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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

中心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新闻宣传中

心联合推出纪录片——《军工巡礼》，向

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向筚路蓝缕的大国

军工事业致敬。节目以“奋斗百年路，启

航新征程”为主线，全景展示 90 年来国

防军工 6 大行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涌现

的典型人物和感人故事。

一

201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

上，“长剑”系列巡航导弹中的最新型

号——“长剑-100”首次在公众面前亮

相。《军工巡礼》第 4 集《为国铸剑》一开

篇，便带领观众重温大阅兵中这一精

彩瞬间。大国重器，是大国底气的重

要支撑。

1931 年，距红都瑞金 100多公里外

的江西省兴国县官田村，红军第一座兵

工厂在这里正式创建，标志着党领导下

的人民军工淬火而生。观众透过第 6集

《强国铁甲》中的场景再现，看到了第一

代军工人使用锉刀等简易工具，夜以继

日铸造兵器、支援前线的身影。由于技

术、设备落后，地雷、手榴弹等火药装填

环节只能靠手工，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爆

炸。即便如此，铿锵的兵器铸造声依旧

响彻昼夜，为夺取战争胜利立下了不可

磨灭的功勋。

战 火 硝 烟 散 去 ，军 事 科 技 领 域 的

博弈还在继续。第 3 集《铸剑强兵》记

录 了 从 枪 械 修 造 艰 难 起 步 的 人 民 军

工，如何发展出特种装备大家族，为祖

国 铸 就 坚 实 铠 甲 。 第 7 集《铸 大 国 之

眼》记录了军工电子主力军守护大国

安全，支撑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坚实足

迹。第 8 集《逐梦九天》展示了中国在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重大

航天工程中取得的一系列成就……90

年来，一代代军工人用大国重器支撑

大国崛起。经过血与火的淬炼，红色

军工已经孕育出涵盖核、航天、航空、

船舶、兵器和军工电子等在内的完整

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国防科技工业始

终坚持党的领导，聚焦强军首责、引领

科技前沿、服务国家战略，走出了一条

改革发展的成功道路。

二

今天，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已日

趋完善，尖端科技的探索版图不断拓

展。然而，回望来时路，每一型武器装备

的研制都走过一段艰辛历程。

第 1集《破浪·“舰”指深蓝》中，记者

带领观众走进中国船舶大船集团。2012

年 9月，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

这里正式交付海军。它的入列，弥补了中

国海军远洋作战力量的空白，更是中国

“航母梦”初圆的历史性时刻。同样在这

里，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顺利

下水，意味着中国迎来“国产航母时代”。

第 5集《鹰击长空》回顾了航空工业

进阶之路上那些令人倍感振奋的故事。

开国大典上，新中国尚无一架国产飞

机。怀揣“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坚定

信念，一代代航空人不舍昼夜、只争朝

夕，先后攻克研究论证、设计制造、原型

机测试、定型生产等战机研制全程中的

各项核心关键技术。如今，歼-20、运-

20、直-20 已携手迈入中国航空工业辉

煌的“20时代”。

为以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全景展示

人民军工90年光荣征程，节目组在查阅大

量史料的基础上，依托武器装备的迭代更

新，追寻其背后的历史意义，揭示大国重

器发展的密码。节目制作过程中，记者深

入大国工匠生产一线，探访军工旧址，力

求摆脱资料画面的单一堆砌，通过影像化

展示、故事化呈现、艺术化演绎和跨学科

解读，描绘了众多武器装备的前世今生。

探寻茫茫深山中的核潜艇研制基地，

凝望布满岁月痕迹的弹头装配机床……

节目带领观众仿佛穿越时空，重回那个激

情燃烧、埋首苦干的峥嵘岁月。当目光跟

随镜头延展，浩渺烟波里，辽宁舰、山东舰

巨舰劈波斩浪，汽笛声响彻云霄；戈壁原

野中，“鹰击”长空、“长剑”啸天，滚滚洪流

卷起漫天尘土；万里高空之上，歼-20等

国产战机搏击天宇、呼啸苍穹……气势磅

礴的画面，为广大观众献上了一场大国重

器的视觉盛宴。

三

国之重器，以命铸之。节目中，记者

奔赴大江南北，不仅关注大国重器的制

造，而且将目光聚焦在军工精神上。

