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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经典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中国人民
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
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
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
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
之不理”，6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
平》，以 70年前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为
主线，生动展现了我们党驾驭复杂局
面的非凡智慧胆略、中国人民志愿军
保家卫国的壮烈历史画卷、全国人民
同仇敌忾的博大家国情怀，充分彰显
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维护和平的坚
定决心和巨大贡献，堪称是一部生动
阐释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交响。

这部电视片突破了以往宏大叙事
中政论占主导的思维定式，采取史论
结合、故事表达的方式；既突出档案史
料的厚重感，又注重场景重现的真实
感；既记录我军参战老兵的真情讲述，
又采信对手将帅士兵的往事追忆；既
生动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战役，
又深度思考当前我国应对风险挑战的
时代课题，融思想性、艺术性、史料性、
观赏性为一体。

放眼国际国内大变

局，以多维度的珍贵史

料，既客观准确，又删繁

就简，清晰完整展现出我

们党领导这场伟大战争

的正义和担当

抗美援朝艰难的决策过程，曾在
大量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得以演绎，以
至于大众耳熟能详，要想推陈出新必
须另辟蹊径。该片视野宽广辽阔、构
思大开大阖，开篇即采用白描手法，以
开国大典为原点按时间轴顺序，大色
块渲染朝鲜战争引发的波谲云诡的国
际时局，大线条勾勒我军出国参战这
一反复斟酌权衡的重大决策过程，把
主题主线牢牢确定在“为和平而战”的
总基调上，从而使主题更鲜明、主线更
清晰、主干更生动，观赏时有一种强烈
的历史进行感。

该片尤其在历史文献的选择上
巧妙精当，起到了一图一文胜千言的
效果。为说明党中央决策之艰难，该
片展示了毛泽东 10 月 2 日发给斯大
林的一份电报。同一份电报，俄罗斯
馆藏档案里说中国没有同意出兵，而
毛泽东起草的电文原稿中却是“我们
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
朝鲜境内”。同一份电报内容何以截
然不同？原来，毛泽东当天凌晨拟好
决定出兵的电报，等到书记处开会
时，与会者对是否出兵还存在顾虑，
毛泽东只好把电报稿压了下来。由
此可见，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的人民盼望和平
生活，参战不仅面临巨大的经济困
难，要与世界头号军事大国较量也存
在未知数。

中国共产党是富有远见的，毛泽
东最终做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
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艰
难决策。

党中央一声令下，几十万大军闻
令而动。电视片追忆军政大事，也不
忘讲述经典细节。片中特意记录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诞生过程，时
年 23岁的麻扶摇在战前动员时写下一
首表达决心的诗歌：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
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
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正是这几句顺口溜，经过作曲家修
改和谱曲后，成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里人人都会引吭高歌的激昂旋律。

置身战役战斗的大场

景，以亲历者的真情讲

述，既扬血性之勇，又彰

人性之光，让最可爱的人

更显得可信可敬又可亲

《为了和平》从影视、历史资料中
精心采撷一个个战争场景，用三维动
画立体展现敌我双方攻防态势，让观
众既从宏观上了解每次战役的发展过
程，又从微观上体察争夺高地要塞的
激烈战斗。同时，采用双方参战老兵
的同期声，让观众的思维和情绪跟随
镜头重返战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感
同身受的战争体验。

克劳塞维茨曾说：军队的精神
力量主要来源两大因素——苦难和
胜利。《为了和平》忠实记录了抗美
援朝战争中的恶劣自然环境和惨烈
战斗场景，客观表现了志愿军指战
员不怕困难，为争取胜利，英勇顽
强、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大无畏
精神。无论是松骨峰、长津湖、上
甘岭激战，还是铁道兵保畅通、卫
勤 兵 救 伤 员 、航 空 兵“ 空 中 拼 刺

刀”，官兵浑身都是以命相搏的血
性。相比我军，对手远远不及，这
从围歼英格罗斯特营的战斗中，战
士刘光子独自一人俘虏 63 名英军
士兵，就可见一斑。

评价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斗
精神，对手往往更具说服力。片中引
述了许多参战对手的感慨反思。麦
克阿瑟发出忠告：“谁想跟中国陆军
打仗，一定有病！”李奇微说：“中国军
队是他见过的最坚强而且最凶残的
敌人。他们也是最值得尊重的敌
人。他们从不向医疗车队开火，也从
未进攻过任何医疗站。”克拉克代表
“联合国军”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他感叹：“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
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
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
军司令官。”

这些异国军人的感慨，实质上是
在表达对他们从未遇到过的优秀对手
的尊敬。电视片单列一集，列举了邱
少云、黄继光、杨根思、毛岸英等英雄
的事迹。恰如片中所言：崇尚英雄才
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
出。这是领袖的殷殷期望，也是全社
会正在形成的风尚。

