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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

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

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一首老歌，一段回忆。刚入伍

时，电影《上甘岭》是我的新兵入营

教育片。通过电影，我们了解了上甘

岭特功八连。此后，我曾将这部电影

反复观看，其韵味依旧。

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表现

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电影《上

甘岭》讲述了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军

官兵面对美军的疯狂进攻，在极端困

难的情况下坚守 43天，为大部队反

攻争取了时间，最终夺取胜利的战斗

故事。

以小见大，是电影《上甘岭》的

特点之一。影片没有使用大手笔描绘

整场战役的残酷场面，仅从一条坑

道、一支连队就衬托出真实的历史，

塑造出中国军人刚毅坚定、豪迈果敢

的铁血风貌。

1952年 10月 14日，抗美援朝最

著名的战役之一上甘岭战役打响。此

役，美军先后投入6万余人的兵力，出

动3000架次飞机和170余辆坦克，进

攻不到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在

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

敌2.5万余人。

影片开篇，上甘岭战役已经打响，

从一本战地日记中，观众获悉了这场战

役爆发的背景。“10月14日，美国侵略

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随后

战斗日志直接翻到了10月18日：“在敌

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

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

残酷。今天是第五天。”

当时，正处于边打边谈的时期，

美国人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战役。电影

情节一开始就是铺天盖地的炮火，某

部七连正在坚守上甘岭主峰。从师部

和连部的通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短

短半天之内，美军就已发起了数次进

攻。

铺天盖地的炮火交错密织在仅仅

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弹着点已经

密集得无法考量……我方阵地成了一

片废墟，山头的岩石被削去整整两米

高。

在影片中，坑道内缺水，大家焦渴

得不行。真实的历史比电影中还要残

酷得多。由于大量人员涌入狭窄的坑

道内，士兵、伤员、弹药、物资、烈士遗

体，所有东西都只能挤在一起，人往往

连坐下来都不能，只好一个挨一个地站

着，那种痛苦难以想象。很多伤员坚持

到死都不吭一声，用无声的行动鼓舞了

活着的战友们。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八连连长张

忠发多次组织人员强行下山去寻找水

源。后方也连续组织运输队向上甘岭

阵地输送给养，但大多数人都牺牲在

了美军的炮火封锁线上。

后来有运输人员闯过封锁线进入

坑道，除了罐头、萝卜等物资外，还

送上来了师长特意带给张忠发的一个

苹果。大家互相推让，苹果传了一圈

也没吃完。这个细节也让“一个苹果

的故事”广为传播。

一个苹果的故事，就是上甘岭战

役中官兵团结友爱的真实写照。志愿

军退守坑道后，联合国军使出各种手

段破坏坑道，同时严密封锁后方通往

坑道的路线，坑道里的饮水一时成了

最大的难题。在最艰难的时候，每个

战士拿着传到自己手中的水壶，强忍

着极度干渴，一滴水也不舍得沾唇，

就把水壶传给了另一个战士……

正是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让部

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了强大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一滴水、一个

苹果就可以决定一个生命生死存亡

的时候，官兵团结友爱的伟大力量

动人心魄。

电影《上甘岭》自上映后，教育

了一代又一代人，刻画了以八连连长

张忠发和通信员杨德才为代表的可歌

可泣的英雄群体，是一曲英雄的赞歌。

八连连长张忠发在严重缺水时，

带头去吃那干硬的压缩饼干；眼见炸

药包掉在坑道里，他抢先飞奔上去；

在敌人放毒气弹的时候，他不顾个人

生命危险，端起机枪，疯一般地向敌

人射击。这栩栩如生、直爽倔强、不

畏艰险的银幕形象深深地扎在广大观

众的心中。通信员杨德才也是影片以

浓重笔墨成功刻画的战士形象。他是

一个真诚、可爱、勇敢的人物。他要

卫生员王兰留水、留苹果给连长的细

节，表现了他作为通信员始终不忘对

连长的关心和照顾。夺取主峰的时

候，他的形象被刻画得更加逼真动

人。他把生死置之度外，用胸膛顶住

冒着浓烟的爆破筒和射击口，为后续

部队打通了道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女卫生员王兰朴素大方、美丽动

人的形象给影片增添了光彩。她的一

曲 《我的祖国》 最能表达战士的心

声：“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

岸……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

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

有明媚的阳光。”

