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长征副刊 E-mail:jbysfilm@163.com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马晶

酷 评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40分 印完5时00分

炽燃青春，热血之战，不负河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正在热播的电
视剧《雷霆战将》以热血之战铭记历
史，以战斗青春致敬英雄，不仅生动展
现了中国军人的铁血英雄气概，更弘
扬了勇往直前的青春正能量，唱响了
时代主旋律。

该剧讲述了八路军独立团团长王
云山与“死对头”骑兵团团长杜德勇、
“宿仇”川军 178 师师长郭勋魁从互不
相识，到面对中华民族危难时同仇敌
忾，联手抗击侵华日军，用热血情怀和
炽热青春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剧中呈现了一场场残酷硬战、一次
次血与火的生死考验。激战鹰嘴坡、血
战西风岭、智胜二道梁、攻打青山
镇……无论是王云山的独立团、杜德勇
的骑兵团，还是郭勋魁的川军 178 师，
面对来犯日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那就是中国军人，说得最多的是“中
国军人，跟我上！”

每次战斗，独立团将士如猛虎出
笼，冲锋在前，每一个战士都是一把尖
刀。团长王云山更是作战勇猛，智计百
出，善打恶战，敢啃硬骨头。当其他团
都久攻不下时，有勇有谋的王云山却立
下军令状，采取“声东击西再击西”的战
术，仅用了一个小时就带领独立团拿下
西风岭，打出了独立团的实力和霸气，
更展现了中国军人的智慧与血性。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雷霆战将》没有避实
就虚，而是在真实展现战争残酷性的同
时，展现了一种舍我其谁、有我无敌的
战争美学，谱写了一曲可亲、可信、可敬
的英雄赞歌。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从军
官到士兵，可以说《雷霆战将》里的每
一个爱国军人都是英雄。在日军形成
合围的极致险境下，独立团、骑兵团和
川军 178 师联合作战，共同对抗武器
精良、训练有素的敌人。该剧不仅呈

现了三位雷霆战将的突围血战，更展
现了血战背后的悲壮。剧中有这样一
幕场景：当所有兵力都在前沿阵地激
战，日军却从后面偷袭，无兵可用的独
立团政委江平带着还能动的伤员拼死
抵抗。伤员们拄着拐，缠着纱布，拖着
血淋淋的伤躯爬起来战斗，把生的机
会留给医护人员和重伤员，用年轻的
生命守住了高地。政委牺牲时，手里
还握着刺刀，保持着战斗姿态。这是
他们最后一次为独立团战斗。面对围
上来的日军，来自甘肃和四川的两个
重伤员背靠背，微笑着拉响手榴弹，和
日军同归于尽，壮烈殉国。甘肃兵唱
的那句信天游：“尕妹妹，天上哟，白云
彩呀”，随风飘荡，气壮山河。

国家危难，吾辈岂能苟安。面对民
族危亡，生死兄弟同仇敌忾，肝胆相
照。《雷霆战将》超燃激战的背后，是燃

爆热血的无悔信仰。中国军人即使倒
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男儿到
死心如铁。哪怕敌军千万，吾辈血战到
底，誓死不退。

英雄在战斗中成长，《雷霆战将》
深入聚焦人物的精神世界，清晰展现
了几名军人的成长经历。狭路相逢勇
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从专打硬仗
的猛将到内外兼修的战将，王云山在
作战中逐渐成长成熟，在战场上淋漓
尽致地绽放着自己的青春才华。“秀才
团长”杜德勇也在与王云山并肩作战
时，选择放下个人荣誉，甘做“绿叶”。
正是有了这两人高于个人追求的精诚
合作，他们才能顺利地完成党交给的
使命，团结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
现最后的胜利。相较于王云山和杜德
勇，剧中的川军名将郭勋魁则有着另
一种成长之路。他在与八路军的协同

作战中深受影响，与王云山惺惺相惜，
最终在日寇的炮火中幡然醒悟，不再
纠结于儿女情长，明白了一个军人真
正的荣誉来自人民的肯定与认同，从
一名旧式军人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
最终投身到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伟
大事业中。
《雷霆战将》唤起了更多年轻人的

血性和理想，凝聚起爱国热情，堪称一
部从故事内容、人物架构到情感表达
都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品战争剧。在崇
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
雄的社会氛围下，优秀的影视作品可
以吸引并影响众多青少年。抓住他们
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
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是对
红色基因最好的传承，也是对革命英
雄最好的致敬。

上图：电视剧《雷霆战将》剧照。

电视剧《雷霆战将》—

以战斗青春致敬英雄
■朱 琳

金刚川的桥面刚刚修好，大部队正
在快速通过。然而，此时敌机却再一次
来到了金刚川的上空，为了掩护大部队
过桥，高炮连将阵地完全暴露在敌人视
野中。“点火！”排长张飞一声令下，几
名志愿军战士毫不犹豫，他们就这样与
敌人展开了正面交锋。

