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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电影《跨过鸭绿江》上映。该

片以严肃的历史笔法，有重点地还原了

抗美援朝战争过程。影片结构纵横开

合自如，影像恢弘壮阔，以撼人心魄的

叙事手法为观众建立起一种全景式的

历史认知。

影片从 1953 年 7 月 27 日彭德怀司

令员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后的回

忆展开，以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为

主线，进行立体架构。全片从彭德怀的

第一视角讲述，富有亲和力；在重大事

件叙述中，辅以黑白影像资料等纪录片

元素，增强了真实感；在讲述五次战役

的作战部署时，使用三维地图作解，更

加直观形象。这不仅有助于观众直观

感受战争双方的决策部署、战役筹划和

战场内外的博弈，而且激起观众继续了

解抗美援朝战争史实的动力。

电影《跨过鸭绿江》的独到之处在

于，在全局把握与细节雕刻、静穆历史

感与沉重悲壮感之间，找到了一种颇具

史诗风格的平衡，是对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的再挖掘。

一

片中，叙事的明线是彭德怀与邓

华、洪学智、韩先楚、梁兴初、曾泽生、傅

崇碧等人之间的将帅指挥关系。明线

之外，又以相当笔墨倾注于英雄官兵的

肖像刻画。他们穿着单衣埋伏在严寒

的盖马高原上，哪怕牺牲也要写下献给

祖国亲人的诗行；他们忍饥耐劳，哪怕

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人，也要牢牢坚守阵

地……比如片中，为掩护主力部队调

动、诱导美军放胆北进，第 335团在飞虎

山进行艰难阻击。守到最后，团长范天

恩 决 定 ，以 排 为 单 位 ，跟 美 军 打 车 轮

战。拼刺刀、炸坦克履带、火攻，他们以

举世无双的英勇战斗力，顶住了数倍于

己的美军的轮番攻击。这些情节都实

现了个人形象与民族精神的彼此交融。

影片还以准确而细腻的人物心理

描画，不断触击人心。比如，毛岸英牺

牲后，彭德怀蹲在大榆洞指挥所的防空

洞洞口，握着毛岸英的手表，对副司令

员邓华说：“给中央写的这封电报，是我

这辈子写过最艰难的电报。”说罢，声泪

俱下。再比如，在飞虎山阻击战中含石

充饥的王小毛，在长津湖地区伏击时脱

下棉衣为枪取暖的小豆包，对这些普通

士兵的心理刻画，也增添了英雄群像的

层次感和丰富感。

二

片中，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

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等，

一幅幅作战场景连缀成篇，将观众带回

到 70 多年前那个血与火的战场。随着

剧情推进，片中展现的那些令观众时而

激昂澎湃、时而心怀壮烈的情感氛围，

不仅是创作者叩问历史真相的心迹，也

带给观众对战争与和平、生死与存亡的

灵魂拷问。

战争决策和战略博弈方面，中国、苏

联、朝鲜，美国、南朝鲜，几组平行推进的

场景暗含交锋，既是多焦点、多支点的视

觉融合，也是对政治、战争、人性的深

度描写。比如率军出征的彭德怀司令

员，为了解最新战情，冲在大军之前深入

战场，甚至与大部队失联。而美第 8 集

团军司令沃克在第二次战役中下达撤退

命令，在回应质疑时称“麦克阿瑟在东

京，听不到这里的炮火”；麦克阿瑟拒绝

了李奇微请他在办公室安装电话机以便

联系的请求，等等。由两军对比推及战

局演进，给观众留足思考空间。

彭德怀在战报中写下“三十八军万

岁”的历史已为人熟知。对这一情节的

处理，影片难能可贵地关照到战报发送

到松骨峰阵地的情景——漫天飞雪中，

团长范天恩跪在一片焦土之上，面对牺

牲战友的遗体悲痛难言。此时，通信员

高扬着战报，喊道：“同志们，彭总嘉奖

我们了！彭总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万

岁！彭总还说，三十八军万岁！”银幕

上，通信员忍着泪；银幕外，观众已忍不

住泪流。这就在展现历史的同时铺展

了一块安放情感的地带，也给一场残酷

战斗留了一个温暖慰藉的收尾。再比

如，当彭德怀讲述到，“在美军陆战一师

逃往兴南港的必经之路上，我军早有设

