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触纪录电影《冰上时刻》，源于被它

的海报吸引。冰场上，3 个身穿橘红色战

袍的冰球少年背靠背围成一个圈，准备迎

战来自各个方向的对手。这张海报让人

自然联想到励志与热血，然而这并不是该

片想要表达的主题，《冰上时刻》是创作

者、主人公和观众共同完成的一场关于梦

想、成长、亲情的思考与体验。

怀着对冰球懵懂而执着的热爱，曲瑞

晨 、于 力 凡 、翟 子 男 3 个 9 岁 的 孩 子 在

2018 年夏成为了影片主角。客观平实的

镜头把 3 个冰球少年对梦想的追逐，以及

背后 3 个家庭经历的快乐与阵痛娓娓道

来。

教育之法、成材之路，并无一定之规，

往往选择的时候就意味着舍弃。片中每

个家庭虽然选择冰球的初衷都是“孩子喜

欢”，但当冰球关系到孩子未来的职业乃

至整个家庭的生活方向时，就不是一句简

单的“喜欢”可以解决了。这是真正属于

他们的“冰上时刻”——是年轻生命蜕变

的时刻，也是父母为孩子的选择而做出选

择的时刻。

少年心事总相通，3 个冰球少年无一

例外选择了坚持。“我喜欢打冰球，就像妈

妈喜欢孩子。”曲瑞晨的心声给了大家一

个无法拒绝的理由。若非深切的热爱，一

个玩心正盛的孩子怎能发出这样的感悟？

孩子可以为梦想不顾一切，但家长不

得不慎重权衡，因此双方的碰撞在所难

免。于力凡爸爸总是用最直接的方式给

儿子“挑刺儿”，而性格温和的于力凡在筋

疲力尽的那一刻终于爆发：“要不你自己

试试？”为了不耽误训练，曲瑞晨连睡觉、

换衣服都只能在车上完成。吃饭时，他突

然 问 妈 妈 ：“ 你 8 岁 辛 苦 ，还 是 我 8 岁 辛

苦？”出国走上职业道路的翟子男，在训练

之余哭着上国内网课的画面，不知藏着小

小少年的多少难以承受之重……令人反

思的背后是如履薄冰的焦虑，是银幕前每

一位家长在面对孩子教育时的同感。这

也正是该片力图在心灵层面与观众实现

同频共振的艺术追求。

人生如赛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

“冰上时刻”。该片的主题逐渐从体育延

伸开来，凸显了亲情与成长的精神内核，

让不同观众有机会透过他人的生活，审视

自己的人生，进而得到各自的启示。

有观众说，《冰上时刻》贵在真实。这

话当然没错，纪录电影的本质就是真实。

但它的真实是客观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

机统一，并非比着尺子描红生活的刻板真

实。创作者从浩如烟海的素材里萃取精

华，经过二度创作，使全片铺满了爱和勇

气的底色。当看到片中一群生龙活虎的

孩子像风一样飞驰在冰面上，身上迸发

出的那种彼此信任、自我超越的正能量，

观众的心也跟着升温。更走心的是，比

赛前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付出和守候。曲

瑞晨妈妈教育孩子时总是循循善诱：“你

老是想着困难，就会越想越难。”于力凡

爸爸一边神情严肃地说，“不要怕输，要

怕就怕自己没有尽全力”，一边小心擦拭

着儿子的冰鞋。这些细节都在不经意间

触动着观众的情感线。

生 活 没 有 剧 本 。

该片摄制团队有着和

冰球少年一样的纯粹

与执着。一千多个日

夜的跟拍，跨越中国、

俄罗斯、加拿大、瑞典

等 多 国 ，用 镜 头 把 碎

片化的生活静静地记

录下来。正如导演所

说：“纪录电影是与时

间 的 博 弈 ，是 时 间 结

出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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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之水门桥》 和 《狙击手》