歌声响彻坑道，充满了热情和希

望，像春风吹暖了战士的心田，似流

水诉说着战士们对祖国的爱。后来，

每当听到这首歌时，人们的思绪总情

不自禁地回到上甘岭充满硝烟的战场

之上。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中，即使

是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战士

们也丝毫没有失去必胜的信念。虽然

影片的插曲《我的祖国》是战后创作

的歌曲，但它所表达出的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正是我军官兵在上甘岭战役

中取胜的关键。这样的精神通过电

影、通过歌曲传递给了每一个观众。

战争结束后，当电影 《上甘岭》

的摄制组前往朝鲜对上甘岭战役进行

实地考察时，看到的是满山被烧焦了

的秃树桩和被打碎了的山岩，树桩里

都嵌满弹头和钢片；山头被削低了两

米，岩石被炸得烂碎。

如今，在上甘岭战役的阵地上，

有一块石碑永久地矗立在那里。那是

一块坐落在上甘岭北面的黄继光烈士

纪念碑。在这块大石碑上，镌刻着

“殉国烈士、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

黄继光同志永垂不朽”，旁边还保留着

烈士用胸膛堵过的地堡枪眼。地堡周

围炽烈地盛开着英雄之花——金达

莱。“英雄无言，血化万花红”，她象

征着中朝两国人民在战争中结下的生

死情谊，寄托着热爱和平的人民对英

雄先烈的无限哀思。

战场上的硝烟早已散去，但英雄

的血脉在延续，英雄的精神在传承，

他们铸就的光辉岁月时刻牢记在人民

心中。

左上图：电影《上甘岭》海报。

电影《上甘岭》——

铁血英雄铸就光辉岁月
■罗 健 闵宇祥

9月 15日，以“公益电影谱新篇、凝心
聚力兴文化”为主题的“2020年度优秀国
产电影农村院线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此
次活动重点推荐脱贫攻坚、疾病防控、科
教助农三类题材的影片，希望这些优秀的
国产主旋律影片能够唱响农村“好声音”。

该活动从 9 月 15 日持续到 9 月 17
日，推荐的优秀国产农村电影包括《十八
洞村》《最后一公里》《苹果村的喜事儿》
等。此外，本次活动还将开展优秀农村
影视剧本及项目推介、公益电影发展与
创新研讨会等。

据悉，“2020年度优秀国产电影农
村院线推介会”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
会、四川省电影局等指导，中影新农村数
字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成都市电影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等主办，旨在促进各地农
村公益电影互利共赢，带动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

优秀国产电影
农村院线推介会举行

■陈小强

“满天的星星，那是先辈凝视的眼
睛。绵延的森林，那是他们穿过的军
衣。战旗在，信仰就在……”在“学习强
国”、芒果TV联合播出的系列军旅题材
纪实节目《战旗美如画》，将镜头对准新
时代英雄连队的青年官兵，描摹出新时
代中国军人传承英雄基因、弘扬优良传
统的精神风貌，在广大观众中产生强烈
共鸣。有观众表示，《战旗美如画》节目
通过细致入微的战斗、训练、生活场景，
将军人的铁血柔情和豪情壮志体现得淋
漓尽致，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军人的担当
和责任，感人至深。

在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
兵盛典的方队中，100面荣誉战旗组成的
战旗方队随百辆战车轰鸣驶过天安门
广场，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该节
目以“战旗美如画”为主题，从这百面战
旗中精心选择了 7 面具有代表性的战
旗——“白云山团”“白刃格斗英雄连”
“霹雳中队”“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英
雄硬六连”“杨根思连”“钢铁雷达连”，
生动讲述了战旗背后新时代中国军人
自我锤炼、拼搏奋斗的强军故事。《高
原磐石·杨晓琨》《神兵突击·孙兆辉》
《霹雳雄鹰·卢赓》《百炼成钢·刘鑫》
《铁骨铮铮·赵松》《尖刀班长·林思琦》
《于无声处·聂灵杰》聚焦各军兵种英
雄部队的年轻官兵，真实记录了他们
巡逻、训练、演习、生活等细节场景，细

致呈现他们继承战旗精神、用实际行
动书写军人使命担当的“硬核”画面。
每集内容时长在 30 分钟左右，用电影
级别的声画艺术水准，表现出中国军
人的家国情怀和英雄品质。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她。节目《战旗美如画》立足新
时代军营，用符合年轻观众的审美方
式揭开了英雄战旗的辉煌历史、新时
代中国军人的价值追求与战旗精神的
荣耀传承，让节目兼具青春气息和历
史厚重感，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
印象。特战精英孙兆辉来到“白刃格
斗英雄连”当代理连长，在第一次带队
进行红蓝对抗演习时，由于没有及时
清除行军痕迹导致任务失败，遭到营
长的严厉批评。面对挫折和打击，孙
兆辉秉承“白刃格斗”精神，“没有完不
成的任务”，誓要锻造一把永不卷刃的
刺刀。为了捍卫荣誉，他带领队员经
历了一周魔鬼式的训练后再次走上实
兵演练场。面对弹药耗尽，他们展开
白刃格斗与“敌军”厮杀，连队与日军
拼刺刀的历史仿佛再一次上演，最终
他们成功完成任务。孙兆辉光荣地正
式担任“白刃格斗英雄连”连长后，立
下了新目标：当好英雄传人，带领连队
官兵逐梦强军向战行！节目不仅记录
了新时代的军营生活，更结合历史阐
释了英雄战旗的时代魅力，彰显中国

