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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播出后，受

到多方好评。其全景式还原历史的品

格、真实再现战争进程的手法、英雄精

神与理想情怀的张扬，以及对崇高范式

的建构等，都充分地体现了当前影视创

作对新史诗的审美追求。

一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

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

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艺

术再现这段珍贵的历史有很多角度，也诞

生了很多相关题材的作品。但是，这其中

力求全面详实地完成历史描述，又不拘泥

于具体事件，使作品具有更为高远的美

学品格的作品还不算多，电视剧就更

少。总体来看，《跨过鸭绿江》真实再现

了历史。这是其成功的基础。作品生动

表现了志愿军如何过江参战、怎样取得

五次战役的胜利使局势逆转、如何在谈

判桌上步步为营取得主动，终于签订停

战协议等重要节点。在此基础之上，作

品深刻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必

然。剧中呈现了二战之后国际局势深刻

变动下殖民体系解体、共产主义思潮兴

盛对美国及欧洲先进发达国家形成的重

大影响。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抓住殖民

体系解体的机遇巩固其在欧洲的地位；企

图遏止共产主义思潮，与苏联展开战略竞

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借口介入朝鲜内战，将战火

烧到了中朝边境，美军飞机多次轰炸我国

东北边境地区，妄图实现其战略图谋。

尽管美国的战略重心是欧洲，最主

要的竞争对手是苏联，但朝鲜半岛无疑

已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作为朝鲜的邻

国，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事实上已经被动

地卷入这场战争中，成为战火燃烧的地

区。如果这种态势得不到扭转，中国不

仅自身的建设不能顺利进行，还极有可

能被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

和平建设的进程将会夭折，新生的人民

政权面临危机。新中国百废待兴，必须

阻止战火在家门口的蔓延。如何扭转这

种局势，能不能出兵，敢不敢出兵，正

是对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严峻考

验。《跨过鸭绿江》客观全面地表现了

当时的国内外局势，真实再现了党中央

对是否出兵参战审慎认真的研究思考，

终于做出了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

作战的战略决策。

二

全剧的叙述基本从三个层面展开。

最集中的是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

合国军”的军事博弈；其次是国内党中

央的指挥、决策与人民群众对抗美援朝

的支持；同时，在情节发展的重要节

点，展现了包括苏联、美国以及印度等

其他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事态的反

应，其中不仅涉及到军事行动，更涉及

到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民众情绪的导

向等多个侧面。这种宏阔的视野使《跨

过鸭绿江》的叙事表达超越了具体的军

事行动。作品在较为全面地展现历史的

同时，揭示了历史的必然。从这样的历

史观出发，作品有力地表现了中国人民

志愿军出国参战的道德正义与国际正

义，表现了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之后不

屈不挠、敢于战斗且善于战斗、最终夺

取胜利的精神品格。

但是，电视剧如果仅有“历史”视

野，仍然不能完成“艺术”表达。要对

涉及面极广、人物众多，且以战争场面

为主的历史进行艺术表达，有很多挑

战。《跨过鸭绿江》在努力呈现历史面

貌的前提下，对人物形象塑造与事件发

展进行了艺术选择，突出了那些最具意

义与特色的方面。如关于战争场面的表

现，处理不好就会雷同。为避免这种可

能，《跨过鸭绿江》十分注重强调不同

战斗场景的特点，如长途穿插、高地坚

守、长津湖极寒地带的埋伏、上甘岭的

坑道战，以及不同情况下战士们的牺牲

等，使战场环境各具特色。在人物塑造

上，作品注重不同人物的身份、经历，

力求表现出不同形象的鲜明个性。以志

愿军司令部的几位指挥员为例。作品刻

画了彭德怀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大将

风范，也表现了他丰富的个性，如战友

之间的兄弟情谊，对战士的深厚情感，

喜欢下象棋来放松自己。其他几位副司

令员亦各有特点：邓华沉着周密，韩先

楚寡言干练，洪学智则机智风趣等。

《跨过鸭绿江》还塑造了一系列普通人

的形象，其中一些人起到了贯穿全剧的

作用。如神枪手陆乘风，侦察排长郑锐

与他的妹妹郑双雪，金医生与护士王珍

珠、汽车兵马金虎等。他们均是个性鲜

