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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观察

作为一部全景式反映挺进师三年
浙南游击战争的纪录片，《挺进师》近日
在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播出。

纪录片《挺进师》通过实地取景、访
谈与口述、情景再现等艺术手段，全面
再现了 80多年前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
师冲破敌人的数道封锁线，孤军深入国
民党统治腹心地区——浙江，以几百人
的力量牵制了数倍于己的敌军，掩护中
央红军主力转移的辉煌历程。在此期
间，挺进师将士与敌军展开了艰苦卓绝
的三年游击战争，开辟了浙西南、浙南
游击根据地，建立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
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
贡献。该片通过详实的解说和引人入
胜的画面，展现了红军挺进师将士坚定
的革命信念、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艰苦奋
斗的精神，填补了通过纪录片反映这段
历史的空白。

众所周知，拍摄出一部既要生动，
又要符合历史真实的纪录片，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对于纪录片《挺进师》的摄
制组来说，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寻找

当年挺进师将士健在者的下落。但令
人遗憾的是，摄制组并没能找到一人。
当年的将士都已去世，不要说影像资料
了，就连留下的照片都非常少。但主创

团队并没有因此放弃。功夫不负苦心
人，摄制组终于找到了当年刘英的警卫
员邓福坦在 2005 年拍摄的影像资料。
同时，该片在策划、制作、审核过程中，
都得到了挺进师将士后人的支持和协
助。他们对如何拍摄好《挺进师》提出
了宝贵的意见，并尽其所能提供了珍贵
的录音片段。

为了真实再现 80多年前挺进师的
战斗历史，摄制组没有选择影视基地，
而是沿着当年挺进师战斗过的足迹，深
入山川、古道、峡谷、密林等地进行实地
拍摄。他们把爆破材料、重型枪械、沙
包烟饼扛上 1000 多米高的山头；走进
当年挺进师将士住过的老宅，再现鱼水
情深的军民情谊。从温州到丽水，从浙
江到北京，该片摄制组行程万余公里，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挺进师精神”。

80 多 年岁月峥嵘，逝去的是硝
烟，不改的是初心。革命先辈留下的
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
顽强拼搏、接续奋斗，夺取一个又一
个新胜利。

再现挺进师战斗历史
■褚 银

“我的那心上人勇敢与善良

他骑着战马去了远方

远方的夜晚有明媚的月光

却没有我陪在他身旁

回想起旧日与你相处的时光

思念像江河水流淌

流向你日夜守望的边疆

流到那有你的他乡

我站在大风吹过的山岗

遥望你归来的方向……”

此刻，泪水又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银幕如同北国漫天飞舞的雪花点，没有了
字幕，只有歌声一遍遍在耳边回响。一幕
幕画面如一根根温柔而锋利的针，反反复
复，扎破我本以为坚固的泪囊。记忆中，
为一部电影而流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今天，《守望相思树》——这部描写普通官
兵及妻子爱情故事的现实题材电影，却令
我泪流不止。望着用去半包的纸巾，我一
一回放大脑中闪过的电影画面，搜寻着影
片中频频出现的泪点。

电影《守望相思树》，是根据发生在
内蒙古三角山哨所的“相思树”真实故事
改编创作的，是一部反映边防军人家国
情怀、跨越 40 年时空的军旅爱情故事
片。军嫂诺丽丽的丈夫张忠良在过河巡
逻途中，为救战士巴图，被湍急的洪水卷
走。诺丽丽抱着刚刚两岁的儿子赶到部
队，在丈夫失踪的河边苦苦等待，一个人
悄悄哭了三天三夜，也没能盼到丈夫归
来。于是，她在丈夫驻守的哨所旁选择
一处可以俯瞰河流的高地，种下了一棵
樟子松，以寄托哀思。此后，她独自抚养
幼子。孩子大学毕业后，也选择了军
营。再后来，诺丽丽患胆管癌住院，因医
治无效告别人世。临终前，她留下遗嘱，
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丈夫牺牲的哈拉哈
河，与亲手栽下的樟子松一起，永远陪伴
丈夫、驻守边关。