防，但是……”此时，他的声音转为沙

哑、空白，无声处，衔接了冰雕连的悲壮

画面。毛主席收到“饥无食，寒无衣”的

电报后感叹：“自革命以来，这是我第一

次听见彭德怀叫苦。长安一片月，万户

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

样的呈现给观众以深深震撼，对战争的

残酷和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都有更加深

切的理解。

三

唯有真情，能够冲破时空阻隔；唯

有真心，才是发起深层叙事的动力。虽

然时间已过去 70多年，但《跨过鸭绿江》

将那段热血传奇徐徐展开，让我们读懂

了先辈们的浴血奋斗，领悟了生死关头

溢乎心胸的伟大与崇高。

片中的长津湖之战，卧雪爬冰的

反 击 准 备 是 最 艰 难 最 煎 熬 的 部 分 。

影片没有直接陈述这种艰难，而是设

置 了 美 陆 战 第 1 师 师 长 史 密 斯 考 察

长津湖战场的情景。史密斯说，这种

地方根本不可能打仗。话落，他就朝

着 前 方 白 茫 茫 的 大 地 连 开 三 枪 。 瞬

时，特写镜头下缓缓涌动起交相辉映

的血红雪白。敌人走后，一名埋伏在

雪地里的志愿军战士，气若游丝地问

杨根思：“连长，我是中弹了吗？为什

么 我 感 觉 不 到 ？ 我 …… 只 想 喝 一 口

热水。”再比如铁原战场，临危受命、

力 挽 狂 澜 的 第 63 军 ，在 几 乎 无 险 可

守、长达 20 公里的战线上，顽强阻击

了 数 万 美 军 的 疯 狂 进 攻 。 正 是 靠 着

这 死 守 的 12 天 ，志 愿 军 完 成 了 铁 原

以北防线的构筑，而第 63 军付出巨大

代价。彭德怀到达铁原阵地时，军长

傅 崇 碧 报 告 说 ：“ 军 容 不 整 ，军 威 不

正 ，请 首 长 原 谅 。”彭 德 怀 看 着 战 士

们，神情肃穆：“这是我见过，最整齐

的军容，最盛大的军威。”凡此种种，

令 人 不 禁 想 到 万 里 长 城 的 意 象 。 中

国人民志愿军浴血抗美援朝战场，展

现 了 中 国 人 民 万 众 一 心 、敢 于 斗 争 、

善于斗争的钢铁意志，筑起任何对手

都无法跨越的铁血长城。

在抗美援朝战争这部光辉史册里，

蕴含着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

骨，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舍

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请深深

记住，那些消逝在山川日月中的英雄名

字、部队番号；请永远记得，这是一曲气

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左上图：电影《跨过鸭绿江》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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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

的 意 志 ， 钢 铁 的 心 ……” 观 看 电 影

《跨过鸭绿江》 前，我情不自禁哼唱起

了原第 38 军军歌。我所在部队前身便

是志愿军第 38 军。我的爷爷也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名穿越火线的运

输兵，在“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

输线”上，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

次。每有亲友问爷爷在抗美援朝战场

打仗的事，他总是一句：“党让开进到

哪里，物资就运到哪里！”如果爷爷还

在世，我们一定会一起走进影院，重

温那段热血时光。

影片对第 38 军军长梁兴初这位虎

将形象的最新展现，是在第一次战役

结束后，彭德怀司令员把各军军长召

集到司令部开总结会。彭德怀站在全

局 角 度 ， 认 为 第 38 军 迟 滞 了 前 进 速

度，使战果大打折扣。随即，彭德怀

瞪大了眼睛，冲着梁兴初就骂。梁兴

初 心 里 很 不 是 滋 味 ， 恳 请 彭 总 不 要

骂。彭德怀瞬间提高了嗓门：“我不仅

要枪毙你，我还要撤销你们的番号！”