难能可贵的是，该片不仅叙述英雄
的壮烈牺牲，同时也讲述他们的儿女情
长、有情有义。38军著名的英雄曹玉海
本已转业，又重返战场壮烈牺牲。他想
念远在武汉的恋人，但对战友的嘱托却
是：“如果我死了，不要公开我和她的恋
爱关系，好让她另嫁他人。”英雄的崇高
光环里闪烁着的这种人性的善良之光，
不仅没有弱化英雄的形象，反而使他们
更丰满、更真切、更亲近，也更让人由衷
地感动和热爱。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受访参战老
兵大多已届 90高龄，他们的口述历史
弥足珍贵，他们的真情讲述也自带一

种穿越历史的动人光芒。

环视同仇敌忾的大

后方，以全方位的历史视

角，既描绘领袖的家国情

怀，又大写人民的爱国热

情，深刻揭示赢得这场伟

大胜利的力量源泉

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说：“战
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
众之中。”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
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伟大的战
争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两军对垒，伟大
的胜利从来都是举国同心、上下同欲、
同仇敌忾。

正如依靠人民群众支援才使我军
获得了一次次作战的胜利一样，《为了
和平》讲述了举国全力支援前线、无数
好儿女踊跃参军上前线的感人场景。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中华民
族众志成城，心心相通。

片中让人感动的有两个场景。一
是刘思齐痛失丈夫毛岸英，毛主席安
慰她，她以为只有自己痛苦，可当她握
住毛主席的手时，发现主席的手冰凉
冰凉的，这才意识到主席的失子之痛
痛彻心扉。二是黄继光勇堵枪眼壮烈
牺牲后，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她母亲邓
芳芝只能凭记忆告诉画家画像，毛主席
特意把这位同样有失子之痛的英雄母
亲请到中南海，领袖与人民的心如此
贴近，场面温馨又感人至深。战争让
许多家庭失去爱人、爱子，毛主席也不
例外，他和每个家庭一样有着共同的
悲伤，同时又有着共同的骄傲，这恰恰
是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生动写照。
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人民群

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只有动员
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
能赢得战争。
《为了和平》从各个层面，记录了

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抗美援朝运动在国
内高涨的历史。社会各界捐款捐物、
组团入朝慰问参战官兵，炽热的爱将
前方与后方的心紧紧连在一起。高度
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
民，极大鼓舞起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
和劳动热情，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也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
社会改革提供了巨大动力。

立足当今时代的大

背景，以多层面的时空连

接，既展示建设成果，又

展示精神风貌，全面反映

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

进程

只有全面完整回顾历史，才能从
容稳妥把握现在、奋发有为开创未
来。《为了和平》一大亮点，就是把历史
与现实交错穿插，不仅回顾呈现中国
共产党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
程，也展现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进
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时
空之桥。

片中，沙场点兵、大漠对抗、鹰击
长空、深海砺剑等实战化练兵备战的
画面鼓舞人心，抗美援朝英雄所在部
队继承光荣传统、争做“四有”新时代
革命军人的风貌激励人心。第六集
《伟大胜利》还全面展示了抗美援朝战
争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
业取得的巨大成绩，让人顿生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

尤其是片中摘录习主席在纪念重
大节日和重要活动时的讲话，更是画
龙点睛，为每集电视片牵出了一条红
线，也为全片构起了纲，聚起了魂。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正发生深
刻复杂变化，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
变和深刻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
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深刻的变化。
片中，习主席关于“三个不相信”“能
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
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
与和平的辩证法”等重要论述，既是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向
世界昭示了我们党治国理政、强军
兴军、民族复兴方略，以及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
胜一切强大敌人的斗争精神。

中国自古以来热爱和平，崇尚止
戈为武，铸剑为犁，先礼后兵，不尚勇
力，但当和平的美好愿望受到威胁时，
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为了和平决
不会惧怕战争，就像电影《上甘岭》的
主题歌《我的祖国》中唱的那样：朋友
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
的有猎枪。

左上图：纪录片《为了和平》海报。

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交响
———评大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平》

■程文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甘岭》《英
雄儿女》《奇袭》《铁道卫士》等很多反映
抗美援朝的经典电影，极大鼓舞了当时
中国人民面对强敌永不屈服的士气，成
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的不朽之
作。其中，八一电影制片厂在 1958年摄
制的电影《长空比翼》，作为新中国成立
后的首部空战片，拉开了新中国空军题
材电影的序幕，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
印象。

电影《长空比翼》讲述了志愿军空
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创造的空战奇迹，
展示了空军第一代飞行员敢打必胜、团
结奋战的光辉形象。影片中，刚组建不
久的空军部队敢与实力强劲的对手“空
中拼刺刀”，在保卫后方运输桥梁、压制
敌人空中火力等作战行动中尽显锋
芒。尽管电影的画面是黑白的，空战的
拍摄技术也不够先进，但观众依然能够
看到战机在数万米高空穿云而过、战士

们殊死搏斗的作战场面，特效制作效果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十分精彩。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空军赢
得了很多辉煌的战绩。影片在志愿军空
军的真实战例上进行艺术创作。主人公
张雷的人物原型是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
张积慧。他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击落了美
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电影《长空
比翼》聚焦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张雷的个
人成长历程，通过局部区域的空中较量，
以点带面地表现志愿军空军将士保家卫
国、不惧生死的英雄胆识和气魄。

