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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以其无可比拟的历史性、

战略性和人民性，成为最能展现中国革

命历史规律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经典

战役，生动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赢”等重大

命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的众多影视作品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出品的电视剧《大决战》全景展现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史诗般呈现

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该剧从战略、

战术和战斗三个层面立体展现了解放

战争，将个体命运与宏大战争相融合，

将伟人战略思想与人民支持相结合，深

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赢得最终胜利和

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战

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革命战

争史上都是空前的。三大战役共歼灭

国民党军队 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

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

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奠定

了基础。

三大战役是在什么情况下打的？

这场战争为什么要打？为什么不得不

打？这是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问题。

为此，《大决战》开篇用了很长篇幅，从

重庆谈判讲起，通过讲述中国共产党和

国民党对待和平的不同态度和做法，有

力 阐 述 了 解 放 战 争 的 正 义 性 和 必 要

性。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

平谈判，民主建国。然而，以蒋介石为

首的国民党却是假和平、真内战，不断

进攻我解放区。和平的希望破灭，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以战争求和平的

三大战役由此打响。

《大决战》首先回答“为什么打”，接

着回答“为谁打”。这是决定战争性质和

走向的根本性问题。面对敌强我弱的现

实，如何以弱胜强，赢得战争的胜利？根

本在于要依靠人民。土地是中国最广大

农民的根，是生活之源。剧中，毛泽东说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权

是人民的政权，共产党搞土改，就是把土

地交给农民。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党

中央派出大量党员干部深入农村，轰轰

烈烈开展“土改”运动。

解决农民的基本问题，老百姓分到

了土地，再也不受地主剥削和压榨，让

他们更清楚谁是自家人，更坚信共产党

是代表人民利益、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

党。为此，广大群众送子参军，踊跃支

援前线，救助伤员，甚至拆下自家的门

板送到前线，谱写了人民战争的壮丽诗

篇。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开展

“诉苦运动”，进行思想动员。解放军战

士来自穷苦百姓，对于百姓的疾苦，他

们深有体会。打仗是为了什么？不为

自己，是为了天下的穷苦百姓都能过上

好日子。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而战，国

民党军打仗是为了升官发财。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

由此，《大决战》从广大军民的视角回答

了“为什么而战”的问题。与此同时，知

道了为什么打仗、为谁而战，最终还是

要落到“这仗怎么打？如何打赢？”的问

题上来。当时，蒋介石扬言 3 至 6 个月

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此情

况下，敢不敢进行决战、打前所未有的

大仗，能不能攻克敌人占领的重要城

市、歼灭敌人的强大武装，如何进行下

一步的战略决策，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

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战争中，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

客观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和不断变化的

战争形势，审时度势，科学决策。比如

辽沈战役中，毛主席分析当时形势后，

果断命令东北野战军强攻锦州，关上东

北大门，全歼国民党东北守军。林彪犹

豫不决，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要求主

动出击，限 10 日内拿下锦州。这才有

了塔山阻击战和 31 小时锦州破城，最

终解放东北全境。

片中，除了展现毛泽东运筹帷幄的

战略眼光外，还展现了他善于充分吸收

前线将士的意见，灵活做出战略调整的

统帅风范。最具代表性的片段就是粟

裕的“子养电”：1948 年初，中央决定派

粟裕率华野主力渡过长江，开辟江南战

场，吸引敌人分兵。粟裕反复考虑，认

为在长江以北打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

解放全国。于是，他先是在电文里大胆

直陈不过江的理由，又在4月面见毛泽东

时再次表达自己的意见。最终，毛主席和

中央军委权衡利弊，同意了粟裕的意

见。还有，粟裕根据战场形势变化，预

判了国民党军黄百韬的意图，提前两日

发起进攻，打响了淮海战役，为全歼黄

百韬兵团占得了先机。这次用兵再次

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支持，充分体现了我

人民军队高超的战争智慧和强大的凝

聚力、战斗力。

从《大决战》讲述的历史中可以看

到，人民解放军在战术上更是坚决贯彻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战中活学活用。

1947年 12月 25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

会议上，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

任务》中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

军事原则”。其中包括，先打分散和孤

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

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

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

标。在《大决战》中，我们可以从不同侧

面看到，毛泽东全面运用“十大军事原

则”，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

地方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集中优势兵力

和全部消灭敌军的强大兵团紧密地结合

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

攻坚战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

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可以说，这些是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大决战》中，三大战役是决战沙