明的“活着”的人物，是性格迥异的

“这一个”，而不是简单的概念化符号。

注重细节的刻画也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大大增强。如道具的使用十分巧妙。

毛岸英的手表、梁兴初的石头、李奇

微留给彭德怀的手书便签等都产生了

渲染剧情、强化情感的作用。特别是

一些无声的细节，如杨根思手背上的

冻疮，郑双雪被美军投放的细菌感染

发烧昏迷后脸部的猩红，在长津湖雪

地潜伏的战士受伤后的鲜血逐渐染红

雪地等，虽无声，却胜有声。在表现

战争场景方面，《跨过鸭绿江》力求逼

真地还原真实。不论是场面氛围的渲

染，还是声响效果的呈现，都使人有

如临其境、惊心动魄之感。

三

史诗品格的另一个美学特征就是对

崇高之美的表现。为了表现志愿军将士的

战斗精神，《跨过鸭绿江》并没有因此简

单化地描写美国军队及其将领。不可一世

的麦克阿瑟，总是傲慢地发出指令，不仅

没有把志愿军放在眼里，也没有把白宫的

杜鲁门等放在眼中。美军原第八集团军司

令沃克，虽然对战争的具体情况有很多符

合实际的分析，却总是被动地服从麦克阿

瑟。接替沃克的李奇微则是一个具有军事

才能与政治头脑的指挥官。他喜欢到前

线，善于观察分析。正是他发现了志愿军

后勤补给方面的短板，实施战略撤退，又

展开“磁性战术”与“撕裂行动”，使志

愿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与此同时，无论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飞机如何多，

炮火如何密集，坦克如何充足，装备如

何精良，都难以撼动志愿军将士保家卫

国的坚强意志。李奇微与美军从未遭遇

过如此坚毅勇敢、顽强善战、不怕牺

牲、勇于胜利的军队。他们在一次次企

图消灭这支军队的同时，也一次次深切

体味到这支军队的坚强伟大与不可战

胜——并不是物资与装备方面的，而是

战术与意志方面的。

抱着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杨根

思，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枪眼掩护战友前

进的黄继光，一个人坚守阵地两天两

夜、歼敌280余名的胡修道，在燃烧的

烈火中一动不动、直至牺牲的邱少云，

在长津湖潜伏冻亡后仍然保持着战斗姿

势的“冰雕连”战士，遭受重大伤亡仍

然在坑道中坚守40多天、终于迎来反

击并夺取阵地的上甘岭英雄……在朝

鲜，在与侵略者抗击的战场上，英雄数

不胜数。他们构成了不朽的群雕，捍卫

了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安全与国际的正

义。他们的勇敢与牺牲，扭转了战争的

局势，换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

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

志、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他们的

崇高品格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

于牺牲的道义品格与民族精神，成为我

们克服困难、开拓进取的宝贵财富与强

大力量，也将永远激励着我们自强不

息，走向更大的胜利。

图片制作：王 静

中华民族精神的史诗呈现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赏析

■杜学文

场外回音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纪录
片《热的雪——伟大的抗美援朝》，按
照时间顺序记录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云山战斗、三所里战斗、长津湖之战、
铁原战斗、上甘岭战役和金城战役六
场经典战例。作品运用多种表现手法
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战争局势和决胜细
节，以电影般的质感铺展开中国人民
志愿军将士保家卫国、英勇无畏的恢
宏画卷，带领观众重温那段荡气回肠
的热血历史。

抗美援朝战争是纪录片里的重大
题材。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之际，电视屏幕中涌
现了《为了和平》《英雄儿女》《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等多部质量口碑极高的纪录
片。为了避免出现同题撞车、模式相似
的情况，创作团队选择了剧情纪录片这
种艺术表现形式，充分融合故事片和纪
录片两种创作形态，以追求真实性为原
则，通过影视作品的拍摄方法复原历史
现场，同时把重要的电报原件、历史人
物照片和信件、史料影像等内容剪辑到
故事剧情中，将记录战场情节的文字记
述转化为具体的影像表达。这部纪录
片同时具备了电影的故事性和纪录片
的真实性，既呈现出科学理性的纪录片
创作态度，以传达真实为本质，又展现
出了电影般的质感，极大地提高了观众
的观感体验。

创作团队参考权威史料、参战部队
军史、当事人回忆录和抗美援朝战争研
究专著等资料，并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录
和采访资料整理出“人物独白”，借助专
业配音演员的演绎，巧妙串联起战斗进
程中的各个阶段。作品通过负责战役
部署的志愿军高级指挥员、参战的志愿

