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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

中心推出的百集系列纪录片《战旗》圆

满收官。从去年建军节当晚在国防军

事频道首播、央广军事等新媒体平台同

步推出，该片播出历时一年多。

观看纪录片《战旗》，总让人想起电

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为

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

它！”百集《战旗》透过战旗的故事，让人

们看到人民军队的历史，更让人深切感

受到人民军队的英雄主义品格和浸透

着烈士鲜血的赤胆忠诚。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阅兵式上，100 面战旗集结，100 个英

雄番号气壮山河。战旗方队的功勋荣

誉战旗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从全军

部队遴选确定，集中展示了我军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英雄集体。在阅兵式上，气

势恢弘的战旗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接

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聚

焦功勋荣誉战旗，制作拍摄百集纪录片，

旨在光影再现人民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

历次边境作战中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无

比珍贵的优良传统和不胜不休的战斗意

志。该片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这一主

线，力争通过讲述百面战旗背后的故事，

既致敬英雄先烈，又激励全军官兵传承红

色基因，不断书写更为辉煌的新篇章。

为了向观众奉献一部高质量的纪

录片，摄制团队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在搜集、研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历时

半年，跨越大江南北，行程 10 万多公里，

深入 100 面战旗的继承部队，寻访近百

位老兵及亲历者后代，采访多名军战史

专家学者，挖掘出 100 面战旗背后一个

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真实准确是纪录片的生命，但仅靠

文字史料是难以触摸和感知残酷的作战

细节的。本着展现历史本身的真切和质

朴，《战旗》运用大量珍贵历史影像，力求

在真实的影像资料基础上，巧妙设置时空

对比，多维度构建具有故事情节的叙述方

式，向观众呈现战旗背后的历史。为了真

实还原每面战旗背后的英雄故事，《战旗》

摄制团队进行了抢救性采访。他们先后

采访了已年过百岁的“白刃格斗英雄连”

老战士董跃先等近百位老兵。那一件件

泛黄的军装、一枚枚闪耀的勋章，都在述

说着永不磨灭的铁血荣光。

为了力避与其它反映同一内容的纪

录片和影视剧有雷同，把人们耳熟能详

的历史拍出新意，《战旗》运用了重细节、

讲故事的情景再现手法，拍摄了 150 余

场战争情景再现，使历史片断得以“复

现”，英烈得以“复活”。

为了提升纪录片品质，《战旗》在严

格遵循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借鉴影视及

戏剧的故事化创作手法，精心构思全片

叙事结构和各个叙事段落，并综合运用

动画、声音演绎等多种表现方式，将精

美且饱含深意的视听语言，与深刻厚重

的内容相结合，力图使作品达到视觉效

果和思想主题的有机统一。此外，摄制

组还特邀多名话剧、朗诵艺术家倾情演

绎，用声音带观众回到历史现场，了解

英雄人物故事和战旗精神的由来。通

过音视频呈现，观众可以沉浸式地了解

革命先烈的英雄壮举、革命道路的艰难

曲折、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进而由衷

地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传承精神。

可以说，《战旗》纪录片是一部浓缩的

人民军队战史，是一套讲述人民军队战斗

历程的音像教材。日前，该纪录片已被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上图：纪录片《战旗》海报。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褚 银

