忠勇之举，在纪录

片中都被精彩地呈现出来，铺展成一幅

生动鲜活、荡气回肠的中华兵道画卷，

无不彰显出中华民族历代军人的谋略

智慧和胆魄血性。

这部纪录片以真诚的创作态度、

严谨的逻辑阐述和丰富的表现手法，

在观赏性和艺术性之间找到了平衡

点。摄制组的足迹遍布长城内外、边

塞古道、关隘驿站等军事要地和战争

遗址，在讲述战争历史时引用了即墨

柳腔、莱芜梆子、山东坠子表演、巴山

背二歌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在表现

古代军事建筑和作战行动时采取动

画模拟还原、情景剧再现等方式，使

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产生

浓厚兴趣。总导演李黎在接受采访

时说：“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用通

俗的解读，来为我们的观众解释这段

历史、这段战争以及军事人物，用实

际画面、用精彩的访谈，来说明中华

民族传统的优秀军事文化的内涵。”

在中华文明开拓进取的历史长河

里，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耀眼璀璨。

忠勇为国，孝道于家，这是中华民族传

承千年的家国情怀。纪录片《中华兵

道》从灿若银河的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

化中采撷智慧精华，展现了中华兵道的

生机与魅力，为广大官兵深入了解战争

史、感悟胜战之道提供了鲜活教材。

纪录片《中华兵道》——

展现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魅力
■何延舸 杨 磊

“幸福的背后都是牺牲”，一句看似
平淡的台词，却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这
是电影《我为你牺牲》带给公众的震撼与
感动。

此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向新
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的影片《我为你
牺牲》在全国影院上映。“五一”期间，该
片在CCTV电影频道黄金档播出，再次
引发关注。这部影片以“中国武警十大
忠诚卫士”的真实事迹为蓝本，以三名武
警官兵的故事为主线，多方位展现了武
警官兵在各自战位上呈现的精神、作风
与本领，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军人的价值
追求和使命担当。正如有网友评价的，
“他们用铁骨和温情唱响了一曲属于平
凡英雄的时代正气歌”。

近年来，中国电影发展迅猛，票房保
持强势增长态势。军事题材电影无疑是
其中的主干力量，军人成为电影银幕上
更加令人瞩目的群体。他们出现在《战
狼》《红海行动》《空天猎》等当代军事题
材作品当中，甚至还出现在《流浪地球》
等科幻题材作品中。这些作品中的军人
形象除了具有传统军人品格和素质外，
作为商业类型电影中的艺术人物，虽然
角色颇具个性，但在形象塑造中不乏概
念化。电影《我为你牺牲》则完全忠实于
生活本身，其中的“英雄”并非无所不能，
而是日常可见、就在百姓身边的“凡人”，
这一取向使电影具有了更具穿透人心的
张力与能量。

电影取材于“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
士”的事迹，其中的人物与其说是扮演的
“角色”，不如说是真实人物与事件的真
实再现。缉毒一线的王强、援疆战士李
报国、高原兵杨国富、忍痛截肢的军嫂
庄小红……他们的形象质朴、立体、自
然。作品抛弃了惯常的理想化塑造，将
人物的本真状态呈现出来。他们褪去了
主角的光环与光芒，他们不再全能登场，
他们似乎也不那么“完美”。他们与普通
人所不同的是，身处和平年代却时刻面
临危机，甚至随时面对牺牲并真正做出
“牺牲”。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
物，使电影中的人物具有了独特性和不
可替代性。

在场景选择上，影片也遵从了很多
武警战士的真实工作环境：苍茫高原、巍
峨雪山、边陲小镇、繁华都市，缉毒、抢
险、救援，无论多么艰险，这些场景就是
武警战士的“日常”。这种“日常”环境既
丰富了观众的视觉体验，也为人物故事
的展开铺设了“真实”的场景，增强了观
众的代入感。

对影视作品而言，编剧、导演、演员
是否能够准确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揣
摩出事件始末和人物内心世界，直接决
定了影视作品质量的高低。《我为你牺
牲》作为近年来现实题材电影中一部难
得的佳作，在情感处理上“度”的把握恰
到好处。战友的爱、军民的爱、夫妻的
爱、父母的爱，交相辉映，如同一首浑厚
的交响，始终牵动着观众的心。同样，矛
盾冲突的设置既合情合理，又跌宕起
伏。影片从一次排爆行动切入，特战大
队排爆兵王强因操作失误，导致 5名战
士“牺牲”。随后，镜头转接到了军营里
的一场“追悼会”。“追悼会”上，首长痛心
地说：“昨天是真的战场，今天也是真的
追悼会。”原来，这次排爆行动是一次演
习，战士并没有真的因此牺牲。