作 为 春 节 档 期 两 部 抗 美 援 朝 题 材 电

影 ， 备 受 关 注 。 两 部 作 品 紧 扣 历 史 ，

分别围绕抗美援朝战场的一场战斗展

开，构建起真实战场和传奇战场并立

的叙事模式，塑造了立体而具有极强

真实感的英雄人物形象。

《长津湖之水门桥》 取材抗美援朝

战争运动战阶段第二次战役的一次重

要战斗，聚焦七连这支小分队在大兵

团作战背景下的行动。《狙击手》 取材

阵地战阶段的一次遭遇战，突出五班

在冷枪冷炮运动中的战斗。两部影片

都长于使用俯拍远景镜头、运动镜头

和特写镜头，来对战场环境进行或宏

大或细微的描述。《长津湖之水门桥》

中 ， 围 攻 堡 垒 、 占 领 指 挥 部 、 肉 搏 、

突袭、炸毁水泵和坦克等，这些战争

场 景 的 构 筑 都 产 生 令 人 震 撼 的 观 感 。

《狙击手》 则相对去繁从简，紧紧围绕

一处无名山坡的狭小野战工事展开战

场。影片以黑白为主色调，茫茫冰雪

构建着生死一线的肃穆，偶尔伴随一

声枪响，缓缓涌动出雪白血红。虽多

用小场面，但 《狙击手》 紧扣人物身

份，巧心雕琢出快速滚动、换位的运

动枪战，营造出让人窒息的紧张感。

《长津湖之水门桥》 的叙事焦点在

于 如 何 炸 桥 ， 战 役 成 败 ， 系 于 七 连 。

《狙击手》 的任务更加明了，竭尽五班

全 力 乃 至 全 班 人 性 命 营 救 侦 察 员 亮

亮。两部影片中两支小分队的孤军深

入，最终都聚焦于英雄在关键时刻的

绝杀——伍千里只身炸桥，陈大永殊

死争锋。稳健的戏剧张力，一气呵成

的集体与个体置换，都展现了故事的

传奇性。

塑造兼具真实性和传奇性的人物形

象，是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叙事的难点。

两部电影人物都有原型，从 《长津湖之

水门桥》 里能够看到志愿军老兵李昌

言 、 郭 荣 熙 、 姜 庆 云 的 影 子 ，《狙 击

手》 原型则来自志愿军神枪手邹习祥和

张 桃 芳 。《长 津 湖 之 水 门 桥》 有 前 作

《长津湖》 打下的基础，不必再费时费

力塑造人物，就能深度展现人物面貌。

《狙击手》 则通过人物之间看似平淡无

奇的互动、同中有异的方言，在点滴处

彰显人物心理、性格，于简约中凸显人

物形象的真实感和传奇色彩。

两部影片中，牺牲与传承都是重

点表达的主题。《长津湖之水门桥》 在

每位主角的牺牲画面上都使用了多种

拍摄技巧，加之作品本身已建立起丰

富细密的情感层次，使得每一次牺牲

都成为微妙的情感变奏。《狙击手》 的

情感层次则简练许多，几名战士相继

牺 牲 的 过 程 都 没 有 渲 染 ， 中 枪 倒 地 ，

无声无息。如此残酷的表达，较真实

地还原了战场真相和战争本质。

不同的牺牲，衍生出不同的传承。

如果说，伍万里对伍千里的传承，在

《长津湖》 的铺垫下，能够自然过渡。

转至 《狙击手》 中陈大永和刘文武，由

于没有太多人物关系的铺垫，想展现

“传承”，难度无疑更高。《狙击手》 将

破题之法落在了人物性格对比上。极端

的战场环境，为理性与感性的急转提供

了充分的可能。坚强理性的刘文武和脆

弱感性的陈大永，最终在与敌人殊死一

搏中实现了精神层面的传承。

回看 《长津湖之水门桥》 和 《狙

击手》，尽管两部影片在叙事模式和镜

头语言的运用上都有较大差别，但在

主题意蕴上又有异曲同工之妙。两部

影片都以动人心魄的战争故事和个性

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让我们更加走

近了抗美援朝战争历史，对伟大抗美

援朝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在惊心动魄中展现英雄传奇
■徐 彤

作为电影 《长津湖》 的续作，《长

津湖之水门桥》 以这场战争为背景，将

志愿军战士的钢铁意志、顽强品格和视

死如归的铮铮铁骨，再一次生动呈现在

观众面前，深刻诠释了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

影片中，天寒地冻、暴尘肆虐、雪

浪翻滚，冰冷的残桥横在两座山体之

间，桥边即是万丈深渊。接到炸桥任

务，七连排除万难“三炸水门桥”阻击

敌军，狙击手平河抱着炸药冲向坦克，

在被坦克反复碾压后壮烈牺牲；火力排

排长余从戎为掩护战友，主动暴露自己

吸引火力，在美军战机轰炸中被活活烧

死；指导员梅生开着卡车冲向敌军阵

营，毅然决然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连

长伍千里孤身一人再炸水门桥，最终被

敌军数门机枪扫射坠桥……在通往胜利

的道路上，他们用壮烈牺牲浇灌和平之

花，用青春生命诠释出金戈铁马不惧

死、血战沙场铸军魂的无限忠诚。

“ 第 七 穿 插 连 应 到 157 人 ， 实 到 1

人。”影片中伍万里的一句报到，道尽

了战争的惨烈。冲锋前，七连战士们面

向祖国的方向敬礼，大声高喊：“新中

国万岁！”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奋不

顾身，他们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爱

得如此深沉。这份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

爱国主义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血脉，其坚毅决绝震撼人心。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舍生忘死、向