军普通士兵、外军参战官兵等不同视角，
串联起纪录片剧情的发展。以第三集
《血战长津湖》为例，志愿军第 9兵团的
官兵和美军精锐部队在长津湖畔进行生
死对决，志愿军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
破”的战术，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对
敌人形成合围态势。从宏观上交战双方
每一天的战术决策、战略意图，到微观上
官兵的作战行动、行动路线等，在纪录片
中都有真实准确的描写和刻画。风雪
中，志愿军官兵穿越冰封的盖马高原，向
着风雪交加的战场艰难挺进。雪地山林
的自然环境、肃杀的冬景、极度严寒的气
候，在纪录片中被生动营造出来，使人产
生身临其境之感。在1071.1高地和东南
小高岭的战斗中，纪录片根据迫击炮班

战士杨德盛的口述——“侧面的一个美
国兵趁我不注意，一刀向我的腹部刺
来，我一扭身，被刺中了腰部。我腰部
挨的那一刺刀，只是从腰部侧面刺进
去，没有刺进腹腔，血流如注，脑壳都发
昏，但一会儿血就冻住了……”，纪录片
将这段内容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展示出
来，具有强烈的震撼效果。“我像是做了
一场噩梦，我每天晚上都想，大概不会
再见到明天了”“海军陆战队用 70个小
时、近 4天的时间，走完了 21公里的路，
这绝不是一次漫步，而是从死神的怀里
挣扎着逃出来的”，外军参战官兵的自
述更是从侧面反映出志愿军将士令敌
人胆寒的血性品格。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交战双方的

力量极其悬殊，志愿军将士打败了武
装到牙齿的对手，不光是靠着英勇顽
强、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还有灵活机
动的战略战术。纪录片大量使用了具
有宏观体验感的 3D军事地图，动态体
现出敌我双方的进攻防御策略、战场
局势的复杂变化和作战步骤的实施，
揭示了上甘岭、松骨峰、长津湖等战略
焦点对战争态势的重要地位，使人们
对参战双方的部队情况、行军路线和
战术特点有了更加清晰准确的认知。
这些细节同时配合电影化场景的拍
摄，给观众营造出战争电影般的视觉
观感体验。

在每一场经典战例中，纪录片适
时引用珍贵的纪实影像，用真人演绎
的特写镜头弥补缺失的历史细节，强
化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在死鹰岭主
峰阵地上，第 177团仅存的数十位英雄
被冻僵在大雪中，他们依然保持着战
斗姿态……定格的画面外传来烈士宋阿
毛的心声独白——“我爱亲人和祖国，更
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
士。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
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
上”。纪录片通过现场同期声、战场音效
以及大量第一人称战场回忆旁白，营造了
几近真实的历史氛围，让观众仿佛身临其
境，能够设身处地地体会剧中人物当时的
所思所想所感，由此深刻理解战争的残酷
以及志愿军官兵的艰辛与伟大。

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讴歌
英勇无畏的志愿军将士。纪录片《热
的雪——伟大的抗美援朝》的叙事手法
新颖独特、引人入胜，内容感人至深、发
人深省，也为战争题材纪录片创作探索
了新的空间。

纪录片《热的雪——伟大的抗美援朝》—

生动解读经典战例
■高伟富 吴效燏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 8集纪录片
《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于25日在央视综
合频道开播。《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采用
编年体结构，从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四
个维度，用考古成果和视听语言梳理新疆
地区在中华文明大视野下的历史脉络。

摄制组在全新疆地区及陕西、甘肃、
河北、北京等地探访取景，先后拍摄 200

余件相关文物、文献，实地拍摄 90余个
遗址和历史建筑，用考古成果来实证新
疆自古是中国的领土，阐明中华民族共
同体、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过
程。在众多珍贵文物中，藏于国家图书
馆的《清乾隆内府舆图》、新疆尉犁县
2019年最新考古发现的千余件唐代安西
都护府军镇遗物、新疆吐鲁番吐峪沟唐
代佛教壁画均系首次在荧屏上亮相。

纪录片《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开播

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单位指导支
持、上海电影集团等单位共同拍摄的电
影《望道》日前在上海开机。
《望道》以《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

译本翻译者、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复旦
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的生平事迹为线索，讲
述以陈望道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追寻真理、坚守大道的初心故事。

1920年，陈望道完成《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工作。这本《共产
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对中国共产党诞

生及中国革命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望道》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与陈望

道的家人、学生有过多次面对面的交流探
讨，深入挖掘陈望道真实人物性格和生活
细节，以丰富人物形象。“一百年前，他们
也正青春。”《望道》主创团队表示，希望年
轻观众能在观影时与陈望道等先进青年
知识分子产生共鸣，从这群百年前的“同
龄人”身上感悟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
（苏建国、靳河新综合自新华社相

关消息）

电影《望道》在上海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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