电影的故事情节看似简单，却绝不
重复，每一组人物都有着自己的逻辑与
“纠结”。守护“天路”家国难两全的高原
兵杨国富、拖着残疾身体隐忍深情的军
嫂庄小红、强忍病痛的援疆战士李报国、
母亲去世后不再说话的新疆少数民族儿
童阿依莎，他们的激情高昂、低沉失落、
欢欣和睦、黯然神伤，无一不与电影情节

完美融合，使影片故事更加流畅、饱满、
丰富、厚重。

影片就是视听符号的编码，有效输
出才能让受众成功解码。气势恢宏与精
工典雅体现在这部影片中一个个令人印
象深刻的细节上：一杯打翻在地的羊奶、
一张夹在日历里的照片、一把极具民族
特色的热瓦普琴……每一处小细节都构
成了独特的情感符号，打破了人物情感
的隔阂，冲击着观众的心灵，触发了情感
上的共鸣。除此之外，世界第一速射、索
降等动作场面也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观
影体验和心理预期。除精巧的动作设计
与先进的武器装备之外，观众还能感受
剧中人物之“难”：中秋夜，在万家灯火
中，战士们舍小家顾大家，握紧手中的
枪，只为站好每一班岗。妻儿从山下看
着战士在岗位上的“红旗”，就是团圆，这
一幕让无数观众为之动情。
“我叫李报国，来生再报国”，这是一

位士兵临终前的心声与心愿。它升华了
我们对“牺牲”的理解：在幸福背后，为家
国安全、社会安宁的每一个个体的牺牲
理应被尊崇与铭记。从这个意义上说，
以现实主义风格、本土化影像表达向世
界讲述中国故事，《我为你牺牲》确立了
一个富有标杆意义的新样本。

上图：电影《我为你牺牲》剧照。

电
影
《
我
为
你
牺
牲
》—

—

讲
述
幸
福
背
后
的
牺
牲

■
顾
亚
奇

这是一片热浪蒸腾的土地，这是一
群热情似火的儿女，这是一段热血澎湃
的历史。从海南解放初期的筚路蓝缕，
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艰苦创业，再到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跨越发展，电视剧《天涯
热土》讲述的是海南大地70年沧桑巨变，
褒扬的是三代海垦人不变的爱国情怀。

白色汁液流淌着传奇故事，黑色轮
胎支撑起制造产业。一部橡胶种植史，
浓缩着海南农垦的创业史、发展史、改
革史、奋斗史。《天涯热土》把笔触探向
岁月的年轮，以年代剧的叙事手法，着
力书写这段跨越70年的不平凡历史。

历史题材创作，关键在于正确的历
史观。“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
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

紧紧抓住唯物史观的精髓，才能把海南
农垦的历史写真实、写客观、写深刻。以
陈长缨、林汉杰为代表的第四野战军某
部官兵，转战数千里，解放海南后解甲归
田，铸剑为犁；沈丹宁、任成泰在爱国华
侨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运回大批枝
条，使橡胶树在海南开枝散叶、茁壮成
长；徐凯夫教授等橡胶专家克服重重困
难，潜心科研，培育良种……这些剧中的
人物和故事，都是基于史实的艺术呈现，
都有历史的影子，都有历史的质感。

然而，艺术作品讲述历史毕竟不能
囿于史料，必须进行遵循历史规律、符
合历史脉络的艺术加工、艺术提炼。
1950年、1986年、2018年，《天涯热土》选
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时间点，使历史
的坐标清晰明确，时代的背景可感可
触。在此基础上，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
事便随着时代的变迁铺展开来：营长林
汉杰带领 20位神勇战士保护沈家橡胶
园，在乐安镇、在红丰农场，一边艰苦创
业，一边同敌特较量；沈丹宁不顾个人
安危，只身前往东南亚带回胶苗，为了
报答爱国华侨，甘愿牺牲自己的爱情；
海垦二代陈继胜、林武平在改革大潮中
打拼、蜕变，使父辈开创的橡胶产业获
得新生；全球化时代的林思远、陈俊文
在没有硝烟的商战中审时度势，有勇有
谋，把海垦三代的传奇演绎得惊心动