死而生的民族血性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具体体现。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但前方的路依然充

满风险挑战。我们要永远铭记抗美援朝

战争的艰辛历程和巨大牺牲，铭记在战

争中牺牲的英雄，并把这种铭记化作激

励我们向前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青春诠释忠诚
■马天宇

冰雪运动题材电视剧《超越》聚焦

短道速滑运动，刻画了冰上逐梦的三

代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群像。在跨度

30 余年的故事里，超越无处不在。观

众能从运动员的自我突破中感受到超

越，从短道速滑运动的传承中感受到

超越，从中国体育事业日益强大中感

受到超越。

超 越 ，始 于 热 爱 ，成 于 坚 定 。 剧

中，16 岁的陈冕在父母、教练都不支持

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短道速

滑之旅。面对自己起点低、基础差、年

龄 大 的 现 实 ，她 在 进 入 青 岛 队 、国 家

队、迈向国际赛场的经历中，用坚定信

念实现了成绩突破与自我超越。运动

员追逐梦想、为国争光，其间不知付出

了多少鲜为人知的心血。这一点不论

是从剧情，还是从每集结尾对运动员

的采访实录中，观众都可以深切感受

到。尤其是采访实录，以强烈的代入

感让观众感受到运动员的超越历程。

超越聚焦当下，更放眼传承。剧

中，第一代短道速滑教练员吴庆红，在

大雪中组织孩子们训练时去世。她是

在传承自己热爱的事业时离开的。当

吴庆红带的第一批运动员回来给吴教

练送别时，一群年龄不一的运动员走进

屋子。这一幕，既表现出吴庆红作为一

名教练收获了桃李满天下的成就，也象

征着吴庆红热爱的事业后继有人。

事业发展不仅需要传承，而且需

要相关领域的发展建设。通过该剧，

观众不难体会到中国发展强大对体育

事业的巨大支撑。这既激励着一代代

短道速滑运动员在赛场上创造佳绩，

又吸引着走下赛场的运动员，以不同

方式为短道速滑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采访中，国产冰刀企业负责人王阳，拿

着自己十四五岁时穿过的一双冰刀鞋

说：“这个（鞋）边缘很硬，皮子磨开以

后，把我的脚都已经磨到可以看到骨

头 那 种 状 态 …… 我 可 能 没 法 回 到 赛

场 ，但 我 的 冰 刀 希 望 一 直 在 赛 场 上 。

我特别希望中国运动员，穿自己本国

的产品，拿到奥运冠军……”