场，人民是重要支撑。该剧从“战略、战

术、战斗”三个层面来塑造人物：战略层

面是指挥三大战役的统帅，战术层面是

前线将领，战斗层面是著名战斗中的前

线指挥员、战斗英雄等。此外，该剧还

塑造了武雄关、乔三本、王翠云等一批

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充分表现“历史

是由人民创造的”这一主题。

剧中，白老虎屯之战，一个连面对

十倍之敌，用血肉之躯展现了革命战士

的钢铁意志；四平之战，武雄关扛着红

旗冲锋陷阵，战死沙场；济南战役，无数

战士迎着敌人的炮火，勇敢冲锋，用生

命架起人梯持续攻城；义县之战，以

炮为痴的朱瑞，用生命展现了一名共

产党员的品格；塔山阻击战，惨烈至

极，全团战士顽强阻击，凝成“塔山

英雄团”的不巧丰碑；还有众多无名

战士，用身体做桥墩，架起一座“人

桥”，帮助战友们过河……与此同时，

以王翠云等为代表的基层群众，积极

推进党的土改工作，踊跃支前，救助

伤员，从不同视角生动展现了人民群

众对解放战争的贡献。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剧中，毛泽东以推碾子为例，形象地

说：“淮海战役这个石碾子，不只是你

我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将士在

推 ， 还 有 千 千 万 万 的 老 百 姓 一 起 在

推。”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就是解放

战争必然赢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所在。

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
■史晓琦

观影心得

对于观众相对熟悉的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如何在银幕上艺术呈现，如何让

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饶有兴致地看进

去，是电影人孜孜以求的课题之一。影

片 《三湾改编》，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

尝试和探索。

该片深挖细推史实，通过众多戏剧

冲突交织叠加，不仅为情节发展平添了

强劲的叙事动力，一次次将观众“卷”