魄、精彩纷呈……
电视剧作品能否引人入胜，不仅在

于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更在于故事是否
讲得入情入理，是否符合现实逻辑与历
史逻辑，能否令受众产生强烈共鸣。《天
涯热土》以艺术叙事的方式呈现历史，
在历史的大幕上刻画人物，在时代的舞
台上演绎大戏，拓展了年代剧的审美视
野，增强了现实题材的底蕴和厚度。

于艺术创作而言，爱国主义是常写
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
能打动人、激励人、感召人。检视近年来
的影视创作，人们发现，以爱国主义为主
题、为祖国放歌抒怀的作品如雨后春笋，
格外引人关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等重要节点，
用心用情用功讴歌祖国、讴歌英雄的作
品精彩纷呈，成为一道亮丽的艺术风
景。这些作品，有的是重大题材、宏大叙
事，浓墨重彩地书写共和国波澜壮阔的
历史进程；有的以“小成本、大情怀、正能
量”为特色，通过娓娓道来的故事，用普
通人命运折射社会变革、时代变迁。
《天涯热土》这部剧的看点不只是历

史叙事，贯穿全剧的情感叙事更令人怦
然心动。其中，有儿女情长，有三代海垦
人的感情纠葛、爱恨交织，更有三代海垦
人代代相传、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

迎着新中国的曙光，林汉杰、沈丹

宁等第一代海垦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
祖国的橡胶产业，他们的命运从此与海
垦事业紧紧连在一起。祖国的需要就
是自己的选择。从东北老家一路征战
到海南的林汉杰，为了祖国的橡胶事
业，心甘情愿地扎根海岛，立志要建中
国最大的橡胶园。沈丹宁回到家乡办
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自家的橡胶园献
给国家；历经世事沧桑之后，她又一次
回到故土，用自己多年的科研成果回报
桑梓、回报祖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
中，陈继胜、林武平等一代创业者的儿
女们与这片满含热血与情感的土地，经
历了一次痛彻心扉的磨砺。他们没有
选择独自赚大钱、发大财，而是在父辈
开创的海垦事业上求创新、谋发展，再
铸辉煌。沐浴着新时代的朝阳，林思
远、陈俊文等人没有忘记第三代海垦人
的使命，他们把祖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
切。海外留学经历、国外职业背景、国
际视野、全新理念，商界精英林思远拥
有广阔舞台、优渥待遇和远大前程。然
而在海垦集团和国家利益可能受到侵
害时，她毅然站在海垦和国家的这一
边。她的抉择绝非偶然，而是深入骨髓
的爱国之心使然。通过这些情节丝丝
入扣地演进，《天涯热土》把三代海垦人
不变的家国情怀描写得立体而丰满。

对于年代剧，很多观众并不陌生。
时间跨度长，空间变化大，主要人物往
往从青春年少一直到苍颜白发，人物关
系常常是三代甚至四代同堂，这些是年
代剧的普遍特点。很多作品让几位主
要人物贯穿始终，为的是保持全剧风格
的统一、故事的完整。但是，由此带来
的戏剧结构的同质化，也容易使受众产
生审美疲劳。年代剧创作必须打破习
惯套路，探索新路，用新内容、新结构，
以全新的审美体验吸引住受众。

虽然有一条贯穿全剧的主题主线，
但并没有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因此，就
戏剧结构而言，《天涯热土》更像是一个
“三部曲”：三个历史阶段、三个戏剧单
元，三代海垦人的故事，彼此有所关联却
相对独立，戏份大致均衡又各擅其美。
这些戏剧元素有机衔接，熨帖自然，严丝
合缝，从而搭建起一个风格统一的艺术
空间。这种结构安排，符合全剧历史叙
事与情感叙事的需要，使《天涯热土》在
年代剧创作上实现了审美拓展。

当然，该剧的艺术处理方式或许还
有争议，受众见仁见智的评价或许不尽
相同，但该剧的艺术探索已引起业界的
兴趣，对于相关话题的深入研讨，或许有
助于优秀电视剧作品传播得更广更远。

左上图：电视剧《天涯热土》剧照。

电视剧《天涯热土》——

年代剧创作的审美拓展
■袁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