由于这部电影是在真人真事的基
础上改编创作，在创作时无形中限制了
编导和演职员们的创作空间。并且，影
片中所表现的大多是普通的人和平凡
的事，也不太适用于过多的大制作、大
渲染和大场面，多维特技和变幻莫测的
蒙太奇，眼花缭乱的电影语言等。因
此，这部电影割舍了戏剧性的情节和冲
突，甚至连人物对话都不多。包括本片
的重头戏，连长在湍急的河流中勇救战
士巴图的激烈场面，也没有加任何特殊
处理。作品完全忠于真实，围绕着人物
和故事，老老实实地演绎各个人物的真
情实感，在平凡中挖掘不凡，在逆境中
凸显不朽，用人物丰富的情感、纯洁的
心灵，去感化受众。这种惜墨如金的创
作方式，为编导和演员们的施展和发
挥，提供了极大挑战。但是，面对挑战，
这部电影成功了。成功于他们对故事
本身过硬的自信，成功于中国观众传统
美德在血液中的流淌和继承，成功于主
人公命运的悲壮和坚贞不渝、坚如磐石
的爱……

29 岁的连长为国捐躯，艰辛和悲
痛，更多的是留给了活着的人。诺丽丽
谢绝了公婆和同事们改嫁的劝说，把一
棵樟子松栽在哨所旁。如许许多多两地
分居的军嫂一样，她勇敢地扛起远远超
出她承受能力责任的重担，以孝顺和美
德支撑起随时可能倒塌的天空，持续不
断地向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官兵送去家
人般的关爱。这就是我们的长城之所以
固若金汤，我们的边界线之所以牢不可
破，我们伟大祖国的天空之所以永远艳
阳高照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
诺丽丽栽下的，绝不仅是一棵普通的樟
子松，也不仅是思念丈夫的相思树，而是
一名持枪矗立的当代军人，是一块神圣
的不可挪动的界碑。或许这就是这部影
片所要告诉我们的。

在艺术创作上，这部影片还有不少
值得称道的地方。片中的几处伏笔的
运用恰到好处，特别是军帽和大红花的
适时出现，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叙述方

式的选择，也颇具匠心。诺丽丽看到新
连长的未婚妻无法接受男友扎根边疆
婚后两地分居的现实，眼看要分手，便
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循循善诱，终于使两人重归于好，在
哨所举行婚礼。往事的闪回和现实的
切入交替出现，始终有条不紊，显示出
编导大胆运用传统电影表现手法的娴
熟和从容。影片中包括剧情和音乐自
始至终贯穿着不紧不慢、真实自然的节
奏，舒缓平和。电影画面色彩也介于油
画和水墨画之间，工笔写实，不浓抹重
彩。如同一篇感人的文章无需过度使
用华丽的词藻，真正美好的故事是无需
刻意包装和渲染的。那些动静很大的添
加了许多电影以外因素的影片往往是想
转移人们视线的一种造势，是对内容苍
白、演技不自信的一种掩饰和回避，注定
没有什么生命力。

陶冶心灵的前提，是介质必须纯
净。这部作品没有炫目的场面、没有华
丽的特效、没有铺天盖地的造势宣传，而
在不经意间令观众感动不已，自觉在心
中立起信仰和榜样，激荡起追梦路上的
力量。或许这正是该片作为被军委政治
工作部列入建党 100 周年献礼片，给我
们留下的重要启示。我相信，随着《守望
相思树》这类作品的日渐增多，人们的观
影选择也会逐渐迈向更高艺术品位和思
想境界，而军嫂诺丽丽栽下樟子松一定
会成为一片樟子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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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20年的影视作品，主旋律纪