在第2集《核铸强国梦》中，伴随着歌

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悠扬的旋律，观众跟

随记者一同走入了鲜花盛开、碧草如茵的

青海金银滩草原。1958年7月开始，这片

草原迎来一大批核技术科研人员。邓稼

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1958年的一个晚

上，辗转难眠的邓稼先忽然对她说：“我要

调动工作了。”随后，邓稼先又说了一句让

许鹿希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记忆深刻的

话：“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就

献给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了。”

从“两弹一星”“深海蛟龙”到“大国

鲲鹏”，每款装备研制的成功，都有其独

特的艰辛往事。这些往事的亲历者，正

是一群将毕生心血与智慧奉献给国防事

业的军工人。

祝榆生，这位 66岁起带领团队打造

99式主战坦克的“独臂总师”，曾在迫击

炮试射中失去右臂，历经无数磨难始终

坚守装备研发第一线，誓要“能够和世界

先进的坦克相抗衡”。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50周年阅兵式上，当 99式坦克

原型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时，年

过八旬的祝榆生热泪纵横。2014年，96

岁的祝老弥留之际，向党组织缴纳了最

后一笔党费。祝老的故事是广大军工人

以身许党、丹心报国的生动缩影。

节目还通过珍贵影像再现、记者探

访等多种形式还原了大国军工诸多“十

年磨一剑”的真实历史，让“钢铁洪流”有

了动人的情感温度，同时也让“干惊天动

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幕后英雄走向台

前，生动彰显“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

天”精神等伟大精神。

总计8集的《军工巡礼》，讴歌了军工

行业铸国防基石、挺民族脊梁的奋斗历

程。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必将会在无

数国人心中种下一颗军工强国的种子，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注入磅礴力量。

上图：纪录片《军工巡礼》剧照。

纪录片《军工巡礼》讴歌国防军工行业奋斗历程—

铸国防基石 挺民族脊梁
■王宗怡 蒋 祎

光影纵横

电视剧《和平之舟》是一部题材独特

新颖、主题宏大深邃、情节跌宕起伏的力

作，艺术地把观众带入了一片陌生的领

地：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在忠于真实的基础上，如何用覆盖面

广、影响力大、渗透性强的长篇电视剧这

种大众审美样式，忠实反映“和平方舟”的

风采、为“和平方舟”的白衣天使传神写

貌？这确实有审美创造的难度。

首先，跨度时间长，空间布点多，而

舰上的戏拍摄难度大，医疗题材剧作塑

造人物形象时更有其特殊的难点。其

次，需要审美表现的事件太多。《和平之

舟》创作集体迎难而上，以可贵的智慧和

才华，以长篇电视剧独特优势翻越了这

些 难 点 ，努 力 使 难 点 转 化 为 作 品 的 亮

点。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创造。

这部戏的成功之处，在于首先正确

处理好了写人与写事的关系。电视剧当

然要讲好故事，但事在人为，故事的主体

是人。作为叙事艺术的电视剧，归根结

底要着力塑造好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

象。著名作家杜鹏程在总结创作《保卫

延安》的经验时就说过：一定要让人物牵

着事件的牛鼻子走，而万勿让事件牵着

人物的牛鼻子走。《和平之舟》较好地坚

持了围绕着人物形象塑造来呈现事件，

让人物牵引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全剧把镜头聚焦于塑造军医张渡航

和路阳、船长吴志方、政委叶南、海上医院

院长孙诚海，以及“蛟龙”突击队队员高奇、

机修工汪鸣等人物形象，努力循着他们跟

随“和平方舟”的精神轨迹来讲述故事、精

选细节，取得了感人的艺术效果。剧情开

篇从“和平方舟”在海上执行任务写起，围

绕着刻画张渡航与路阳的心路历程引出了

一桩桩引人入胜的抗疫抗劫、救死扶伤的

故事，并在讲述这些故事中多侧面、立体化

地完成了英雄人物群像的塑造。

其次，这部电视剧在“以人带事”前提

下注重在“事中觅诗”。即精准选择好细

节以凸显人物的诗情和美的精神境界。

譬如第 21 集中，孙诚海与姜护士长的对

话，讲到自己因为长年出海执行任务不能

与女儿相聚，就提到了女儿孙信信小时候

的一篇得奖作文：“我成长的时候，爸爸缺

席了，他一直在舰上……”在“和平方舟”