梁 兴 初 听 到 要 撤 销 番 号 ， 嘴 角 颤 动 ，

眼里布满血丝……那一刻，我的心也

被狠狠揪住了，双眼不禁通红，但目

光紧紧聚焦在片中梁兴初坚毅的脸庞

上。片中，梁兴初抑制住眼泪，字字

铿锵地说，不能取消 38 军的番号，前

线的将士们对得起这个番号，飞虎山

的石头能为他们正名……我的眼泪再

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伴随战役推进，抢占三所里的任务

落在了刚打完大仗还未休整的第 38 军

第 113 师身上。“38 军坚决完成任务！”

梁兴初说得斩钉截铁。即刻，第 113 师

紧急向三所里穿插，14 小时要行军 140

里山路。由于跑得太快，又是夜里，有

战士不慎摔下悬崖，战友们怀着悲痛心

情继续飞奔。最终，第 113 师成功占领

三所里，阻击了在逃美军。当捷报传到

志愿军司令部时，彭德怀拍着桌子兴奋

地喊道：“好！好！‘包饺子’了，38

军不辱使命！”“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三十八军万岁！”彭德怀动情地写完电

文。“三十八军万岁！”电影院里的我也

激动得在心里一次次呐喊。

紧接着，影片对阵地进行了描绘，

进一步呈现了志愿军牺牲的悲惨壮烈。

“同志们，彭总嘉奖我们了！彭总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彭总还说，三十

八军万岁！”通信员举着嘉奖通令在他

们誓死守卫的阵地上高声呼喊。烈士的

遗体依旧坚守在阵地上，他们已听不到

这个捷报，但他们让“三十八军万岁”

当之无愧。那一刻，我的心里也仿佛压

了一块巨石，仿佛置身天寒地冻的战

场，与通信员一起悲恸。

片尾，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

番号一行一行在银幕上滚动，第一个映

入眼帘的是“志愿军第 38 军”。勇立排

头、冲锋在前……作为英雄部队的传

人，我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在心中奔涌。

观影结束走出影院，我的心绪久久

才平复。细思起来，对于这段军史我是

熟悉的，而且在电视剧 《跨过鸭绿江》

中也看过相似的片段，但这次观影，我

为何仍热泪盈眶？我想，是因为红色基

因传承，是因为跨越时空，我仍能与先

辈们情感共鸣、精神相拥。

下图：电影 《跨过鸭绿江》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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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

