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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电视剧《蓝军出击》以创建专业

化蓝军部队为视点，将丰富的军营生

活鲜活地展现给广大电视观众，塑造

出韩鹏、王可争、褚战刚等一大批有

血有肉的当代军人形象，用电视剧艺

术形式讲述强军征程上生动形象、可

歌可泣的追梦故事。

反 映 时 代 发 展 、 弘 扬 时 代 精

神，是文艺作品生命力影响力所

在。全军第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在

朱日和训练基地诞生，标志着我军

的军事训练进入了一个与蓝军不可

分割的崭新阶段。练兵备战的生动

实践，赋予了现实军事题材影视创

作强劲动力、崇高使命和广阔空

间。电视剧 《蓝军出击》 以改革强

军为时代背景，讲述一支专业化蓝

军“山豹旅”改变传统训练模式，

在一次次演习对抗中，使红军得到

实战化锤炼，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

的故事。该剧主题积极昂扬，紧扣

时代脉搏，多层次多角度展现军队

改革和陆军建设发展，较为成功地

塑造出当代军人群像，热情讴歌在

军改大潮中各级指战员忠诚于党、

勇于担当、真打实备的精神风貌。

剧作题材独特，叙事流畅，对军事

思想、战争观念、军事训练、国防

动员等诸多领域进行了艺术思考和

描摹呈现，对强军文艺创作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和开拓，是一部聚焦强

军实践的现实军事题材电视剧作

品。

打造强军文艺精品，要往高处

攀登，往深处探寻。与革命战争年

代相比，长期和平环境缺少血与火

的考验、生与死的抉择，人物的理

想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缺少

表现载体，容易导致作品跌宕起伏

不够、情感冲击不强、思想深度不

足，这是多年困扰现实军事题材影

视创作的难点。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军上下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

的根本的标准。电视剧 《蓝军出

击》 准确把握战斗力标准，直面过

往的和平积弊，通过文艺创作剖析

真矛盾、查摆真问题。整部作品有

生活、接地气、鼓干劲，旗帜鲜明

地对和平积弊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对不计名利、真打实备、卧薪尝

胆、敢为人先的精神品格进行了大

力的赞美和讴歌。剧中人物性格立

体、层次鲜明、血肉充盈，较为细

腻地表现出各级指战员瞄准备战打

仗转变思想观念的心路历程，特别

是把在改革阵痛中推动精神重塑描

摹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该

剧通过时代变革中军人个体命运的

悲欢离合、考验洗礼，回答了和平

时期也有情感的波澜可以表现，也

有精神的坚守可以张扬。只要创作

者敏锐感知、悉心体会、深度发

掘，同样可以推出具有感染力影响

力的影视作品，引发社会各界的共

鸣。

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安全

和军队建设十分关注。现实军事题材

影视创作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向广

大观众传递温暖和力量。电视剧《蓝

军出击》从多层次多视角展示出我军

各级指战员在强军征途上强烈的忧患

意识和远大的理想志向，讴歌了一批

肩负历史使命、勇于探索创新、敢于

应对挑战的当代军人英雄群像。在观

剧体验中，广大观众不仅能看到新时

代军人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看到对新军事变革、对未来战争的全

新诠释和艺术想象，更能看到一代代

中国军人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流

血牺牲和接续奋斗。所有这些，正是

现实军事题材作品所应有的品质追

求。

在聚焦现实中传递强军正能量
■赵卫国

教育类节目，一直是电视荧屏上
的重要类别，既能传递科学知识，也能
探讨代际沟通。在《叮咚上线！老师
好》中，教师的上课方式有了极大改
变。一方面，互动性和趣味性有所强
化，师生之间不再是讲与听的二元关
系，更倾向一种对等的交谈；另一方
面，输出内容也从单方面的知识输出，
变成了包含学科分析与成长解答等较
为复合的对焦与探讨。节目打造的
“全民青春公开课”拓宽了大众对传统
课堂的想象，覆盖来自不同年龄憧憬
知识的人们，探索了荧屏教育新路径。

《叮咚上线!老师好》

打造青春课堂
■蒋东霖 邵珠程

新中国建立以来，抗日战争题材
的作品云集影视屏幕，从不同维度、
多个方面反映了这场战争，唤起人们
刻骨铭心的记忆，堪称蔚为壮观的艺
术现象。

在中国百年影视史上，抗战题材
作品不断问世，涌现出一批蕴含较高
历史、人文价值的抗战作品。《赵一
曼》《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
战》等经典影视作品，让观众感受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斗志昂扬、永不
放弃的爱国主义精神。21 世纪以来，
《南京！南京！》《亮剑》《我的团长我
的团》《黑狐》《生死线》等大量抗日
影视作品，在多样化的影视剧中为观
众提供了基于特定历史的战火纷飞、
英雄辈出的场景与故事，给予观众
“精神大餐”。