入故事内部和观影期待中，而且在矛盾

冲突的不断演进中析正理、明大道。随

着故事的步步推进，观众知晓了“支部

建在连上”这一建党建军基本原则和制

度的来龙去脉，更对毛泽东和红军的创

举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

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

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

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

势。为了精准而精彩地表现这一重大历

史事件，影片主创人员在忠于历史的同

时，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通

过矛盾冲突的巧妙呈现，抽丝剥茧地为

观众明析了当时的时局是什么样、革命

向哪里、队伍如何带、军民关系怎么处

理等重大问题。

影片没有回避我党幼年时期经历的

曲折，对于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作了简

短得当的交代。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对

中共临时负责人瞿秋白的激烈责难和瞿

秋白的严正辩解，戏份虽然不多，却清

晰地勾勒了当时的局势，道出了在“武

装暴动夺取大城市”和“工农武装割

据”之间的理念之争，点明了革命遇到

低潮既有红军自身力量较弱等原因，也

有共产国际不顾中国革命具体实际、错

误指挥的原因。随着故事发展，影片还

回溯了“马日事变”等重大事件，闪回

出现孙中山、叶挺等人对卢德铭投身革

命的影响，穿插表现反动势力对红军的

追剿和地方军阀之间的互相猜疑、互相

倾轧。内外交织叠加的矛盾，为观众提

供了一个俯瞰中国革命时局的宏大视

角。

革命朝何处去？自始至终是贯穿全

片的焦点。面对秋收起义失败、队伍损

失惨重的现实，是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

命经验，继续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攻打

长 沙 ， 还 是 暂 时 撤 退 保 存 革 命 “ 火

种 ”， 在 红 军 队 伍 中 一 直 存 在 不 同 声

音，指挥员之间争论交锋尤其激烈。影

片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

洒度等人坚持执行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

示攻打长沙；身为秋收起义前委书记的

毛泽东认为，当前必须放弃攻打长沙的

计划，撤退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

方，建立根据地再图发展；秋收起义总

指挥卢德铭的态度非常明朗：“泽东同

志是前委书记，代表的是中央。”队伍

向哪里带、革命朝何处去，要解决思想

认识问题。影片主创人员注重突出表现

毛泽东作为“党代表”的地位作用。影

片中，毛泽东在众多复杂矛盾面前入情

入理的分析辨析和行为引导，使革命道

路越来越明朗，使红军官兵心怀必胜信

念，在正确革命道路上坚定地跟党走。

这些情节细节，生动塑造了青年毛泽东

超乎常人的远见卓识和坚定坚毅的精神

品格。

红军初创时期，人员成分非常复

杂，旧军队习气深重，思想观念五花

八门。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支

新型人民军队，是影片需要传递的关

键内容。影片通过官兵之间矛盾冲突

的展开推进，层层剥开旧军队缺乏凝

聚力、战斗力的积弊所在，呈现一支

军队创新求变、浴火重生之必然；通

过展现毛泽东在红军内部真诚而自然

的带动、朴素而智慧的思辨、坚定而

巧妙的斗争，让观众感受到这支队伍

逐 步 剔 除 沉 疴 陋 习 的 过 程 。 影 片 中 ，

毛泽东不顾脚伤严重，坚持把自己的

马让给伤员；对于生活上搞特殊的干

部 ， 进 行 严 厉 批 评 和 苦 口 婆 心 的 教

育；面对私放俘虏、私自枪毙犯错误

战士的行径，更是针锋相对、挺身斗

争。在伍中豪、宋任穷、何长工等人

取名、改名等细节中，毛泽东更是信

手拈来，在亲切风趣中寄寓高远，把

红军官兵的理想热血与中国革命紧紧

连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震

撼力。在毛泽东和战友们的艰苦努力

下，在一次次战斗锤炼中，这支队伍

悄然发生着变化。直到一天行军战斗

中，毛泽东惊喜地发现，何挺颖带领

的 连 队 无 论 在 什 么 情 况 下 都 拖 不 垮 、

打 不 散 ，“ 一 直 保 持 战 斗 队 形 ”。 于

是，一个在党和军队历史上产生重大

影响的创举应运而生。

影片既以大量篇幅展现“三湾改

编”的历史背景，更以浓墨重彩的光

影刻画毛泽东深入官兵调查酝酿的过

程，以及与指挥层的思想交锋，包括

“ 支 部 建 在 连 上 ” 根 本 制 度 的 谋 划 实

施 ， 士 兵 委 员 会 等 机 构 的 创 设 运 行 ，

干部骨干的权衡配备等。以“三湾改

编”为新的起点，红军不仅牢牢掌握

在我党手中，而且面貌一新、力量倍

增 。 影 片 中 ， 官 兵 亲 密 无 间 的 场 景 、

英勇顽强的战斗场面，以及士兵委员

会对干部实施民主监督的细节，都让

人看到一支军队焕发的生机与希望。

良好的军民关系，不仅是红军区

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标志，而且是这支

队 伍 发 展 壮 大 之 本 、 克 敌 制 胜 之 要 。

《三湾改编》 以三湾村为样本，把红军

与当地百姓之间的关系展现得入情入

理、感人至深。虽然红军素来对百姓

秋毫无犯，但队伍进驻三湾村时，不

明真相的百姓仍是望风而逃。毛泽东

和红军指挥员带头执行群众纪律，不

入民宅，写标语宣传红军主张，与留

守 长 者 促 膝 谈 心 ， 帮 村 里 打 井 办 实

事。红军对百姓的赤诚之心，很快化

解冲突，让村民从“怕”到“爱”，不

仅陆续回来拿出腊肉、鸡蛋等慰劳队

伍，而且年轻人纷纷自愿入伍，跟随

红军闹革命。三湾改编，不仅从根本

上改变了人民军队的面貌，而且使新

型军民、军政关系由此发端。

由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肖裕声等编

剧、八一电影制片厂杨虎执导的这部影

片，将史家的理性严谨和艺术家的敏感

灵性融为一体，巧妙设置叙事线索，布

置矛盾冲突，使历史章节于真实可信中

更见波澜壮阔、曲折蜿蜒，更具引人入

胜的魅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不

仅需要坚守历史的真实，而且需要在呈

现历史的过程中凸现艺术感染力，使之

在当下影响更多人。从这一点看，《三

湾改编》 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上图：电影 《三湾改编》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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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大决战》 剧照