从小我中看拼搏，从大我中看超

越。如今，中国冰雪运动已经有了长

足发展。以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为

契机，中国冰雪运动的明天一定更加

美好。

电视剧电视剧《《超越超越》》——

拼搏写就超越拼搏写就超越
■段达辉

近期，由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

爱奇艺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电视剧《王牌部

队》播出。

该剧从 20世纪 80年代初高粱、顾一

野、江南征等一批新兵入伍讲起，围绕他

们在新兵连刻苦训练、参加边境作战、经

历百万大裁军、参加边境排雷、参加抗洪

抢险等展开，时间跨度将近 40年。剧作

聚焦 A集团军所属的战功赫赫的甲种师

234师 720团，以其编成内的一个落后连

队为叙事载体，使剧作的表现空间从北

方到南方、从南部沿海到西部高原、从绿

色军营到现代都市、从训练场到残酷战

场，形成了博大雄浑的气势。在内容上，

剧作展现了这支部队经历装备更新、编

制调整等多轮砥砺与洗礼，逐步成长为

追求卓越的王牌部队的历史进程。

剧作塑造了以高粱、顾一野、江南征

为代表的一批当代军人形象。其中着墨

最多的当是矿工子弟出身的高粱和来自

军人家庭的顾一野，重在揭示两人由于

不同的家庭出身和生活背景，所形成的

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一个性格外向、

直率张扬、浑身冲劲，一个性格内敛、成

熟稳重、含蓄隐忍，看起来是那样的泾渭

分明、格格不入，碰在一起就龃龉不断、

火星四溅。但他们又是惺惺相惜、生死

与共的战友。剧作的戏剧性，也因此在

他们的交往和碰撞中不断推进。

两位主人公因为有着极为鲜明的性

格特点，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因此他

们的军旅生涯总是跌跌撞撞。他们只有

在军队大熔炉里接受反复而严格的淬

炼，才能在剧烈对撞或患难与共中实现

蜕变，成长为我军有着优良素质和职责

担当的指挥员。从一支部队来说，成长

为真正的“王牌部队”也不是一朝一夕、

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长期的烈火熔铸

和痛苦锻造。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继

承弘扬我军优良传统所带来的深刻影

响。从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是

循序渐进、无处不在而又润物无声的，最

终融入了部队官兵的血液。

除了两位主人公外，剧作还刻画了一

系列各具个性的官兵形象。如江南征这

名女兵形象的青春、明丽、刚强，郑源这位

指挥员的硬朗、睿智、干练，都比较鲜明。

秦汉勇、宋建设、陆平凡、牛满仓等，则体

现着当代军人不同的成长路径和性格类

型，都有符合各自性格的艺术表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视剧《王牌部队》

所表现的内容是由“战”与“爱”两部分组

成。就“战”的层面而言，当代军人的姿态

就是练兵备战、等待一声令下就义无反顾

奔向战场，这是军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

在。与此同时，无论军人面临何种形式的

冲锋陷阵，哪怕是模拟战争的军事演习，

哪怕是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应急反应，都可

能会有难以预料的伤痛乃至牺牲，这是军

人成长道路上和履职尽责中无法避免的

必然。因此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一

直是这部剧作大力弘扬的主题。剧中本

是一支“弱旅”的官兵，但他们总是不服

输，总是着眼于如何履行崇高使命，一切

按照最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竭尽全力

也要打造一支真正全面过得硬的“王牌部

队”，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这其中，剧作所揭示的我军进步不

仅仅是装备的更新，更是观念的更新。在

40年的岁月更替和艰苦磨砺中，这支部

队始终奋斗的目标就是，能够打败一切敢

于来犯之敌。

就“爱”的层面而言，剧作的表现是

多角度的。除了对主人公爱情的勾勒与

叙述外，还有很多具有情感力量的细

节。比如高粱对在战场上牺牲的哥哥始

终有着永不释怀、时常萦绕在胸的思念

和敬爱，并将哥哥因战功所得的带有纪

念意义的手表一直带在身边，这是剧作

设置的一条极富寓意的辅线。当然，更

加触动人心的还是军人大爱的表达。鬼

耳岭村民触雷受伤，韩春雨收养因触雷

致盲的女孩荆荆，后来她在演习中两次

踩雷，临终前要求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

给荆荆，使其重见光明……这些情节使

剧作显得温暖饱满而激荡人心。

作为一部当代军旅题材剧，《王牌部

队》最具看点的，还是从个体成长经历折射

出的部队发展历程。这其中，变化的是时

代环境，永远不变的是军人的使命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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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心得

《长津湖之水门桥》讲述的是伍千

里带领七连三炸水门桥的故事。水门

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敌我双方必争

之地。

“争”这个词贯穿影片始终，使情节

充满血性和张力。电影开场即进入战

争状态。志愿军缺少火炮，刚刚缴获的

炮弹被敌机炸毁，伍千里带领大家再从

敌军那边“要”回来。志愿军舍命冲击

敌人防线，炸毁下碣隅里敌人机场，切

断南援北溃的敌军。在敌人南撤途中，

志愿军一路追击阻击其退路，七连和九

连争分夺秒到达水门桥。水门桥的攻

守得失就在敌我双方一“争”之间。

有人说，当面对极为严苛、生死一

瞬的环境时，人类做出的选择，往往闪

耀着人性的光辉。对志愿军来说，这种

选择来自于他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必

胜的坚定信念，来自于他们对祖国和人

民的热爱。于是，战士们个个冲锋陷

阵、视死如归。影片中，那些在名单本

上被圈上姓名、被撕下姓名牌的烈士，

我们甚至都来不及看清他们的脸庞，他

们就已慷慨赴死。正是无数这样大无

畏的英雄儿女用身躯与信仰相互支撑，

在天寒地冻的异国他乡最终赢得战争

胜利。

片尾，伍万里抱着伍千里的骨灰归

乡，眼前浮现出哥哥的形象。哥哥：“万

里，你不是说你一个石头能打三十个水

漂吗？”弟弟：“那是因为我找到一块特别

特别好的石头。”没有断肠哭诉，情到深

处自然流露出的话语，让观众瞬间触动

心弦。是的，哥哥让弟弟找到了一块特

别特别好的石头。这块将信念与胆识发

挥到极致的坚石，不仅能击起阵阵涟漪，

还能掀起层层巨浪，激起不可阻挡之

势。这就是革命军人坚如磐石的信念。

信念坚如磐石
■苏湲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