影片的剧情并不复杂，节奏清晰明
快，在故事结构的搭建、人物关系的设
置、视听语言的设计、主题思想的阐释等
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一些叙
事策略和拍摄手法时至今日仍有可供
参考的地方。影片以时间为轴，揭开了
主人公张雷作为飞行员的成长过程，又
用插叙的方式加入他早期参军入伍的

经历。部队在黄河边遭遇敌机轰炸，张
雷的未婚妻杨华不幸掉入湍急的河水
中，两人失去了联系。这为张雷投身到
飞行员队伍埋下了伏笔，也建构起他不
怕牺牲的心理支撑。对于张雷来说，“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不只是口号，也是捍
卫正义的坚定信念。影片的最后，张雷
与在志愿军某医院任护士长的杨华重
逢，家仇国恨与儿女情长交织在抗美援
朝的战场上，这条情感线使人物形象更
加丰满，故事呈现也更加感人。影片通
过对张雷成长过程中细节的描写，为人
物的思想转变提供了合情合理的过程
支撑，也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电影《长空比翼》以志愿军中的普通
官兵为主角，生动勾画出了军人的坚毅果
敢和英勇无畏，上映后受到观众的一致好
评。影片在拍摄过程中，聘请了曾赴朝参
战的空军军官作为军事顾问，动用了多架
在朝鲜战场服役的米格-15战斗机配合

拍摄，演员深入空军部队体验飞行员的生
活。影片将抗美援朝的空战画卷铺展在
观众面前，激发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
信心，成为令人难忘的文化记忆。

近年来，饱含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底
蕴的多部红色经典电影在荧幕上反复
展映，那段历经风雨的峥嵘岁月被影像
珍藏，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始终能够给
予中华儿女勇往直前的底气和信心，传
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人们立足
当下，回顾光影中的历史印记，不仅仅
是重温那些难忘的时代记忆，更是为了
缅怀革命先烈的卓越功勋，体悟坚贞不
屈、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民族气概。

左上图：电影《长空比翼》海报。

抒写壮阔凌云志
■夏董财 郭兴林

作为《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电
影《我和我的家乡》在今年国庆档与观
众见面。影片分为《北京好人》《天上掉
下个 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
笔马亮》五个单元故事，讲述了发生在
中国东西南北中各个地域的家乡故
事。在观影过程中，影院中时常能够听
到观众的笑声，也不时传来轻轻的抽泣
声。也许，笑中带泪正是电影《我和我
的家乡》带给不少观众特殊的观影感
受。观众跟随影片情节的铺开，一起感
受乡情的温暖。

影片的五个单元故事充满了匠心巧
思，五个故事各自都呈现出了丰富的人
文色彩，而且与五组导演之前的作品都
形成了有趣的关联。一曲《我的祖国》响
起，配合着疾驰而来的高铁列车，观众仿
佛一下被带到了回乡的列车上。立足于
新农村变化，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非常
接地气，有欢乐、有感动，展现出家乡翻
天覆地的变化。

纵观《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故
事，整体上既有重复段凸显出的幽默
感，也有地域、人物和叙事自发带来的
转折与变奏。作为整个影片的开篇，在
《北京好人》段落中，张北京拿出自己攒
的买车钱给表舅看病，同乡人之间浓浓
的人情味让观众感同身受。在《天上掉
下个 UFO》中，热爱发明的黄大宝为了
千里送情，不得不给 UFO 事件圆谎。
《最后一课》则是最让人笑中带泪的一
个单元，曾经的学生举全村之力，为老
师复原了在 1992 年的简陋教室中上的
最后一课，在鸡飞狗跳之余，是让人动
容的脉脉温情。《回乡之路》则拍出了大
西北的风沙粗犷感，结尾出现真实的治
沙英雄照片更是让不少观众瞬间泪
目。在最后一个段落《神笔马亮》中，马
亮以手机摄像头中一个个虚假的俄罗
斯景观，对妻子隐瞒自己放弃留学去扶
贫的事实……五个故事涉及了医疗、教
育、环保、扶贫等与观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内容，同时将小品的意趣以合理方式
纳入到镜头语言内，依靠情节和场景来
侧面表现温暖乡情，突出了成熟的类型
创作所应有的情绪张力。

在电影的五个故事中，既有家乡人，
也有异乡客。影片立足小人物，表达了
中国人特有的乡土情结，将“思乡之愁”
这一隽永主题转换成“归乡之喜”。在电
影每个单元的过渡衔接处，网友们谈论
着自己关于家乡的记忆、色彩、味道、距
离……从离开家乡到回到家乡、建设家
乡，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经意间见证着家
乡的变化。

对于这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而
言，家乡逐渐变成了一个亲切又遥远
的词。五个故事的主角用不同的方式
建设家乡，只因他们心中都有着相同
的情感，饮水思源、叶落归根，影片对
“家乡”二字进行了相当具象化的阐
释，每一个笑点和泪点，都落在了看得
见摸得着的生活细节和情感上，不管
你来自何方，现在身处何地，都很容易
对它们产生共鸣。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温暖乡情动人心
■陈小强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