“放下你的武器，中国的地面上决

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这句经典台词

出自电影《平原游击队》，是游击队长李

向阳对日本侵略者义正词严的警告。

该片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于 1955

年上映，讲述了李向阳带领队员与日军

巧妙周旋，并最终克敌制胜的故事。

电影海报主次分明、构图严谨，呈

现的是李向阳带队隐蔽在地道口的场

景。李向阳位于画面中心，他头戴军

帽，身体前倾，紧紧趴伏在地面上，手中

紧握驳壳枪，专注地观察着敌人动向。

画面最上方的青年游击队员端着长枪，

随时准备战斗。其下方的队员则显得

相对老成，他神情凝重，好似蓄势待发

的利箭。画面左下角，区委书记孟考也

紧握手枪、紧盯敌情。地道外，硝烟滚

滚，烘托出浓郁的战斗氛围。

海报选取了高饱和度的颜色进行

绘制，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

感染力。4 个人物呈现不同色彩，在黑

暗的地道中十分具有辨识度。偏棕色

的地道也分层晕染，突出光影变换。4

人视线汇聚处为地道口，亮度逐渐增

强。海报右上角是视线的延伸，用较

亮的蓝色呈现，与洞内昏暗的场景形

成对比。整幅海报结构平稳，巧用色

彩增强画面空间感、纵深感，生动展现

了游击队员的战斗风采。

平原英勇克敌
■曾潇娴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

动人的歌谣。爬上飞快的火车，像

骑上奔驰的骏马……”这首经典歌

曲 出 自 1956 年 上 映 的《铁 道 游 击

队》。该片改编自刘知侠同名小说，

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讲述了抗

日战争时期，被群众亲切称为“飞虎

队”的一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铁

路运输线上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

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海报化用了影片中的两次经典

战斗画面，通过上下构图方式呈现。

上半部分为人物近景描写，展现了铁

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带领队伍在火

车上战斗时的英姿。飞扬的衣角与

手腕系着的红布不仅表现了列车疾

驰的状态，而且展现了刘洪的矫健身

手与英勇胆识。刘洪一只手牢牢抓

住火车扶手使身体保持稳定，另一只

手则紧握驳壳枪，双眉紧皱，探身观

望前方敌情，随时准备战斗。下方是

刘洪带队员前去营救芳林嫂等战友

的惊险场面。他与队员骑着骏马疾

驰穿越铁轨，倾斜的姿态与身形无不

显示惊险与急迫，远处冒着滚滚浓烟

飞驰的火车也为画面增添了紧迫感，

烘托出游击队员的勇敢。

电影海报格调清新、淡雅。火

车白色浓烟巧妙带过上下衔接部

分，使得它们在视觉上浑然一体。

海报在白烟上以醒目的红色写就片

名，配合风向呈向前之势，突出了铁

道游击队的战斗风貌。整幅海报再

现了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洋溢着

荡气回肠的英雄气息。

铁道“飞虎”英姿
■许文赫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国家

电影局在全国组织开展优秀影片展映展

播活动。活动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至年

底开展，在全国影院、台网等重点展映展

播党的十九大以来创作推出的一批优秀

电影作品。

这次重点展映展播的优秀影片，深

情抒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恢弘史诗，

生动描绘了新时代欣欣向荣的壮丽景

象，全景式呈现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譬

如，《1921》讲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担

当起救亡图存历史重任、让中国革命焕

然一新的宏大故事，堪称生动鲜活的党

史教育课；《金刚川》《长津湖》《长津湖之

水门桥》描写了我志愿军将士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的英雄壮举，是爱国主义和革

命英雄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我和我的

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

《守岛人》从普通人中选取一个侧面、一

段经历、一个故事，讴歌了他们奋力拼搏

的精神风貌，让观众受到心灵洗礼。

近些年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期间，都曾有过主题鲜明、

内容精彩的电影展映展播活动，均取得

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这些展映展播

活动既烘托了纪念重要历史事件和庆祝

重大节日的气氛，又强化了广大观众对

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历史记忆；既以庄

严的政治主题弘扬了主旋律，又以人们

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了正能量；既让观

众享受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文化成果，又让人们受到了爱国主义、

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熏陶，可谓一举多

得。有位青年在观看了迎接党的二十大

展映展播的几部影片后，深有感触地说：

“这些优秀电影，让人看到了鲜活的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

展史，称得上是有声有色的党课，我受益

匪浅。”

在诸多文艺形式中，电影作为记录

历史、反映现实的光影艺术，历来被人们

青睐。围绕某个主题展映展播优秀影

片，集中了电影作品精锐，形成了“集团

作战”优势，可以实现多重效益。很多优

秀国产影片可以让人们感受到中国革命

从苦难到辉煌的曲折历史，也可以让人

们从英雄人物的事迹中受到激励。电影

对人的教育引导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

的、不是大水漫灌式的而是细水长流式

的、不是立竿见影式的而是潜移默化式

的。它通过人物形象、角色语言、故事情

节、艺术渲染等方式方法，生动巧妙地讲

述故事、阐释历史、传递真理，在“润物无

声”中使人受到精神熏陶和思想升华，而

这些恰恰是其他宣传教育形式难以比拟

和替代的。

我军有运用电影电视等文艺形式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主题观影

活动也历来为广大官兵所喜爱。除可以

适时组织官兵参加国家和地方举办的各

种重点展映展播活动外，还可以结合部

队建设和练兵备战需要、官兵思想实际

和文化生活需求，组织举办更多集中观

影活动。这样的活动在丰富官兵文化生

活的同时，还可以让官兵在优秀电影作

品的熏陶中不断增长历史知识、升华思

想境界、砥砺战斗精神，为部队建设提供

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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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纪录片《军工记忆》是观众了

