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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李延年荣获“共和国勋

章”，这位志愿军“一级英雄”、特等功臣

方才广为人知。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功

勋》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单元剧《能文

能武李延年》更让李延年的英雄故事走

进了亿万观众的心里。《能文能武李延

年》的热播，是志愿军英雄展现的抗美援

朝精神和电视剧艺术魅力叠加的结果，

其在人物塑造、故事构造、精神传达等层

面的创新表达，表现出当前主流电视剧

发展的新成就。

塑造精彩典型人物

《能文能武李延年》在艺术上最突出

的特点就是成功塑造了“李延年”这个光

彩照人的英雄形象，完成了黑格尔所说

的现实主义要写“这一个”艺术典型的任

务。

《能文能武李延年》打破了国产战争

剧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人物建构模式，

即军事主官抓打仗、政治主官抓思想，塑

造了一个作为战斗英雄的指导员形象。

作为指导员，李延年的思想动员能

力无疑是高超的：战士对于战场有恐惧

心理，他通过处理逃兵小安东事件激发

战士的战斗信念；有战士在队伍里遭受

歧视，他严肃批评，并用“尊重和信任也

是战斗力”让大家团结起来；面对敌人的

离间诱降战术，他带领罗厚财等人逼近

美军驻地，并成功击毙国民党特务王觉

仁；每一名战士的英勇事迹，他都要求文

书在《战场日志》中详加记录，从而激发

大家的战斗荣誉感；每次战斗打响之前

的思想动员和战斗结束后的总结，也是

李延年的常规工作方式……当连长被抽

调到营部后，李延年将指导员和连长的

职责一肩挑，同样展现了优秀的军事指

挥能力：面对敌人对 346.6 高地开阔通

道的炮火封锁，他通过观察炮击间歇时

间，成功带领部队通过了炮火封锁带；面

对美军的坦克群，他通过前出阵地挖反

坦克壕沟和狙击小分队对坦克观察孔的

射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面对敌人密集

炮火，他通过建构两层高低不同的防线

迷惑敌人，利用敌人炮火没有覆盖的反

斜面避免轰炸减员；他还通过观察美军

的动向确定其弹药库位置并派人将其炸

毁，从而坚持到规定的防守时间，赢得了

阻击战的胜利。这样，一个能文能武、有

血有肉的志愿军战斗英雄形象就烙印在

观众心中。

事实上，政治干部能文能武是人民

军队普遍真实的情况。通过对李延年这

一战斗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能文能武

李延年》既重现了英雄自身，也重现了战

争，因而带给观众可深入体悟的历史与

审美空间。

真实还原历史场景

作为《功勋》中的英雄传记单元剧

集，《能文能武李延年》没有完整追溯李

延年丰富的革命和战斗经历，而是截取

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346.6 高地防守阻

击战。这次战斗让李延年成了活着的一

级战斗英雄。所以，讲好这一次战斗故

事，是电视剧吸引观众的重点。

电视剧对典型环境进行了逼真还

原。《能文能武李延年》来源于真人真事，

其被观众认可的前提之一是高度还原故

事发生的历史场景，重现当年的战斗氛

围。据报道，剧组历时一个月在吉林复

原了 346.6高地，战士的武器、演员的妆

容、密集的炸点、呼啸的子弹等也都符合

时代特点和战场氛围，而手提式摄影带

来的运动模拟感进一步强化了战斗的紧

张感。另外，整场战斗的进程也被高度

还原。一开始是营长的战术安排，让观

众从整体上了解战场环境和战斗任务。

然后是李延年带领七连坚守 346.6 高

地，通过几次反复争夺，战斗愈加激烈，

不断有战士牺牲，人数不断减少，战斗单

元也不断重编，指挥员也被重新任命。

同时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对阵地的防

守也在李延年的带领之下采取新的战

法，形成不断推进的战斗层次感和叙事

节奏感，紧扣着观众心弦。

电视剧还以李延年为中心，延伸展

现了整个连队的感人故事。如被歧视

的解放战士罗厚财熟悉坦克，他教会狙

击小分队对付坦克后，毁掉两辆美军坦

克英勇牺牲，用生命实现了要当战斗英

雄的誓言。又如踩到地雷后被美军巡

逻分队子弹击中，也要坚持到冲锋号吹

响才松开身体而壮烈牺牲的李源。另

外，文书、小安东开始对战争怀有恐惧，

但最后都经过战火洗礼成了勇敢的战

士。这些具有不同身份和鲜明性格特

点的战士形成了一幅英雄群像，既生动

展现了战斗的残酷复杂和真实多样，也

深刻地说明了战斗英雄与战斗集体之

间的紧密关系。

李延年 1945年参加革命，先后参加

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等。

在这个过程中，部队收编了大量解放战

士。这是客观的历史情况，李延年所在

的七连就有许多这样的战士。一些战士

未经深入的思想洗礼和战斗锻炼，在部

队面临诸多问题，如再度叛变（赵福根）、

畏战脱逃（张安东）、受人歧视（罗厚财）、

敌人离间（皮特王）等，导致士气低下严

重影响战斗力。虽然以往的影视剧如

《亮剑》《跨过鸭绿江》《红日》《大决战》等

也涉及对该群体的描写，但《能文能武李

延年》对这些情况的正面展示和具体解

决，进一步显示了该剧艺术创作上的现

实主义态度和追求真实的历史唯物主义