《革命者》并非“李大钊传”，也不是以

守常先生（李大钊）的视角去拍摄的，而是

从普通人的视角回望守常先生的一生，再

用守常先生的一生展现当时的历史背

景。影片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在历史

的逻辑基础上反复咀嚼，聚焦李大钊牺牲

前的 38小时，以倒叙、插叙的方式展现了

其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

《革命者》以蓝灰色的偏写实冷色

调为主，衬托出当时中国昏暗的时代背

景。影片运用非线性叙事，通过毛泽东、

陈独秀、张学良等人物视角，串联起李

大钊“从爱国者，到觉醒者，再到革命

者”的一生，塑造了以李大钊先生为代

表的革命先辈们救亡图存、唤醒民众、

书写青春和使命的伟大形象。

影 片 注 重 突 出 细 节 ，多 层 次 表 现

了李大钊先生深入人民群众的革命之

路 —— 带 着 学 生 下 乡 和 农 民 共 同 劳

动 ；与 乞 丐 们 一 同 洗 澡 ，唱 起 戏 曲 助

兴 ；为 报 童 的 死 带 领 民 众 和 俄 国 使 馆

抗争到底……《革命者》让观众看到李

大钊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教科书上的

革命先烈、人民英雄，而是一个从人民

立场出发，贴近百姓、深入劳苦大众的

革命者。

除了在深入挖掘人物性格与情感

上下功夫，影片还注重营造意境氛围。

电影开头，煤矿工人肩并肩行走在阴冷

潮湿的矿场上，头顶的探照灯发出明亮

的光芒，逐渐汇成一团火，彰显“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之势。李大钊高喊一

声：“反抗！”为影片定下信仰基调。

在全篇的冷色调中，唯一的红是众

人手中的那面红旗，如同黑暗里燃起一

把命运的火炬，点燃国人的心；李大钊身

陷囹圄时，一束光从牢房的窗户洒进来，

他蓬头垢面地坐在光下，双手比作翅膀

在光中翱翔，影子投射在墙壁上，平静却

震撼人心；刑房中，听闻众多同志为革命

牺牲，他突然仰天大笑；阴暗的牢房内，

一片虚幻的暖光中，出现了一只同志的

手，和他紧紧相握……

影片充分利用光影和冷暖色调对

比，彰显出浓浓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以一种意象化的方式呈现李大钊的内

心写照，彰显李大钊的坚定革命信念。

《革命者》与其他同类题材电影不

同的地方在于，它将历史场景与艺术手

法结合在一起，通过剪辑方式、细节讲

述 、意 境 营 造 、情 感 升 华 等 看 似 比 较

“虚”的创作手法，更有效地彰显了人物

的“真”。

李 大 钊 先 生 是 平 凡 的 ，更 是 非 凡

的。他拒绝营救，主动放弃生命，是因为

他清楚地知道，革命中牺牲流血是必要

的，哪怕革命之路被阻挡，哪怕革命者被

残忍无情地杀害，但是心中的共产主义

信念永不熄灭。牺牲，是为了让人民更

好地活着，活在一个没有战乱、繁荣昌盛

的时代里。这是他对于未来青春中国的

向往，也是百年前的革命者们不惜流血

牺牲、甘愿付出一切的力量支撑。这便

是“相信”的力量，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

与信仰，相信那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

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先生的青春、热血、理想和

他“为了你们能走向光明、拥抱光明。

我，我愿意去直面黑暗，因为我相信，终

有一天阳光会普照整片中国大地”的信

念，是对后来者最真诚的召唤。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

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进前而勿

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

为人类造幸福。”这是李大钊先生用生命

对青春的诠释。这是他的家国情怀，也

是他青春的理想和使命所在。革命者的

牺牲使人民觉醒，这份觉醒推动着民族

走向复兴，让革命的理想成为现实。

走近历史，才能设身处地感受到历

史的波澜、沉重和先辈们的崇高精神品

格。以李大钊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辈

们，用自己的信仰和力量深深感染着人

们。他们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早已

跨越了时代，超越了生死。

上图：电影《革命者》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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