离开曼苏达港口时，叶南微笑着交给孙诚

海一封信。孙诚海打开一看，是女儿孙信

信当志愿者的照片，背后写着这么一行

字：“爸爸，我要与您并肩战斗！”这样的细

节，这样的话语，感人肺腑，是远远胜过那

些被“事”牵着人走的事件过程展示的。

再如第 18 集中，杨申假装胃痛，想留在

“和平方舟”上为相恋 3 年的女友唐诗医

生过生日的细节，入情入理，又以情感

人。经孙院长一席话道破后，唐诗的生日

变成了热热闹闹的“和平方舟”集体生

日。如此精彩细节，在《和平之舟》里比比

皆是。在某种意义上，细节决定成败。这

也正是《和平之舟》的一条成功秘诀。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

文联原副主席）

下图：电视剧《和平之舟》剧照。

以人带事 事中觅诗
■仲呈祥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日益增强，中国影视剧创作正以一种全

新的国际视野，在价值引领、题材拓展、

形式创新等诸多领域实现重要突破。

中国军旅题材影视剧更是佳作频出，电

视剧《和平之舟》便是其一。

《和平之舟》立足海军“和平方舟”

号医院船在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救

援的真实素材，采取虚实结合和人物

群像塑造的艺术手法，通过多个跌宕

起伏的故事，从海上、陆地、国内、国外

多 个 时 空 维 度 ，生 动 塑 造 了“ 和 平 方

舟”号医院船所体现的“生命之舟”“和

平之舟”“友谊之舟”“文化之舟”的形

象。“和平方舟”这一“和平使者”所蕴

含的国家气度和中国军人、军医的“医

者仁心”，是全剧彰显的精神主线。在

剧中被官兵亲切称呼的“大白”是该剧

“一号人物”。

电视剧《和平之舟》以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国际化视野，让中国军旅题

材为代表的影视剧创作，从传统家国情

怀为主基调的叙事模式，转向在坚持爱

国主义前提下，从更高维度去解读中国

为人类家园所担负的责任与使命。从

这点上看，该剧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什

么才是真正的胸怀天下。

“和平方舟”号是一艘受日内瓦国

际公约保护的国际人道主义医疗救援

船。“和平方舟”肩负国际人道主义医

疗救援使命，只要人类家园依然有疾

病、灾害、疫情，“大白”和船上的中国

海军官兵、医生就不会停下医疗救援

的脚步。剧中，张渡航医生在救助一

个得了鼠疫的孩子时，为获得孩子信

任，不顾感染风险，毅然摘下口罩。这

或 许 违 反 了 规 定 ，却 体 现 了“ 和 平 方

舟 ”号 中 国 医 生“ 医 者 仁 心 ”的 大 爱 。

在援助曼苏达抗疫斗争的剧情中，中

国医生不仅治病救人，更是无私把手

术录像交给对方，正所谓“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所以，中国的“和平方

舟”不仅仅是一艘国际医疗救援船，更

是一条友谊之船。此外，剧中还通过

中 国 美 食 文 化 、古 筝 演 奏 的 展 示 ，向

“和平之舟”所到之国展现博大精深的

中国传统文化，展现了“和平之舟”“文

化之舟”的风采。

《和 平 之 舟》在 人 物 塑 造 上 并 未

采 取 凸 显 主 角 光 环 的 艺 术 手 法 。 群

像的人物塑造让观众从主角到“和平

方 舟 ”号 每 一 位 官 兵 、每 一 位 医 生 乃

至后勤保障人员身上，都能找到闪亮

的 坐 标 。 作 品 在 情 感 戏 处 理 上 也 避

免 了 煽 情 套 路 。 在 张 渡 航 面 对 妻 子

患 病 、聚 少 离 多 的 家 庭 戏 份 中 ，作 品

始 终 以 外 在 克 制 甚 至 淡 化 的 艺 术 处

理 来 诠 释 这 一 人 物 。 这 种 克 制 反 而

衬托了军人本色，在冷峻、理性、克制

的 外 表 下 ，实 则 是 一 颗 重 视 亲 情 、爱