解我国军工历史和武器装备研制的重

要 窗 口 。 近 期 ，由 国 防 科 工 局 和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于 2017 年 ~2018 年 联 合

摄 制 的 5 集 纪 录 片《军 工 记 忆》（第 二

季），经 央 视 国 防 军 事 频 道《国 防 故

事》栏目改编后重播。改编后的《军工

记 忆》（第 二 季）保 留 了 原 片 主 体 内

容，将原片每一集改编为上、下两集播

出 ，播 出 时 长 控 制 在 20 分 钟 左 右 ，其

短小精悍的篇幅适应了新媒体时代的

传播规律。

《军工记忆》（第二季）以具有代表

性的 5 种武器装备的研制为选题，不仅

展 现 了“ 氢 弹 为 什 么 要 用 原 子 弹 来 引

爆 ”“ 军 舰 如 何 做 到 隐 身 ”等 硬 核 科 技

知 识 ，而 且 运 用 故 事 性 极 强 的 叙 述 技

巧 ，讲 述 了 武 器 装 备 研 制 的 历 史 背 景

与艰辛历程。该片每集都会在开篇抛

出 一 个 看 似 不 可 能 完 成 的 任 务 ，由 此

引 出 一 波 三 折 的 攻 关 过 程 。 如 4 年 内

完 成 新 型 两 栖 装 甲 车 的 研 制 ，并 且 要

向世界上航速最快的两栖装甲车发起

挑战，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任务

怎么完成？在设计水平相对落后的条

件 下 ，新 型 枪 族 的 战 技 指 标 如 何 达 到

世界先进水平？老军工人在口述采访

中 都 直 呼“ 这 个 太 难 了 ”。 悬 念 陡 生 ，

促 使 观 众 紧 张 而 又 期 待 地 要 一 探 究

竟 。 在 研 制 过 程 中 ，新 型 两 栖 装 甲 车

第 一 辆 原 理 样 车 在 长 江 测 试 中 沉 没 ，

设计时已在重量上锱铢必较的新型武

装 直 升 机 还 是 严 重 超 重 …… 研 制 受

挫 ，观 众 也 不 由 得 为 陷 入 困 境 的 军 工

人捏了一把汗。跟随片中影像资料和

众 多 军 工 人 的 口 述 ，观 众 终 于 看 到 浸

润着军工人智慧与心血的武器装备研

制 成 功 列 装 部 队 ，感 受 到 了 中 国 军 工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

奋斗史。

在纪录片《军工记忆》（第二季）中，

还有很多细节呈现了军工人为国铸剑

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受领新型两

栖装甲车研制任务时，装甲车辆专家陈

鹏 飞 还 有 1 年 就 要 退 休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他 勇 挑 重 担 ，带 领 团 队 日 夜 奋 战 。

他表示：“能够在有生之年，为咱们装甲

兵真正搞一个武器装备，那么我也不枉

此生了。”质朴的话语凸显军工人纯粹

的爱国情怀。“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在原

子核结构领域的研究已经很有成就，但

因国家需要又投身氢弹科研工作。他

的妻子 28 年后才知道，“老于是搞这么

高级的秘密工作的！”纪录片打开尘封

的军工记忆，军工人以立体饱满的形象

亮相荧屏，带给观众感动与启迪。

纪录片《军工记忆》（第二季）选择的

5 种武器装备，都是为了满足维护国家

安全需要而研制的。纪录片通过人物采

访和纪实拍摄的方式阐释了这 5 种武器

装备的国防建设价值，为军工存史，为军

工人留名。

该纪录片的改编对优质纪录片的二

次传播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通过精简

内容、压缩时长等“瘦身”方法，大型纪录

片可以实现“化旧为新”，以全新姿态焕

发生机，得到广泛传播。

展现为国铸剑的军工精神
■谢 威 张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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