录片无疑是其中十分抢眼的部分。相

比于往年，2020年推出的主旋律纪录片

无论是规模、质量还是影响力，都达到

了新的高度。在重大主题上多路出击，

在艺术水准上亮点频现，在社会综合效

益上赢得多方好评，在国际传播影响上

声誉渐起……2020年主旋律纪录片所

营造的独特景观，再一次让人们深切感

受到，主旋律纪录片创作在影视创作乃

至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

记录历史，是主旋律纪录片的重要

使命。

回看2020年中国纪录片，最直接的

印象便是重大历史事件孕育了纪录片

创作的繁荣。从年初的抗击疫情开始，

到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再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这些注定载入史册

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吸引着全社会的

目光，也直接催生了一批精心制作、重

磅推出的纪录片。

在这些纪录片中，不仅有记录当下

的快速反应，更有讲述历史的深度挖

掘。在抗疫题材上，由新华社打造的

《英雄之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

《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组织拍摄的《为了人民》等作

品，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国人民众志成

城、团结一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重大历史。在抗美援朝题材上，解

放军新闻传播中心监制和摄制的《为了

和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刀

锋》《英雄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北京电视台推出的《英雄》等作品，立体

式地展现了中国人民赢得抗美援朝战

争伟大胜利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

在脱贫攻坚题材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制作的《承诺》《决战脱贫在今朝》《我的

扶贫年》《遍地英雄下夕烟》《2020我们

的脱贫故事》等作品，生动反映了中国

人民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辉煌成就和

新时代精神面貌。

主旋律纪录片担承着讲述中国故

事、展现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

神圣使命，也应该在崇尚英雄、歌颂

英雄中激起人们立足平凡岗位建功立

业的热血豪情和自信担当。《为了和

平》《英雄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刀锋》《英雄》等纪录片，采取

史论结合的方式，铺就了一部史料丰

厚、底蕴深厚的历史画卷，全景式地

呈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过程和感

人事迹。这些作品让中华民族不畏强

暴、敢于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从荧屏直

抵心灵，让民族自豪感、英雄主义情

怀激荡神州大地。抗疫和脱贫攻坚两

个系列的纪录片，不管是宏大叙事还

是平凡故事，都担承着向世界展示中

国、向人民讲述身边历史的文化使

命。这些作品在一幅幅的珍贵画面中

保存温暖记忆、书写人间大爱、传承

民族精神。《武汉：我的战“疫”日

记》用每集5分钟的时间讲述了医护人

员、普通市民、外地援助者等亲历者

的平凡故事，记录了一个城市的抗疫

历程。《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注重观

察式记录，围绕生态移民、劳力输

出、科技扶贫、第一书记等话题，发

掘了许许多多真实的故事，展现了中

国人民在脱贫攻坚路上的生动实践。

怎样用笔触书写历史？如何用镜

头记录时代？是纪录片创作的本源问

题。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的主旋

律纪录片能够及时把握大势、记录历

史、回应时代，充分发挥其真实性、权威

性、直接性等特点，适应时代需要，回应

民众关切，表达中国声音，引导人民正

确看待历史与时代，引领世界正确认识

中国，这是其在2020年屡放异彩的重要

原因。