情 、友 情 的 火 热 的 心 。 此 外 ，作 品 中

对 反 恐 、枪 战 、动 作 元 素 恰 到 好 处 的

加 入 ，贴 近 海 军 真 实 质 感 的 服 装 、化

妆 、道 具 ，乃 至 剧 中 对 诸 如 旗 语 等 军

事元素的严谨规范使用，都增添了该

剧的观赏性。

（作者系《文艺报》艺术部主任、北

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

从更高维度诠释胸怀天下
■高小立

场外回音

微电影《志·愿》由空军政治工作部

宣传文化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由参加

抗美援朝作战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陶

伟倾情出演，讲述一位抗美援朝老英雄

在今年 7 月 1 日带小孙子观看建党百年

庆典直播的温情故事。

影片细节刻画细腻。在中国人民

志愿军空军烈士陵园，陶伟俯身轻轻擦

拭昔日 3 位战友的墓碑，将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纪念徽章轻轻放在烈士墓

前，而后掘起 3 抔带青草的黄土小心翼

翼装进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

的铁盒中……一举一动无不展现出老

英雄陶伟对 3位牺牲战友的深切怀念。

陶 伟 掘 3 抔 土 ，有 何 用 意 ？ 带 着

疑 惑 ，观 众 又 看 到 祖 孙 2 人 参 观 抗 美

援 朝 纪 念 馆 ，却 给 了 检 票 员 5 张 票 。

在 广 场 观 看 庆 典 直 播 前 ，祖 孙 2 人 用

了 5 个座位，陶伟将 3 抔黄土分别放在

中间 3 个座位上。由此观众也便解开

了 心 中 疑 团 ——3 张 票 、3 个 座 ，陶 伟

为的是带 3 位牺牲战友来看这盛世景

象。当一抔一抔土被放在座位上时，

观众的心被深深触动了，影片也迎来

了高潮。陶伟观看大屏幕上飞机飞过

天安门广场上空时，镜头一转，他仿佛

又看到昔日战友。在黑白影像里，他

们身着军装，为祖国有如此先进的战

机拍手叫好。

片中呈现的一些具体数字，也让人

久久不能平静。“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志

愿军空军战斗起飞共计 2457 批 26491

架次，击落敌机 330 架，击伤 95 架……”

这些数字的背后，闪烁的是一个个鲜活

的生命。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敌机肆

意轰炸，在我志愿军地面部队面临极大

威胁的情况下，志愿军空军无惧艰险，

一次次冲上云霄与敌人作殊死搏斗。

陶伟时年 19 岁。

这 部 微 电 影 用 短 短 12 分 13 秒 让

观 众 近 距 离 感 受 了 一 段 英 勇 悲 壮 的

英 雄 故 事 ，“ 陶 伟 ”们 可 敬 可 爱 、可 歌

可泣。

影片让我们深受触动的，还有陶

伟 小 孙 子 的 细 微 言 行 。 他 将 爷 爷 挂

满 军 功 章 的 老 式 军 装 举 过 头 顶 递 给

爷 爷 、拿 出 毛 巾 准 备 擦 拭 烈 士 墓 碑 、

精 心 护 着 装 在 挎 包 里 的 3 抔 土 、与 爷

爷 一 起 敬 礼 等 ，无 不 透 露 着 敬 重 英

雄 、缅 怀 英 雄 ，已 然 在 他 幼 小 的 心 灵

生根。这是一种言传身教，更是一种

红色基因传承。

整部影片没有台词，语言留白却很

耐读。穿越时空，英雄从未远去。只要

我们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

下图：微电影《志·愿》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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