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部革命和军事题材电影，是传
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作为对观众
起影前导读作用的电影海报，也成为赓
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见证。很多海报背
后都深藏着充满时代感的故事，富有极
强的艺术感染力。

为重温电影海报给我们带来的审
美冲击力，本版开辟“电影海报赏析”
专栏。赏析内容包括影片梗概、海报
画面内容、海报画面美学表现手法、海
报制作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等，敬请
关注并踊跃投稿。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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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光

辉史册中，有一支英勇顽强的战地电

影摄影队伍。1938 年，八路军延安电

影团成立，后转战东北参与建立东北

电影制片厂，经解放战争后成为北京

电影制片厂的新闻处，1953 年经政务

院（国务院前身）批准，成立了中央新

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其中，有多位电

影 摄 影 师 倒 在 了 纪 录 历 史 风 云 的 现

场，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 27 岁。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这支战地电

影摄影队拍摄了纪录片《解放东北的

最后战役》《东北三年的解放战争》，其

间 有 3 位 摄 影 师 牺 牲 在 辽 沈 战 役 中 。

1948 年 10 月，在辽沈战役的义县战斗

中，电影摄影师张绍珂赶往前线。当

时，正逢他的妻子难产要动手术，他没

来得及等待妻子手术的结果，也没看

到孩子出生，便随部队出发了。战斗

中，敌机密集扫射，他舍身保护摄影器

材，壮烈牺牲，时年 30 岁。解放军部队

攻入锦州时，电影摄影师杨荫萱随队

突入城中，进行巷战拍摄。在辽沈战

役攻打义县时，他拍摄了炮兵阵地、敌

人的碉堡、义县恢复城市秩序等珍贵

镜头。在锦州作战时，他不幸中弹牺

牲，时年 24 岁。辽沈战场上，电影摄影

师王静安不止一次地对助理说“如果

我倒下了，你就拿起机器向前拍去”。

在锦州战役中，他在距敌人 30 米的战

壕里拍下我军战士冲锋的许多镜头。

在攻占老城时，他随机枪班的十几名

战士运动到敌人跟前的一座庙里。在

敌人的猛烈炮击下，他身负重伤，壮烈

牺牲，时年 27 岁。

在战争年代，战地电影摄影师作

为特殊的战士，手持摄影机冲锋在最

前沿，还拍摄了纪录片《淮海战役》《解

放天津》《北平入城式》《解放太原》《百

万雄师下江南》《第四野战军南下记》

《大战海南岛》《大西南凯歌》等。

新中国成立后，在进军西藏过程

中，有 6 名战地电影摄影师和 9 名助理

跟随部队前进，完成了纪录片《解放西

藏大军行》的拍摄。这支队伍中的电

影摄影师关志俭，在高原的艰难跋涉

中 ，因 患 急 性 肺 炎 不 幸 牺 牲 ，时 年 20

岁。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

国作战，电影摄影师杨序忠随志愿军

赴 朝 参 战 。 为 拍 摄 中 朝 人 民 军 队 反

攻，他和战友们到达最前线，冒着敌人

炮火拍摄。一次，志愿军遭到敌机轮

流轰炸、扫射。杨序忠让战友隐蔽，自

己却拿起摄影机拍摄敌机轰炸的真实

镜头。后来在桦川以北地区，他在敌

机轰炸中牺牲，时年 23 岁。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电影摄影师们完成了《抗美

援 朝》（第 一 辑）、《抗 美 援 朝》（第 二

辑）、《朝鲜西线大捷》和《突破三八线

解放汉城》等纪录片的拍摄。

1955 年 4 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

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电影摄影师郝凤格

受命随团前往拍摄。他与参加亚非会议

的部分工作人员乘坐“克什米尔公主

号”飞机飞赴万隆。由于美蒋特务在飞

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途中发生空难，郝

凤格牺牲，时年 28岁。他被安葬在八宝

山革命烈士陵园，那里竖立着周恩来总

理亲写碑名的遇难烈士纪念碑。郝凤格

的儿子后来也成长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

制片厂的一名优秀电影摄影师。

1955 年，电影摄影师张凤悟随摄

制组赴安徽金寨县拍摄梅山水库修建

时不幸牺牲，时年 24 岁。张凤悟也经

历过抗美援朝战场的洗礼。当时，他

冲入着火的防空洞中抢救出摄影机和

胶片，被评为二等模范。

这些战地电影摄影师们用他们的

热血和忠诚，为国家留下了不可复得

的真实历史画卷。这些影像都将成为

宝贵的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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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幕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互动表