制作推出 10集《星火燎原》系列沙画。这

部系列沙画改编自红色经典《星火燎原》

丛书，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的历史风云投射到一个个身处其中

的普通人身上，从不同主题、内容的小故

事入手，带观众感悟理想信念、初心使命

与牺牲奉献。

沙画《我的第一个指导员》将观众带

入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片中，由于受到欺骗宣传，村民对红

军充满恐惧，一听红军要来，“我”和乡亲

们慌忙往山里逃。一位未能留下姓名的

红军指导员，用赤诚打消了村民们的敌

意，并带“我”踏上革命征程。

沙画《十二烈士山》讲述抗日战争时

期的完达山，狂风卷暴雪，炮声隆隆，日

伪军突现密林。为了掩护后方主力部

队，东北抗联某连 12 名官兵誓死守卫前

方哨所。李连长双腿被打断却依然用颤

抖的手指扳动机枪，直到壮烈牺牲。

沙画《飞舟跨海 直捣琼崖》展现解

放军指战员如何在没有渡海作战经验，

也没有机械化渡海工具，更没有海军、空

军配合的情况下，在短短 3 个月内把一

支陆军部队转型为海战部队，最终解放

海南岛的艰辛历程。片中再现了当年官

兵走浪桥、滑木板、夜练驾船、登陆演习

等场景，呈现了我军将士扬帆渡海、浴血

杀敌的壮烈场面……

《星火燎原》系列沙画讲述的人物

和故事虽不多，但背后凝聚的是无数革

命 先 辈 和 人 民 群 众 铸 就 的 光 辉 岁 月 。

据悉，在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搜集了

大量史料。对不同年代、不同季节的人

物服装、发型、武器装备，以及故事发生

的不同地区地形地貌、植物种类、建筑

特色等，主创团队都通过老照片、纪录

片等多种途径去查证，并邀请多位军史

专 家 把 关 ，力 争 做 到 每 个 元 素 都 有 依

据、有出处。

时空流转，光影交错。《星火燎原》

系列沙画将沙画特有的艺术美也充分

展 现 出 来 ，增 强 了 作 品 的 感 染 力 。 沙

画人物栩栩如生，人物微表情、身高比

例、衣着等都很逼真。此外，沙画辅以

动画特效，让场景更生动。比如片中，

《地 下 医 院》里 缓 缓 升 起 的 红 日 、《为

了孩子》里母亲脸上淌下的泪滴等，都

赋 予 了 全 片 更 多 的 质 感 ，引 导 观 众 从

细微处感悟蕴含在革命历史中的深刻

内涵。

下图：《星火燎原》系列沙画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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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纵横

2021 年，一批反映辉煌党史、军史

的电影，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电影

《突破口》就是其中之一。

电影《突破口》取材自 1948 年解放

邓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的真实战役。

1947 年 6 月 ，刘 邓 大 军 千 里 跃 进 大 别

山，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

进攻。蒋介石急调大军“围剿”大别山

根据地。为粉碎敌人企图，晋冀鲁豫

野战军第 10 纵队奉命进军鄂豫边界，

开辟桐柏根据地。以少胜多的邓县战

役，是第 10 纵队挺进桐柏的第一个重

大胜利，对于巩固大别山根据地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代表中

共中央亲拟贺电：“刘、邓、李：庆祝你

们攻克邓县，歼敌六千余。”

《突 破 口》剧 情 围 绕 邓 县 的 防 守

与进攻展开，用艺术形式展现了解放

邓县的峥嵘岁月。导演张玉中表示，

我 们 力 图 通 过 探 究 历 史 、拼 接 碎 片 ，

努 力“ 还 原 ”刘 邓 大 军 挺 进 大 别 山 后

“立足”过程中的壮举，再现人民军队

那 段 波 澜 壮 阔 、艰 苦 卓 绝 的 奋 斗 历

程 。 影 片 依 托 邓 县 战 役 的 人 物 活 动

讲述历史事件，主要通过侦察连连长

郭 文 庚 完 成 任 务 的 过 程 完 成 主 体 叙

事。破城和守城是本片最大的矛盾，

电 影 故 事 围 绕 这 个 矛 盾 展 开 。 主 动

请战的郭文庚进城侦察，既有作为本

地人熟悉地形的优势，也有不易隐藏

的一面。果真，还没进城门他就被当

年的老同学、特别行动大队队长王世

祥认出，进城后又因防守严密处处碰

壁 。 与 恋 人 吴 敏 熙 相 遇 ，如 何 面 对 ？

被老师丁叔恒的“恩威”笼罩，如何在

逆 势 中 破 局 ？ 一 系 列 出 人 意 料 的 故

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片中，国民党邓县守军司令丁叔恒

是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本地人，之

前还当过临清县、新乡县的县长，在河

南大学任过教，深得国民党高层信任。

桐柏军区第 3 军分区司令员张廷发和

侦察连连长郭文庚，与丁叔恒既有军事

上的较量，也有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

对。张廷发司令员为破城孜孜以求、不

舍昼夜，胸中装着如何破城的大局；郭

文庚连长为达成目标，不惜牺牲个人利

益甚至生命。片中每个人物都有各自

的定位和行为支点，出之有据，表现有

力，真实可信。

一 部 优 秀 的 电 影 作 品 ，最 重 要 的

是看其向人们传递什么样的观念。《突

破 口》中 ，丁 叔 恒 守 城 无 果 后 懊 丧 地

说：“王世祥枪杀百姓的那一刻，这场

仗就有了结局。共产党在我之上，民

心才是真正的突破口。”得民心者得天

下，这种隐含于剧情的鲜明观念，不是

通过直白的语言口号呈现，而是通过

细腻感人的情节再现，令人深思。这

种给人启迪的效果，正是《突破口》主

创团队孜孜以求的。茅盾文学奖获得

者、电影《突破口》总策划周大新表示：

拍摄《突破口》，就是要借此展现共产

党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谛，这在

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左上图：电影《突破口》海报。

追寻战史 展现真谛
■卜金宝

场外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