军人敢打硬仗敢于担当的不变本色。
节目《战旗美如画》在播出后广受

好评，节目中的青年官兵也实力“圈
粉”，激发了年轻人从军报国的热情。
节目打动人的关键点就是如实呈现，客
观捕捉主人公的情感和想法，不仅刻画
出新时代中国军人英勇顽强能打胜仗
的血性一面，又从不同侧面揭开他们的
柔软内心。“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的新兵
刘鑫悄悄给母亲策划了一场生日聚会，
母亲第一次吃到儿子为自己定制的生
日蛋糕，感动得落下泪来；“杨根思连”
的班长林思琦训练要求严格，有不服气
的战友，向他提出单挑，一场摔跤比试
后两人倾吐心声、握手言和……亲情、
爱情、战友情的细节展示，使人物形象
鲜活而丰满。他们不仅是铁血军人，还
是亲密的战友、孝顺的儿子、温情的丈
夫，这种情感书写使人物形象更加接地
气、有温度。

作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3
周年的特别策划节目，《战旗美如画》以
纪实风格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军人对战旗
精神的理解和诠释，反映出人民军队向
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阔步迈进
的奋斗风采。

左上图：纪实节目《战旗美如画》剧照。

纪实节目《战旗美如画》——

抒写战旗精神的新时代风采
■雷书振

日前，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等单位联合
发起的“最美退役军人”电影创作策划会在
北京举办。与会专家在中央宣传部、退役
军人事务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的“最美退
役军人”事迹基础上，深入进行艺术挖掘。
主办方经征求退役军人事务部有关部门意
见，遴选了多位“最美退役军人”作为电影
艺术创作的原型人物，近期将组织进行电
影剧本的研讨与创作，力图通过电影文学
艺术讲好“最美退役军人”故事，努力营造
尊崇、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运用艺术力量推动典型宣传，可以使
典型人物更加形象生动，富有亲和力、感染
力和影响力。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理
事长贾铭认为：“宣扬优秀退役军人的事
迹，用影视剧反映最美退役军人，讴歌军人
的高尚情怀和爱国精神，是一个值得关注
和鼓励的创作方向。”其他专家也就如何体
验生活、深入采访撰写剧本提出意见建议。

电影创作聚焦
“最美退役军人”

■张正军

不久前，大型历史剧《塞上风云记》
在央视面世后，迅速受到各界好评，被
认为是多年以来关于历史剧创作的一
个重大收获，为当下陷入困境的历史剧
创作开了一个新生面，使广大观众获得
耳目一新的审美感受。

就内容来说，这部作品以南北走向
的一条丝绸之路为背景，以主人公吕俊
杰从富商纨绔子弟成长为撑起一片天
地的民族企业家为素材，叙述了一部精
彩的英雄成长史，从而讴歌了中华民族
在一切强敌和苦难面前从不屈服、从不
退缩的战斗意志和顽强精神。

一般来说，写一个家族的兴衰历
史，往往最难以超越的是一些传统套
路，比如它很容易写成家族争斗、杯水
风波、兄弟阋墙等，这也是当前这类题
材创作的一个误区。《塞上风云记》讲
述的故事，虽然也有伴随张家口富商
吕氏家族的个体兴衰历史，也写了兄
弟之间恩怨情仇，但是创作者在大格
局设计上跳出了这样一个误区，在结
构故事中没有拘泥于个体家族的情感
纠葛，而是跳出了个人命运的叙述，映
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作为
主人公吕俊杰，已经跳出了个人家族
的兴盛和光宗耀祖的狭隘思维，而是
在思考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在思
考实业救国这样一个更宏阔的话题。
比如，他由开辟草原商路进而想到京
张铁路，由京张铁路进而想到整个中
国的交通如何与欧亚大陆连通。特别
是最后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向中
国土地的时候，吕俊杰一跃成为抗日
一线的英雄。他与张家口最早建立的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起，担当起抗敌
御侮的大任。这就使这部作品，超越
了个人成长史，进而与国家命运和民
族命运紧密相连。