精神。

树立永恒精神丰碑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奔

赴前线，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战斗传

奇和英雄颂歌，形成了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电视剧在 6集的简短篇幅里生动地

向观众传递了这种精神。

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仗？这是每一

名走上朝鲜战场的战士都必须首先要回

答的问题。电视剧开篇就独具匠心地通

过李延年处理逃兵的段落进行了回答。

战斗就要打响，战士小安东却当了逃

兵。连长愤怒地要枪毙他，但被指导员

李延年及时制止，然后电视剧给了李延

年长达 16分钟的“独白戏”：李延年向战

士们讲述了小安东的身世和他与二妞的

爱情；讲述了自己看到的老百姓遭受轰

炸的惨状，“血把河都染红了”；坦诚向战

士讲，可能看不到和平来临的场景了，但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

李延年从个人故事入手，用平实的语言

讲清楚了普通战士、千万家庭和新中国

之间的血肉联系，其中浸透了对国家、民

族、亲人深沉的爱，激发了战士为国而战

的勇气，让战斗胜利有了坚定信念的基

础，也深深感动了今天的观众。

面对武器和后勤保障都远超我们

的敌军，我们靠什么以弱胜强赢得胜

利？电视剧将志愿军战士“钢少气多”、

不怕牺牲、顽强战斗、智慧灵活的革命

英雄主义充分展现了出来。在面对炮

火支援、坦克开路、弹药充足的强大敌

人时，李延年和他的战士没有退缩，勇

敢承担阻击任务。同时因为李延年熟

悉战士的具体情况，在战斗中充分发挥

他们的长处，搞狙击、炸坦克、修工事，

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战术迷惑

敌人，利用战场地形最大限度地保存力

量。到最后，李延年让每名战士将最后

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正是这一群为

了祖国和平抱着必胜信念的战士，让

346.6 高地成为美军无法逾越的天险和

志愿军精神的高峰。

历史不会忘记过去，人民不会忘记

英雄。《能文能武李延年》的结尾，小安东

和二妞结婚了，生养了 8个孩子，小安东

还为他们取了战友的名字，在和平安宁

的环境中幸福地生活着。这显然是无数

血染沙场为国牺牲的英烈们的美好愿

望，而《能文能武李延年》则为他们树立

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

上图：电视剧《功勋》之《能文能武李

延年》剧照。

电视剧《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

永远的精神高地
■张 斌

影视热评

作为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

一部精品力作，电影《长津湖》持续引

发观影热潮。透过银幕，光影交错间，

带给观众逼真的战场认知和深度的情

感体验，这是电影的魅力，更是人心的

和鸣。

电影《长津湖》艺术再现了抗美援

朝战争中第 9 兵团在长津湖地区那场

艰苦卓绝的战役。70 多年前，志愿军

官兵身穿单薄棉衣，在长津湖地区零

下 40 摄氏度的严寒中，与美军展开了

一场长达 28 天的大战。战役的残酷超

出了所有参战人员的想象，武器和战

术的较量最后演变成双方意志力的殊

死抗争。在敌我装备力量悬殊、严寒

艰苦的作战条件下，我志愿军凭借崇

高的信仰、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最终全

歼了美军“北极熊团”，打垮了美陆军

第 10 军，粉碎了敌人在圣诞节前攻至

鸭绿江边的野心，书写了惊天地、泣鬼

神的雄壮史诗，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

的奇迹。

《长津湖》生动诠释了国家意志和

民族力量的强大。新中国成立之初，百

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人民无比渴望

和平安宁。但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

却受到了挑战。因此，英雄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

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

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

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

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不是干涉他

国内政，只是为伸张国际正义，维护世

界和平。”影片在大开大合、悲壮深切的

叙事中，让观众深刻体悟到当年党中央

和毛泽东同志作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

国作战重大决策的高瞻远瞩。当帝国

主义将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新中国安

全面临严重威胁之时，应朝鲜党和政府