电影《金刚川》取材于 1953 年的金
城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
军某部主力必须在 7 月 13 日早上 6 点
到达金城前线支援，电影就讲述了从 7
月 12 日下午到 13 日早晨，这十几个小
时之内发生的事情。为保障大部队必
经之路金刚川上的金刚桥畅通无阻，炮
兵与炸桥的敌机展开惨烈战斗。修桥
工兵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奋力修桥，用
血肉之躯搭起钢铁桥梁，用牺牲换来了
准时抵达前线，创造出一个令敌胆寒的
奇迹。

志愿军官兵在敌人完全掌握制空
权、连番狂轰滥炸中，利用极少量的防
空力量反击，连续修桥，人人不怕死，个
个不惧敌，最后用血肉之躯搭起了人
桥。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敢打必胜的
战斗意志、军纪如铁的纪律观念，在惨
烈的战争背景下显得愈发鲜明而厚
重。影片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令人潸
然泪下。

电影《金刚川》切口小巧，没有采取
常规的线性叙事，而是以复调叙事的方
式，以不断重复出现的陆地、空中、炮位
三个视角互为补充，以线索间的相互呼
应，工整、精妙地将这个故事展现得更
加立体和悲壮。

电影《金刚川》除了形式上的创
新，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展现了
战争中官兵个体的状态和情感，这一
点对国产影片来说尤为可贵。相对而

言，以往很多战争题材的电影较多体
现的是宏大惨烈的战斗场面以及指挥
员的指挥决策，但在《金刚川》这部影
片中，在战斗一线，官兵个体的心理状
态和情感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影片中
班长关磊和排长张飞既是师徒关系又
是上下级关系，他们互相让对方去隐
蔽炮位、通过吹口哨传递战斗信息、把
烤玉米留给对方等画面令人印象深
刻……对个体细节的刻画赋予了这部
影片以强大的生命力，让人们产生情
感共鸣的同时，也更能理解志愿军将
士们在战场上前仆后继、舍己为人的
英勇和伟大。

除了高度还原的战争场景，影片中

志愿军将士的所说所讲也给观众留下
深刻印象。一句“俺能闻见那股焦煳味
儿”，从侧面说明那段时间美军的轰炸
有多么频繁和丧心病狂。小战士的那
一句“那一年，俺们都才十七八岁，唯一
想的事，就是通过那座桥”，将志愿军战
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展现
得淋漓尽致。美军的连续轰炸不能阻
止志愿军通过金刚川的脚步，反而让志
愿军官兵必胜的信心决心更加坚定。
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在异常艰苦的战
场环境中，他们打赢了“桥梁保卫战”，
为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保障。

在电影《金刚川》中，敌人驾驶着侦
察机、轰炸机、战斗机，牢牢掌控着制空

权，对志愿军官兵的生命造成了极大的
威胁，但志愿军将士没有一丝畏惧，在
战斗中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敢于和敌
人较量，打不垮、击不倒的志愿军将士
们战胜了在外界看来不可能战胜的敌
人，创造了气贯长虹的战争奇迹。

70 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国
为首的“联合国军”不会想到有着先进
武器装备的军队会输给装备落后、后
勤不足的志愿军。如今，新时代的革
命军人也当汲取影片中的精神养分，
传承先辈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练强杀
敌本领，担起强军重任，做到时刻拉得
出、冲得上、打得赢。

上图：电影《金刚川》海报。

电影《金刚川》—

以血肉之躯搭建“英雄之桥”
■苏建国 王东磊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70 年
前，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高举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谱写了一篇壮丽史诗。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的
6集大型电视纪录片《英雄儿女》近期在
各大平台热播。

该片分为《祖国召唤》《极限战争》
《热血忠诚》《越战越强》《万众一心》
《永远铭记》6集，按照抗美援朝战争的
历史进程，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
雄人物和英雄故事，再现了全国人民
万众一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
图景。

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雄铁甲
寒。纪录片对 101名志愿军老战士进行
了“抢救式”采访，披露了珍贵历史影像
资料。91 岁的于泽是第三集《热血忠
诚》中的一位采访对象，他分享了一段为
修桥而跳入冰水中导致双腿被截肢的故
事，当他在片中声情并茂地讲述起战争
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生死时刻时，观众也
仿佛身临其境。大量鲜活生动的史实，
有力说明了志愿军官兵不愧为中国人民
的英雄儿女，是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
平的坚强卫士。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强大而
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
战场环境，志愿军将士敢于斗争，用无
畏的冲锋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
丽史诗。