一部优秀的作品，写好人物是第一
位的。《塞上风云记》上上下下牵涉人物
百人之多，但认真盘点这些人物，一个
个都极具时代光彩，都打着极其鲜明的
时代印记，都极其贴切地表现了晚清民
国的人物特征。可以说，作品为我们勾
画出了百年前中国社会的人物众生

相。作为主人公的吕俊杰，虽然身为富
商二代，但并非贪于享乐的纨绔，而是
胸有抱负、心怀大志的另类英雄。这个
人物的成功塑造，讴歌的是我们民族最
美好的道德传统和优良品格。

故事一开篇，便展示了吕俊杰生性
顽劣却乐善好施的品格。他同情弱者，
行侠仗义。他的父亲正是发现了这个
最小的儿子生命的善良和勇敢奋进的
光彩，所以在弥留之际，特意给至亲好
友常三爷留下遗嘱，将吕家家业留给这
个最小的儿子主掌。但命运竟然阴差
阳错地将家产错给了老大吕俊山，并且
因老大的无能，最后竟然全部落在了老
大的老丈人瞿大宅和小舅子瞿世年手
中。这对父子不仅是吕俊杰的商界对
手，而且是卖国求荣、凶险毒辣的人，最
后瞿世年投靠日本成为汉奸。故事正
是围绕吕俊杰与瞿家父子的斗争有序
展开。可以说一波三折，险象环生。一
路拼杀，从创造商业传奇到抗日英雄，
吕俊杰的人生道路不仅充满传奇，而且
英勇无畏。他的形象，实际代表的是我
们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可贵品格。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剧中人孙鹊
喜这个人物的塑造。这个光彩照人的
女性形象，为整个剧作增色不少。作
为吕俊杰的妻子，她不仅天生丽质，
而且具有商业禀赋。可以说，这就是
那个时代女强人的一个代表形象。在
面对家宅纷争、丈夫被诬陷等一个又
一个的考验面前，她勇敢地独当一
面，替丈夫担起责任，化解危机。特
别是在那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秉
持女子要自立自强，敢于自己创业、
立业的观念，颇具时代意义。她的形
象，不仅是一个从属于吕俊杰的妻子
形象，更是一个与吕俊杰比肩而立的
女英雄。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不仅
为以往作品鲜见，而且极具时代光
彩，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女强人，是一
个可亲可近的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另外，这部作品不仅主要人物的塑
造细腻逼真，而且非主要人物角色也一
个个极具个性色彩。比如那个敢爱敢
恨、性情泼辣却心地善良的孙绮云，其

出于女性的自私和偏狭，有时不少添
乱，但她通过“夫人外交”一次次帮助吕
俊杰渡过难关，以及在危难时刻敢于献
出生命的举动，和人物具有喜剧色彩的
表演，又着实给整个剧作增添了光彩。
此外，奸猾狡诈、心狠手辣、精于算计的
瞿世年，为人狡猾、诡计多端、贪财好赌
的瞿大宅，以及一身正气、为人清廉的
父母官裕大人，待人忠厚、敢作敢当、关
键时不惜以命相抵的蒙古族兄弟布鲁
德等，这一系列人物的立体呈现，使整
部作品极具张力。

这样一部作品，按照惯常思维，可
以写富商家的权谋和妯娌间的争风吃
醋，可以写大户人家的杯水风波和兄
弟间的高低多寡，但是，这部作品摆脱
了这些习惯套路。吕俊杰尽管有父辈
留给他的继承遗产的遗嘱，但他对此
不屑一顾，他思考更多的是为整个张
家口，乃至为国家为民族干一番大事
业。他真正跳出了个人小家，思考的
是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以后，为什么
中国人老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
此，他才有了更宏阔的视野和更远大
的抱负。从富家子弟到抗敌英雄，吕
俊杰的人生是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很多
英雄人物人生道路的缩影。从这个意
义上看，这个人物为我们感悟历史提
供了崭新的视角。

此外，这部作品在创作上还给当下
的影视界另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怎么
看待历史剧的创作问题。由于有的历
史剧曾在创作上出过一些问题，比如权
谋戏、宫斗戏的流行，引来诸多批评，有
人便认为编导历史剧是出力不讨好的
事情。其实并非如此，关键要看怎么
写、怎么拍。《塞上风云记》无疑也是一
部历史剧，但却写得荡气回肠、催人泪
下，写得激人斗志、让人振奋。因为作
品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气神，写出
了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道德传统，
所以能够触动人心。人们会觉得，类似
吕俊杰、孙鹊喜那样的人，值得尊敬，应
该成为做人的楷模。如果一部作品，达
到了这样一个效果，无疑就可以称为是
一部质量上乘的好作品。

电视剧《塞上风云记》——

探索历史剧创作的新路径
■陈先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