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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视剧《功勋》的一个单元，

《能文能武李延年》在观众中引起热烈

反响，看似偶然，实则有着很强的必然

性。它让人们再一次领略到英雄题材

作品的永恒魅力，感受到英雄题材优秀

文艺作品在新时代的巨大价值。与此

同时，它也为我们对新时代军事题材文

艺创作，特别是英雄题材创作规律的认

识，提供了诸多启示。

近几年来，抗美援朝题材的优秀影

视作品不断涌现，在全社会产生了较大

影响。《能文能武李延年》之所以能在这

种背景下独树一帜，一个重要原因是成

功塑造了一名政治干部在战争中的艺

术形象，在英雄形象塑造上实现了创

新。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我军

同一切其他军队性质的最大区别，对我

军战斗力形成和发挥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集中刻画优秀政治干部的英雄

形象，生动反映政治干部在战斗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的确

是不多见的。这反映了主创人员对我

军历史和精神的准确把握，也让人们看

到英雄题材影视创作的广阔空间。

现实生活的铺垫有多宽广，文艺创

作的触角延伸就应该有多宽广。我军

波澜壮阔的战斗历史，为英雄题材文艺

创作提供了无比丰沃的土壤。不仅是

政治干部，也不仅是在革命战争年代，

军事领域还有很多英雄人物形象值得

深度开掘。特别是随着国防和军队改

革的逐步深入，一大批具有新时代特征

的强军人物形象正在涌现，比如在执行

重大演训、抢险救灾、维稳维和等军事

任务中涌现的英雄人物，比如陆上猛

虎、水下尖兵、空中骄子、航天英雄、导

弹专家等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等。这

些人物形象如何走进作品，是需要引起

更多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可以看到，在

过去这些年，特种兵、飞行员、空降兵等

具有军兵种特色的影视作品不断出现

在我们视野。这些作品不断拓展着英

雄题材影视作品的表现空间，常常让人

眼前一亮。从他们身上，观众看到了人

民军队的精神传承，更看到了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强军风采。这些作品所激起

的英雄情怀和报国热情，是潜移默化

的，又是难以估量的。所以，把具有新

时代革命军人特征的英雄形象塑造好，

艺术再现他们的理想追求与奋斗经历，

让他们身上展现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

神影响更多人，是时代给予文艺工作者

的机遇，更是文艺工作者应有的文化自

觉和责任担当。

当然，英雄题材创作有着自身的规

律。英雄题材作品要展现独特价值，最

终要靠精品力作来实现。多少年来，无

数前辈的创作经历，众多英雄题材经典

作品的流传，都为今天的英雄题材创作

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其中，尤

其应该引起重视的就是真实性原则。

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只有真实可感，才

能立得住、经得起时间淘洗，才能触动

人心，最终实现作品的价值。可以说，

怎样处理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

题，是英雄题材创作需要持之以恒努力

的关键。在这方面，《能文能武李延年》

让我们看到了创作者所下的功夫。作

品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回到了那个时

代，进入到硝烟弥漫、生死抉择的高地；

让我们在环环相扣的战斗细节中，真切

感受到英雄人物的心灵世界，理解了英

雄何以为英雄。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

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

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

西。从这一点上看，《能文能武李延年》

的努力，可以说是踩在了关键点上，由

此获得的认可也是自然的。

还应该看到的是，时代的发展进步

为英雄题材出精品力作创造了越来越

多的有利条件。相比以往，今天的影视

创作，无论是在人才、资金、技术支撑

上，还是艺术创作模式和理念上都有了

巨大进步。能不能用好这些优势，也是

推出精品力作的关键。可以看到，《能

文能武李延年》同此前的产生热烈反响

的《守岛人》《长津湖》等英雄题材作品，

都创新运用了国内外最前沿的创作元

素，而且都是军地联合创作的成果。这

样的创作模式，有利于让作品充分吸纳

时代进步成果、与时代审美更加融合，

也有利于让作品的军味战味更浓，英雄

形象更加立体真实，更具冲击力和感染

力。军事题材创作不仅是部队的事情，

英雄题材作品的影响也不仅局限在国

内。可以预见的是，军地联合可能成为

未来军事题材影视创作的常态化模式，

也是推出精品力作的有效途径。

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

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

途的灯火。”数十年来，人民军队孕育了

震撼世界的英雄方阵，也创作了大量震

撼人心的英雄题材作品。这些作品在

很大程度上，构筑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和

集体记忆，立起了人民军队独特的精神

标识，为不断激发我们民族的英雄气，

凝聚全民族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当

英雄的信念和情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未来，我们期待这样的优秀文艺

作品竞相涌现，去真诚书写英雄的壮美

人生，去生动记录我们这个英雄辈出的

时代，也让英雄题材作品散发的精神火

光，照亮更多奋斗者的胸膛。我们应该

有这样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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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播出