请求，党中央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我们

看到，党中央一声令下，所有官兵义无

反顾，从四面八方迅速归队集结。我们

还看到，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主动要求上

前线，普通民众积极参军、全国人民全

力支前，反映了党与人民休戚与共、生

死相依的血肉联系，展现出面对侵略者

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影片

以撼人心魄的战争场面、生动感人的细

节，告诉观众新中国为什么要打这个

仗、靠什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影片《长津湖》有力彰显了中国军

人为国舍命的碧血丹心。志愿军第 9

兵团的武器装备与美海军陆战第 1 师

差距甚大。他们从温暖的华东地区进

入冰天雪地、极度严寒的盖马高原，战

场是海拔 2000 米以上的山区。在敌军

拥有全套机械化装备、掌握绝对制空

权的情况下，武器装备落后、生活物资

也极度缺乏的我志愿军战士，在零下

40 摄氏度极端恶劣的战场环境中，身

电影《长津湖》——

“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褚振江

一直以来，长征都是军事题材影视

作品创作的精神富矿。作为军事题材

影片的创作主力，八一电影制片厂自

1952 年建厂以来，拍摄了 20 余部长征

题材电影。一代代军影人用光影再现

了先辈们的牺牲奉献。

在 1952 年至 1966 年期间，八一电

影制片厂共拍摄了三部长征题材电影：

《万水千山》《红鹰》和《突破乌江》。三

部影片初步形成了长征题材电影创作

的三种叙事模式：全景式再现、戏剧化

创作和小分队模式。

拍摄于 1959 年的《万水千山》是八

一电影制片厂为献礼新中国成立 10 周

年创作的电影，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

摄的第一部长征题材影片，开创了全景

式展现长征历程的叙事模式，为后续长

征题材乃至军事题材电影创作提供了

一种叙事范例。《万水千山》讲述了红军

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过草地、突破天

险腊子口的战斗历程，全景式展现历史

全貌，上映后广受好评。

1960 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了

两部长征题材电影：《红鹰》和《突破乌

江》。《红鹰》以红军长征为背景，讲述

红军女医生和藏族同胞团结一致与国

民党反动派做斗争的故事，开创了八

一电影制片厂长征题材的戏剧化创作

类型。《突破乌江》讲述了红军先头团

强渡乌江，保证大部队向遵义进军作

战 的 故 事 。 影 片 中 出 现 的 小 分 队 模

式，成为后续长征题材影片中反复出

现的经典模式。

1976 年 拍 摄 的《红 军 不 怕 远 征

难 ——长征组歌》是一部以电影形式

拍摄的舞台艺术片，用以向红军长征胜

利 40 周年献礼。这是一组全景式展现

红军长征历程的声乐套曲，影片创造性

地运用电影化的手法，采用实景与布景

相结合的手法，加入一定的故事情节来

烘托演唱部分。

此后 10 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

了 5 部 长 征 题 材 电 影 ：《万 水 千 山》

《红 线》《四 渡 赤 水》《祁 连 山 的 回 声》

《草地》。

1977 年翻拍的《万水千山》保留了

全景式再现长征全程的故事主体，不

同于 1959 年的版本，这是一部以电影

形式拍摄的舞台艺术片。1983 年拍摄

的《四渡赤水》是一部全景式展现毛泽东

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队

围追堵截的影片。其采用的“中央指

挥部——前线指挥所——前线”三层

空间叙事模式对后续八一电影制片厂

军事题材大片的创作具有先导意义。

1984 年推出的《祁连山的回声》和 1986

年创作的《草地》是两部小分队模式的

长征题材影片。其中，《草地》是八一

电影制片厂第一部着重描写过草地的

长征题材影片。编剧王愿坚用细腻的

笔触聚焦小人物的心理状态，影片拍

摄手法平实，以情动人。

进入新世纪后，八一电影制片厂锐

意创新，采用多角度、多维度的创作方

法重新演绎这一伟大征程，推出了 10

余部长征题材影片。

2006 年上映的《我的长征》以主人

公王瑞的成长为主线，通过孩子的视

角，展现长征中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这是一部全景式展现长征历程的影片，

创造性地采用小红军战士的视角，以个

人化、亲历者的角度，表达出“跟党走、

跟着毛主席走”的思想内核。

2016 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了《勇士》《大会

师》《生死 96 小时》三部影片。这些影

片沿袭了长征题材电影的叙事模式，又

各有探索，呈现出新时代百花齐放的艺

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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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级 英 雄 杨 根 思 是 电 影《长 津