通过纪录片的镜头我们看到，长津
湖战役中，志愿军将士穿着单衣薄衫，使
用简陋的武器，冒着敌人的强大炮火和
密集弹雨，以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和钢
铁意志，潮水般地向敌人发起冲锋。这
场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用惨
痛的代价换来的。冰天雪地中，官兵们
牺牲后仍然保持着战斗姿态。纪录片中
的每一个镜头，都在观众心中涌起巨大
的震撼和感动。

纪录片真实还原了鏖战上甘岭

的 43 个昼夜。敌人向这块方圆只有
3.7 平 方 公 里 的 我 方 阵 地 发 射 炮 弹
190 多万发、炸弹 5000 余枚。著名战
斗英雄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反
击开辟了胜利通道。战后的上甘岭，
山头被炮火削低 2 米，翻起了 1 米多
厚的碎石，抓起一把砂土就有十几块
弹片，志愿军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防
御作战的奇迹。

伟大的胜利光照千秋，灿若群星的
英雄闪耀在历史的天空，他们的名字永
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70年过去了，记
忆覆盖了尘封的碧血，岁月吹散了战场
的硝烟。70年前的浴血荣光，如今已成
为一个国家的共同记忆，中华儿女用生
命和热血铸就的抗美援朝精神，早已化
作了一个民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不
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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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产军事题材影视剧出现
了很多精品力作。相比之下，国产军事
题材的动画创作并不繁盛，但仍有《那年
那兔那些事儿》《聪明的顺溜》《正义红
师》《闪闪的红星》《士兵顺溜：兵王争锋》
等动画作品激发了观众对军营的憧憬，
激荡起爱国情怀。这些动画作品涵盖科
幻、现实、历史等多种类型，融入了强国
梦强军梦的时代强音，“如果奇迹有颜
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只要努力去做，就
是胜利者”等经典语句在播放视频的弹
幕里多次刷屏。前不久，又有一部主题
鲜明、画面精良的国产军事题材动画《精
忠报国》在网络平台上热映，不仅使众多
观众自发点赞宣传，也让很多人对国产
军事题材动画的发展前景增添了信心。

这部动画片由人民日报“金台点
兵”工作室等单位联合出品，以“岳母刺
字”的历史典故为引题，将精忠报国这
一思想贯穿全片，讲述了几位主人公立
志从军、报效祖国的动人故事，在中华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中实现了历史
与现实的贯通。在动画片中，岳鹏举、
张宪、王贵这三个心怀报国梦想的大学
室友共同选择了参军，分别前往海军、
陆军和空军服役，这为三人在多军兵种
联合演练中的相遇做好了铺垫。
《精忠报国》巧妙设置了一个历史关

联性。岳飞，字鹏举，背上刺有“精忠报
国”四个字。动画片的主人公叫岳鹏举，
刻有“精忠报国”的手链一直陪在他的身
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战区军事演习
“利剑行动”的战术背景下，身为猎鹰小
队队长的岳鹏举带队执行“斩首”任务。
机动作战、立体攻防，鲜明的时代特征和
军营特色让观众产生了极大兴趣。

该片在不到 20 分钟的时长里，完
整呈现了一场惊险刺激、贴近实战的
军事演习行动。敌我双方斗智斗勇，
无人机勘察地形，特种小分队抵近攻
击目标，战斗机在空中较量，坦克掩
护步兵前进……我军很多现役武器
和装备以动画的形式亮相，给人耳目
一新之感。动画片的故事冲突也颇为
紧张激烈，由于炮兵火力不能突破“敌
方”地下掩体，空中发射钻地弹又被对
方空中干扰，多架战机“损毁”，岳鹏举
果断选择靠近地下掩体，用导航设备
明确坐标方位，引导导弹攻击“敌方”
目标，成功炸掉地下掩体，终于完成任
务。三位热血青年在演习中都发挥出
各自所长，塑造出的动画人物形象具
有硬朗阳刚的军人风貌，展现出新时
代革命军人苦练精兵谋打赢的昂扬斗
志。最终，岳鹏举如愿参加了大阅兵，
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精忠报国、以身
许国的优良传统，这部动画片紧紧围绕
“精忠报国”主题，为观众呈现了三位青
年立志从军、部队淬火的励志故事，释放
出强军精武的正能量。从这部动画片中
可以看出，国产军事题材动画创作的水
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处在茁壮成长的上
升阶段。用动画这种表现形式来展示新
时代的军队形象、加强国防和爱国主义
教育、培养英雄主义精神，符合当下年轻
受众的审美需求。随着国产动画技术的
不断发展，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题
材动画作品在不久的将来可期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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