从历史到作品，很多抗战题材的
影视作品讲述了国人熟悉甚至亲历的
历史事件，再现了那些激荡人心的历
史瞬间。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的生命力
从何而来？从《八路军》《冼星海》等
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家们的用
心良苦和艰辛努力。它们有的注重讲
述传奇故事，有的深刻表现革命精
神，有的努力挖掘英雄身上平凡人性
的一面，有的创新视听表达以提升审
美内涵……通过对抗战历史资源的挖
掘与艺术加工，抗战题材作品可以增
进观众的历史认知和民族情感。在战
争的背景下，凝结在每个人身上的故
事更为个性、生动和多样，同样能够
传达出时代表情和历史神韵，这也是
抗战题材作品吸引观众的重要缘由。

抗战题材影视作品承载着独特的使
命。从整体上讲，经典抗战影视作品最
让人称道的，便是对历史的高度尊重与
还原。这启示我们——抗战题材的创
作，首先是存实，然后才是艺术的感染
力，尊重历史才能让观众从作品中汲取
精神养分。

影 视 作 品 虽 然 不 必 是 “ 教 科
书”，但一定不能与历史事实背道而
驰。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抗战题材影
视作品在荧屏上大量出现，也有部分
作品出现“偏差”。曾经，荧幕上也
出现过一些令人大跌眼镜的抗战“雷
剧”。这些“雷剧”停留在编故事、
造英雄的浅表层面。还有些作品以抗
战片的外壳，刻意填充搞笑、奇幻等

元素。这些变成了闹剧的抗战剧不仅
不能唤起我们的民族情感，反而给观
众的历史认知和文化认知带来负面影
响。

我国的抗战影视剧经历了长达半个
多世纪的发展，在制作水平上有非常显
著提升。未来，抗战题材影视剧作品有
着广阔的空间。我们期待涌现更多优秀
的抗战题材影视作品，让人们在作品中
更好地感悟历史，汲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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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联合制作的六集纪录片《同心
战“疫”》，9月 2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
黄金时段播出。

全片共分《令出如山》《生死阻
击》《坚强防线》《众志成城》《命运与
共》《人民至上》六集，通过大量珍贵
影像，真实、全面地记录了中国人民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风雨同舟、和
衷共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抗疫
历程。

纪录片《同心战“疫”》

展现抗疫历程
■苏建国

由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荣誉
出品，原南京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
心等单位摄制的军旅剧《蓝军出击》正
在热播。该剧以军改时代背景下一支
蓝军部队“山豹旅”建设为视角，发出
“假如战争今天来临，你准备好了吗？”
的拷问，生动刻画了蓝军部队在我军
战斗力建设中的风采和作用。

剧中，蓝军部队“山豹旅”拥有最
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现代战法理念，“打
败解放军，就是解放军的胜利”是它的
座右铭。“出击”是常态，“捣乱”和“制
造麻烦”是拿手好戏。讨人嫌、令人烦
的“山豹旅”在对抗演习中打败了许多
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

既然是块“磨刀石”，就会被一寸
一寸地磨平。但能使部队战斗力得
以提高，被磨平也是一种荣耀。“山豹

旅”旅长韩鹏不畏压力，每打一仗都
认真总结红军失败的原因，把蓝军的
战术运用和红军的失误所在、训练中
有待提高的地方写成报告送到红军
部队。

最终，经过多次与蓝军的对抗磨
砺，红军部队受到了实战化锻炼，在
跨战区演习中，参演部队取得全优胜
绩。某支曾被蓝军打败过的红军部
队，在跨战区演习中荣获全胜归来
时，把上级颁发的奖状和锦旗送到了
“山豹旅”，称蓝军部队是他们真正的
老师……

该剧紧贴强军实践，聚焦实战化
训练，从多个层面反映出新时代军人
的精神风采，也满足了广大观众对现
实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的期待。

上图：军旅剧《蓝军出击》海报。

军旅剧《蓝军出击》——

展现“磨刀石”部队风采
■乔 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海报里的英
雄》，近日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节目以
《狼牙山五壮士》《南京！南京！》《太行山
上》等 10部优秀抗战影片的经典海报为
切入点，由海报引入电影片段，又由电影
向舞台再现延伸，将英雄故事及历史事
件生动地在观众面前展开，使英雄更加
立体可感。节目共分《中流砥柱》《英雄
气概》《民族气节》《爱国情怀》《必胜信
念》五期，播出后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海报里的英雄》以独具匠心的设