湖》中 再 现 的 一 个 人 物 角 色 ，他 抱 着

炸 药 包 冲 入 敌 群 与 敌 同 归 于 尽 。 影

片还呈现了他的日记本，写着：“不相

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

了 的 困 难 ，不 相 信 有 战 胜 不 了 的 敌

人！”

此前，电影《长津湖》点映专场走进

第 83 集团军“杨根思部队”。本版特刊

登一组该部官兵的观影心得。

——编 者

翟继群（政治委员）：

70 多年前，“三个不相信”精神激励

抗美援朝将士不畏艰险、敢于牺牲、战胜

强敌。影片中，除了杨根思老连长外，还

有很多人物身上生动展现了“三个不相

信”精神的伟力，比如，新兵伍万里奋勇

投弹、老兵雷公驾车携标识弹疾驰。“三

个 不 相 信 ”精 神 是 克 敌 制 胜 的 战 斗 宣

言。70 多年过去了，一代代“杨根思传

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三个不相信”精

神却深深刻印在每名官兵心中。新时

代，传承好“三个不相信”精神，就要进一

步加强对官兵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熏陶，

引导官兵提振精气神、克难争第一，培塑

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电影《长津湖》走进“杨根思部队”——

“三个不相信”精神激荡英雄气

光影纵论

着薄棉衣，吃炒面、啃土豆、喝冰水，冒

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轰滥炸坚

守阵地，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梯，

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忍

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

敌机轰炸军列的惨烈，通信塔突击的紧

张，新兴里搏击的勇猛……战火硝烟、

枪林弹雨等特效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

但更令人震撼的是志愿军战士视死如

归 、向 死 而 生 的 血 性 胆 气 。 皑 皑 白 雪

中，一个个血肉之躯，虽饱受风雪摧残，

却仍在层峦中筑起了一道移动的“钢铁

长城”。

电影《长津湖》细腻描摹了志愿军

将士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影片中，

先烈们的话语字字铿锵、句句滚烫，一

直激荡在每个观众心间。诗意山河与

无情战火的强烈对比，深切地表达了人

民对和平与美好新生活的无比珍视和

期许。

电影《长津湖》深情礼赞了伟大的抗

美援朝精神。多年后，美国人回忆起朝

鲜战争时说：是“谜一样的东方精神”打

败了他们——而这种精神，就是革命英

雄主义支撑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抗美

援朝这段意义非凡的历史，跨越时空、历

久弥新。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

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

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

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津湖》启示我们：一个觉醒了的、

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

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场外回音

仇安（连长）：

影片中，老连长杨根思舍生忘死，

抱起炸药包与敌同归于尽的场景让我

热泪盈眶。作为英雄传人，我们应当清

醒地认识到，我们手中接过的，不仅仅

是光辉的荣誉，更是沉甸甸的使命。我

们必须不断提升打赢本领，时刻保持高

度警惕，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拉得出、

顶得上、打得赢，做到决战决胜，以此告

慰先烈英灵，让这盛世，如他们所愿。

闻乐（班长）：

看完《长津湖》这部电影，我思绪万

千。那些为国牺牲的战士，都是英雄，

都是民族脊梁。我们要学习志愿军将

士在祖国危难时刻无私奉献、挺身而出

的伟大精神，学习他们在生死考验面前

不怕牺牲、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作为

特级英雄杨根思的传人，我们一定要踏

循先辈足迹，赓续英雄血脉，以“三个不

相信”精神作为前进动力，勇挑重担、勇

克难关，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

李伯利（战士）：

电影中，172 团是我们这支连队的

前身。长津湖战役的惨烈，第 9 兵团付

出的代价之大，我在很多场合都听过。

通过大屏幕，极端的天气、双方补给和

武器装备的差距，都生动展现在我面

前。志愿军将士不畏艰难、英勇战斗的

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李代兵（战士）：

影片《长津湖》让我们走进历史，走

近那些最可爱的人。英雄虽逝，但他们

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我们每天喊

响老连长留下的“三个不相信”英雄宣

言，既是对老连长精神血脉的传承，也

是在不断提醒着我们随时准备像老连

长那样去战斗！

严晟铭（战士）：

我的家乡就在根思乡（隶属江苏省

泰州市泰兴市）。在我们家乡，处处可

见“根思文化”。家乡父老以“命名”的

方式，表达着对英雄的缅怀与思念。身

为根思乡人，我深感荣耀；身为“杨根思

部队”的兵，我备感荣光。我将发扬好

“三个不相信”精神，坚守好新时代的

“小高岭”。

（刘宸源、王 越整理）

下图：电影《长津湖》杨根思战斗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