现形式。通俗地说，是指观看视频时

弹出的评论性字幕。

如果你在网上观看影视剧时，开

启弹幕功能，当剧中人物盲目自信地

做出一个判断时，有时你可能会看见

弹幕“优势在我”飘过几十次。这 4 个

字，来自 1991 年 8 月 1 日上映的电影

《大决战之淮海战役》。影片中，蒋介

石在战役前夕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对

于国共两党的军力进行分析，得出一

个结论：“80 万对 60 万，优势在我。”蒋

介石很自信地认为，战役优势在国民

党一方。当然，战役最终结果与他自

信的判断截然相反。

“优势在我”这句弹幕就成为了一

个“梗”。每当其他影视剧中，有人盲

目自信地作出并不符合实际、过于乐

观的判断时，网友就会以弹幕方式用

这 4个字表达自己对情节的反馈，并与

当年的经典电影情节遥相呼应。“梗”，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笑点”。但这个

“笑点”并非“俏皮话儿”，而是可以反

复利用的“固定语”。一个网络用户必

须有一定的阅读、观影量，才能理解他

人抛出的“梗”。

在浩如烟海的“梗”中，有几部军事

题材系列影视作品可谓“梗王”。它们

是《大决战》系列、《大转折》系列、《大进

军》系列，再加上《决战之后》。它们贡

献了“优势在我”“总座高见”“准备了一

桌饭、来了两桌客人”等；电视剧《亮剑》

（2005年版）、电视剧《潜伏》，贡献了“晋

西北乱成了一锅粥”“嘴上说的都是主

意，心里想的全是生意”等。

“造梗”“用梗”现象其实不算是全

新事物。曾几何时，“50后”“60后”“70

后”们，也模仿过“高，实在是高”（来自

电影《地道战》）的台词。在通信还不

够发达的年代，“造梗”已经在口口相

传中流行。到了网络时代，伴随资讯

和传播技术的发达，“造梗”“用梗”才

成为一种观影现象。

在网络“热门梗”的世界里，通常

用于“造梗”的素材有三类：台词、事

件、人物。比如，“优势在我”常常出现

在弹幕中，就是利用“台词梗”的典型

例子。

近观网友“造梗”“用梗”现象，我们

可以发现有以下特点。“非功利性”，网

友的“造梗”“用梗”大部分用于表达观

点和交流看法，几乎不存在任何创造直

接利益的动机。“高效性”，网友们在弹

幕中只要刷到某个“梗”，立即就能领会

发表者的意图，并迅速跟进讨论。“多元

性”，所有这些“梗”的使用，不仅可以化

作弹幕、评论来帮助网友们与影视作品

互动，更可以用作网友间直接的交流。

“兼容性”，也就是语义和寓意都不是固

定的；比如“优势在我”，可以用来讽刺

一个人，但也完全可以用来自嘲。

在“造梗”“用梗”现象中，年轻人是

主力，展现出这个群体开阔的阅读范围、

大量的观影经验和极具创新的思考能

力。今天，我们在怀念《大决战》《亮剑》

等军事题材影视作品贡献诸多“梗王”