二

光辉的历史蕴含着光辉的主题，伟

大的时代孕育着伟大的题材。2020年

度主旋律纪录片不仅贡献了大量精品

力作，也为记录历史的文艺创作提供了

更具时代感的审美范式，必将激发出更

多的创造活力和拓展空间。

纪录片是综合性的影视纪实艺

术。当那些感人肺腑的历史画面再次

重现眼前，那些熟悉的音乐作品再次在

耳畔响起，那些铭刻于世的雕塑作品再

次映入眼帘，那些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

再次传诵在心，那些普通人的平凡故事

再次冲击心灵，人们所获得的艺术感知

和思想启迪就变得丰富起来，更容易引

起共鸣。

纪录片的叙事技巧直接影响着作

品的艺术生命力。从岁月长河走来，

从生动实践出发，2020年度主旋律纪

录片十分注重“小切口、大情怀”叙

事方式的运用。《战“疫”24小时》

《人生第一次》《我的扶贫年》 等作

品，着眼于“小人物、大情怀，小故

事、正能量”，俯身向大地，真实捕捉

着生活的温度和历史的细节，在一个

个“小而美”的故事中，凝聚人性温

暖，彰显民族精神，被誉为鲜活的

“国家相册”。这再次表明，纪录片只

有讲好故事，善于情理交融、细节展

现、平实表达，再辅之以视听语言的

配合、剪辑手段的创意进行意境濡

染，才能诞生有品质、有温度、有风

骨的精品力作。

一图一文胜千言，珍贵史料的运

用是纪录片获得突破的又一重要原

因。《为了和平》通过对比俄罗斯馆藏

档案和毛泽东起草报文的不同，说明

抗美援朝前夕艰难决策的过程，让观

众有了强烈的历史代入感。同样，《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也首次解密了部分

珍贵档案和电报，真实、权威地披露

了决策内幕与历史细节，为纪录片增

添了历史的厚重感与承载力。《不朽的

丰碑——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故事

集》通过抢救式采访和大量的文物史

迹、珍贵影像资料等，让英雄们模糊

的面孔复原，让英雄的事迹更加鲜

活、立体、生动。

历史悄然远去，精神永远鲜活。从

不同侧面定格历史，是纪录片创作的文

化担当。创作者只有抱着强烈的历史

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才能更好地发掘

出时间的温度、厚度和深度，使之烛照

后世、激励后人。

三

纪录片的哲学思辨、纪实审美、对

社会历史的深入观察、对人性人生的深

入思考，决定着它不仅具有记录历史、

还原真相的功能，而且具有引导舆论、

传承文化的特性。

话语的背后是思想，画面的底色是

文化。抗疫、脱贫系列纪录片的制作注

重挖掘心灵深处的温暖，表达中国人战

胜困难的众志成城、关注弱势群体的人

性光辉，彰显党和国家的坚定决心与信

念，既有“走读中国”的真实记录，又有

“感知中国”的文化承载，最终汇成“视

听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

抗美援朝系列纪录片，通过回顾历史、

挖掘思想和歌颂英雄的方式来传承中

国文化的精髓，启迪文化层面的深刻思

考，从国际道义的角度讲述抗美援朝的

正义性，用历史细节的丰度雕镌中国人

民团结一心、不畏强敌的精神版图、英

雄群雕和文化因子。这些都是2020年

主旋律纪录片不可忽略的文化贡献。

同时，随着传播方式的全媒呈现和

集聚效应，主旋律纪录片成为了2020年

的流量“新贵”，为在全社会形成主流舆

论氛围发挥重要作用。大屏小屏互动，

寸屏荧屏同播，电视片、电影、Vlog全方

位出击，电影院线、电视频道、网络平台

同步播映，2020年主旋律纪录片因其多

平台的融合创新而屡屡在短时间内形

成一种文化现象，集聚民众共识，实现

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这是融媒体时

代的优势所在，也是纪录片兴盛发展的

优势所在，未来仍将有无限空间。

我们需要记住历史，更要深刻理解

历史。回顾2020年的主旋律纪录片，我

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就是当下的中国，

这就是辉煌传统与奋进当下的中国文化

形态。它正焕发出昂扬的自信心、蓬勃

的生命力和理性的价值观，使中国的国

家形象、文化精神更加具体化，成为国内

外受众读懂中国、理解中国的影像志。

在喜迎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背景下，相信未来仍会有大量

优秀主旋律纪录片竞相涌现。

图片制作：毕式军

2020年主旋律纪录片——

从这里读懂中国
■余远来

纪录片《挺进师》剧照。

光影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