计，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听冲击。海
报，是一部电影的窗口，从一个侧面展
现出电影中英雄人物的风采。节目以
海报为切入点，将情景剧、舞台剧、交响
乐、歌舞、主题曲大合唱、专家访谈等融
为一体，将精准的电影镜头与富有张力
的戏剧演绎有机融合在一起。舞台主
体是三层双面屏幕的环形结构，将舞台
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域。进入现场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舞台最外环的海报长
廊，中间环是表演区，最里面为访谈
区。海报下方摆放着很多充满时代印
记的物件，如军号、枪支、煤油灯、饭盒、
皮包等。专家在讲述抗战历史时，像导
游一样带领观众漫游长廊。这一创新
模式打破了只有主持人讲述的单一模
式，给观众更加身临其境的体验。演员
表演区的置景精美逼真，营造出一个连
接历史与现实的艺术空间，以浸入式的
氛围，戏剧再现当时的英雄场景，给人
以“穿越时空”之感。除环形舞美设计
外，如英雄碑般矗立于舞台外侧的碑林
矩阵也尤为引人瞩目。矩阵柱子合在
一起是一面墙，也可随意组合变换各种
形状。环形舞台设计与演员的匠心演
绎打破了传统舞台的限制，使“海报”这
一创意点更好展现出来。

历史的再现是为了更好地铭记历
史，故事的再创作使英雄精神更加动
人。《海报里的英雄》另一亮点就是戏剧
式的情景再现。节目有机整合多种艺
术表现形式，并采用戏剧的编排方式，
使故事的演绎更为流畅自然，让节目更
具感染力。第一期节目选取经典影片
《狼牙山五壮士》和《红高粱》。围绕狼
牙山五壮士舍生取义这个大家都耳熟
能详的故事，节目将焦点放在宋学义、
葛振林两位战士幸存之后的经历，创作
短剧《归来》，“续写”壮士传奇，展现了
两位战士在那场壮烈战斗后，不忘初
心、坚守信念，以不同方式持续奋斗的
一生，让观众看到了更多的英雄故事。
短剧《红高粱》将电影中经典片段祭酒、
埋酒坛袭击日军等情节进行再度创演，

再现了抗战时期英勇朴实、敢爱敢恨的
中国普通老百姓缩影。“黄桥决战”是抗
战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情景短
剧《黄桥记忆》，生动演绎了黄桥少女兰
子与勤劳勇敢的烧饼店老板顺子哥之
间的凄美爱情故事，不仅映射出那个年
代最真实的模样，而且再次谱写了一曲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
军民团结之歌。生动的故事与真挚的
情感最具感染力。这样的编排贯穿节
目始终，《海报里的英雄》集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于一体，以全新的方式再
现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让观众深受感
染。

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更重要的是
在传承中延续英雄精神。《海报里的
英雄》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影像中
的英雄，也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英雄
群体。从现在的“狼牙山五壮士连”
官兵每天点名仍从五壮士点起、全连
齐声喊“到”，到大阅兵中由张海青和
赵冀鲁少将领队的狼牙山五壮士英模
部队方队；从战斗在抗疫一线的钟南
山院士和白衣天使，再到抗洪救灾中
的人民子弟兵，他们虽是普通人，但
都散发着英雄气。特邀嘉宾军事专家
孟祥青教授把抗战精神与今年全国各
地呈现出来的抗疫精神、抗洪精神相
结合，凸显了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

彰显出和平年代里普通人对英雄精神
的传承与延续。看海报里的英雄，听
英雄们的故事，在光影交错中重温那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充满生活气息
的身边发现英雄，也给了我们一个启
示：传承英雄精神，不但要善于用历
史老电影中的英雄精神教育下一代，
也要善于在当下的生活中拿出新的艺
术作品感召和影响年轻一代，让他们
通过回顾历史看到今天，受到更多的
精神鼓舞。中华民族从来都不缺乏英
雄，也不缺乏英雄精神，无论是在优
秀传统文化中，还是在革命战争年代
里；无论是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英雄人物和英
雄故事都层出不穷。抗疫战场上义无
反顾奔向一线的医护人员，滚滚波涛
中用血肉之躯抗击洪水的抢险部队，
都让我们看到，英雄的荣耀从来不曾
褪去，只会在人们心中成为永不磨灭
的光辉。先烈们用生命谱写的不朽旋
律已代代传唱。因这传承，精神的力
量搭建起跨越岁月的桥梁，照亮活在
当下的你我。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75 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赢得
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
全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

出了巨大贡献，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海报里的
英雄》以 10张海报，20个故事，75位电
影人诚挚献礼，带我们回首那 14 年的
殊死搏斗与不屈抗争，重温中国人民
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战历史，既是
为了铭记历史，也是为了缅怀先烈、
致敬英雄；既是在昭示世人要珍爱和
平，也是在激励人们要实干兴邦、开
创未来。在第三期中，节目嘉宾孟祥
青教授在谈及东北抗联“八女投江”
的故事时一度哽咽，当听到冷云、杨
靖宇、赵一曼这些英雄背后的故事
后，在场嘉宾无不动容。这也再次证
明，任何一部好的作品只有首先打动
创作者，才能感动观众。硝烟虽已散
去，历史仍有回声。伟大的抗战精
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是我们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它
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是
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崇尚英雄、争做英雄
更是新时代的呼唤。《海报里的英雄》为
讲好英雄故事、传承英雄精神进行有益
的探索。我们希望今后看到更多、更好
这样的作品。

上图：《海报里的英雄》剧照。

《海报里的英雄》——

讲好英雄故事的新探索
■韩延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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