时，也期盼能有更多经典影视作品的诞

生，为我们贡献更多正能量“梗王”。

弹幕中的军事“梗王”
■陈 绿

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改编自李

英儒同名小说，由严寄洲执导。影片

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

者杨晓冬、金环和银环，不畏艰险在敌

人内部与敌特斗争，有力配合解放区

军民作战的故事。片中，王晓棠饰演

金 环 和 银 环 姐 妹 两 个 角 色 。 该 片 于

1963 年 11 月公映，2005 年获得“中国电

影百年百部名片”奖，2011 年入选国家

广电总局电影局“新中国电影选萃”50

部优秀影片。

《野火春风斗古城》的电影海报，

由该片美术助理费兰馨绘制。费兰馨

于 1958 年从原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调

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时，正是八一

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影片的一个辉煌

期。厂领导和摄制组最初没交给费兰

馨画海报的任务，但她喜欢画画，觉得

有责任和义务做这件事。当时工作环

境比较艰苦，费兰馨就在狭小的宿舍

里，趴在地上一气呵成绘就了这幅海

报。她把海报拿给严寄洲导演看，很

快通过并受到好评。电影海报是通过

画面来表现主题的，对影片起着画龙

点睛的效果。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

中有一组镜头：由于银环不慎暴露了

与杨晓冬接头的地点，眼见杨晓冬被

敌特逮捕。银环靠在电线杆旁，露出

很内疚、无奈的眼神，这一细节令费兰

馨印象深刻。于是，费兰馨就以古城

为背景，将银环的这一瞬间形态绘制

在海报上——用最简洁的画面语言，

突出了“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一主题。

笔 者 多 年 前 收 藏 了 这 张 海 报 。

2017 年 10 月，笔者邀请王晓棠、费兰馨

在海报上留下了亲笔签名。

古城记忆
■董兴喜

因工作关系，这几年我先后多次前

往帕米尔高原采风、采景和拍摄电影。

2021 年 1 月，退役军人、红其拉甫边防连

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勇救落水儿童牺

牲 的 感 人 事 迹 传 遍 大 江 南 北 。 同 年 3

月，中宣部追授拉齐尼·巴依卡“时代楷

模 ”称 号 。 怎 么 创 作 这 部 人 物 传 记 片

呢？我又一次踏上了帕米尔高原。

记得那天，阴云密布慕士塔格峰，好

像也在为英雄的离去而悲伤。我独自静

静坐在拉齐尼·巴依卡家的小院里，试想

在有限的篇幅空间里捕捉到一个更能准

确、集中讲述他短暂却又闪光一生的脉

络。

小院的草棚下，同拉齐尼·巴依卡一

起巡边的牦牛静默地看着我，眼神中似

乎透出一种悲戚。我久久注视着拉齐

尼·巴依卡的父亲巴依卡·凯力迪别克宽

大的背影，他坐在院门口凝视着远方，可

以感觉到他在极力克制着失去儿子的痛

苦。我不断品味他对被救落水儿童母亲

说的话：“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是一样

的孩子，请不要太过悲伤……”这位父亲

与儿子一样善良、坚毅。当拉齐尼·巴依

卡跳入寒冬的冰湖舍身救人时，是怎样

的精神世界在支撑着他？他心灵成长的

原点又在哪里？在这小小院落里，我似

乎找到了创作的灵感。

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

护 边 员 们 是 非 常 独 特 的 群 体 ，一 代 又

一代戍守边疆是他们的传统。在鸟儿

都 飞 不 过 去 的 死 亡 之 谷 吾 甫 浪 沟 ，他

们要面对的是孤独与生死无常。拉齐

尼·巴 依 卡 一 家 三 代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环

境中生存的。

在常人无法想象的生长环境中，拉

齐尼·巴依卡耳濡目染了爷爷、父亲以及

无数边防战士守边护边使命的神圣。我

接下来做的事就是要紧紧抓住拉齐尼·

巴依卡成长历程中每一个重要节点，并

架构出整体框架，这是全篇的脉络、根基

以及创作的基石。人物传记片的特点是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于是，从上一代众

多与他们家有深厚情感的边防军人中，

我拎出了刘红军这个人物。他身上承载

着拉齐尼·巴依卡的爷爷、父亲与边防战

士纯真质朴的深厚情谊，更承载着几代

人共同的信念。正是在爷爷、父亲、刘红

军的影响下，少年拉齐尼·巴依卡立志长

大后要接过父亲的牦牛鞭，继续守边护

边之路。他在救人的那一刹那，迸发出

的坚定、勇敢，也是他人格的真实写照。

我在影片中设计了许多具有象征意

味的细节道具，比如牦牛鞭、小飞机、鹰

笛、雄鹰等。

牦牛鞭是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

护边使命的载体，拿着牦牛鞭就意味着

要承担戍边守边的责任。拉齐尼·巴依

卡的名字是爷爷给他起的，塔吉克语就

是雄鹰的意思。他牺牲后雄鹰久久盘旋

在慕士塔格山巅，好似意喻着他在牵挂

每一位亲人。雄鹰不断盘旋，慢慢朝着

太阳远去，象征着拉齐尼·巴依卡精神的

升华，他对祖国的赤诚、对这片土地的热

爱也久久回荡在每个人的心中。

随着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剧

本创作的深入，我的内心也在成长，并

将这种成长的心路历程融入到创作中。

下图：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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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陆 军 某 旅“ 狼 牙 山 五 壮 士 ”生

前 所 在 部 队 军 史 长 廊 ，收 藏 有 一 张

海 报 。 每 逢 新 兵 下 连 ，这 张 海 报 都

会迎来无数敬仰的目光。

电影《狼牙山五壮士》选材自抗日

战争时期著名英雄故事，透过屏幕，五

壮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精神激励

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史 文 炽 ，八 一 电 影 制 片 厂 导 演 。

1958 年 ，他 带 领 摄 制 组 前 往 狼 牙 山 。

他们用了近一个月在当地老乡家里了

解情况，登上狼牙山亲身感受战斗现

场，后来将这段历史故事用电影方式

讲 述 出 来 。 该 片 公 映 迄 今 已 过 去 64

年，“狼牙山五壮士”这一用生命和热

血谱写的英雄壮歌早已深入人心。

《狼牙山五壮士》的电影海报是丰

碑式、雕刻式、凝重式的。画面选取了

“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前，最后一刻的英

雄形象。在暖色调的光晕中，这个群像

所迸发出的力量感，像一座大山，坚不

可摧。不同的神态和表情，相同的眼神

与姿态，气壮山河。在海报背景中，硝

烟弥漫、乌云密布，相互交融，有力地彰

显出当时的险境。总的看，海报中形象

塑造和周围环境巧妙融合，以烈士与山

河同在的气势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

击。这些不同元素集中展现了一个主

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现年 83 岁的河北省电影公司退休

电影放映员张子诚回忆，《狼牙山五壮

士》公映时他前往农村放映，海报中的

五壮士形象深受村民喜爱。《狼牙山五

壮士》海报中的整体造型、性格刻画与

忠勇精神，成为镌刻于那代人记忆深

处的光影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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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壮歌
■杜世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