后，观众反响热烈。不少观众还写下了

热情洋溢的观后感。作为导演，您觉得

是什么打动了观众？

毛卫宁：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做这

个项目时，我们首先要求自己真诚地、力

争全面反映李延年同志在 346.6 高地的

战斗过程。这是我作为导演的职责，也

跟我的家庭有关系。我的父亲是军人，

抗美援朝之前与黄继光在同一个新兵连

受训，两人还是同乡；我爱人也是军人，

在军队长期从事文艺创作工作。所以，

一直以来，我对军事题材影视创作抱着

崇敬、敬畏的心态。创作者首先端正自

己的心态，这很重要。

第二，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是下了功

夫去还原这场战斗的。我们选择的拍摄

地在中朝边境，离当年战斗的发生地只

有几百公里。我们找了一个 350.2 高地，

与 346.6 高地高差不到 4 米。我们在高

地上修建了 1.5 公里的战壕，还运了 4 辆

坦克上去，就像当年打这场战斗一样来

准备应有的人员与装备。同时，我们选

择了 2020 年 10 月 8 日开机。346.6 高地

战斗就是在 1951 年 10 月 8 日打响。我

们选了同一天，是因为气候环境基本相

同。回过头来看，在拍摄过程中，整场战

役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我们都努力做

到了最大限度的逼真还原。

第三，拍摄时，我们用了大量运动镜

头，比如模拟夜战照明弹效果等。再加

上其他拍摄技术的运用，使得战场氛围

非常逼真。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

还原历史真实。

记者：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中间

还有一个创作的过程。请问你们在实地

拍摄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毛卫宁：2020 年 1 月初，在军队有关

部 门 的 安 排 下 ，我 们 采 访 了 李 延 年 同

志。李延年同志住在广西的一个干休

所。我们本来打算在干休所采访，拍一

些视频资料。因为拍摄过程中，演员需

要 了 解 人 物 ，片 子 最 后 也 要 用 采 访 画

面。但李延年同志因为身体原因，不太

方便离开家，我们就去他家拜访了他。

在他家客厅，他跟我们聊了 4 个多小时，

讲他的从军经历。

当然，毕竟李延年同志年事已高，说

起往事时，他记得不一定那么清晰。但是

我们发现有一点他记得非常准确，那就是

牺牲战友的名字。这让我们非常吃惊。

现在，我们年轻人都不一定能够记得住身

边人的名字。后来，我们了解到，他有一

个相册，里面都是牺牲战友的照片，他经

常翻看。他还经常去当地的战史馆。馆

里有一面墙，墙上都是他牺牲战友的名

字。所以，他觉得“共和国勋章”是他代表

牺牲战友获得的。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也促使我们在创作中不仅要塑造好

李延年的形象，还要塑造好他身边战友的

形象，讲好他们的故事。

记者：您父亲是军人，您在部队大院

长大，您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一定对李

延年这一辈军人有一些自己的认识。采

访完李延年后，他给您最深的感触是什

么？

毛卫宁：最 深 的 感 触 就 是 听 党 指

挥。他们的这个信念特别坚定，他们永

远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的战士。李延

年同志荣获“共和国勋章”前，已离休 30

多年了，生活简朴，从没跟党提过要求。

他最热衷做的事，就是去学校给学生们

讲他们那一辈人的革命史。包括接受我

们采访，他认为也是党交给的任务。他

们对党的这种感情一生没有变，一切都

按党的指示来做。我觉得这是他们那一

代军人身上非常深的烙印。

李延年同志是个指导员，长期做政

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但

是以往的影视作品在这方面表现得不够

充分。这次拍摄《能文能武李延年》，我

们其实是力图回到政治工作的本质上去

表现。这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而是我

们 意 识 到 ，我 们 应 该 从 这 个 角 度 去 展

现。因为李延年同志就是这么做的，所

以我们就要把这一点很好地表现出来。

记者：您刚才谈到政治干部的影视

形象，我们之前积累的经验，确实并不

多。那么，你们在创作过程中遇到哪些

困难和挑战？又是如何克服的？有什么

让您印象特别深的细节？

毛卫宁：我们接触到李延年同志的

材料，对他的故事有了一定了解后，就意

识到要展现一个指导员的艺术形象。指

导员，在我军的编制序列和过往战史中，

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以一个指

导员的经历为主线来塑造人物形象，会

给我们带来新的视角。支部建在连上、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些对我军

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则，如何通过一

个具体的艺术形象得到展现？这可能会

是这部片子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

的挑战或难点在于，塑造指导员的形象，

不是简单的做思想工作，比如开会、谈心

等。这些表现不能是静态的。具体到李

延年身上，这些内容本身也是在战斗中

发生的。所以，我们就力图把指导员的

工作内容，放在一个动态的表达中。这

种动态，是塑造人物的需要，也是推动剧

情的需要。比如大敌当前，小安东当了

逃兵，怎样处理？类似情节过去我们表

现不多。我们选择这样一个情节，就是

希望生动体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因此，剧中几乎没有特别静止的状

态，包括他们的谈话都是在战斗中和战

斗间隙进行的。所有的情节，都是在战

斗过程中穿插进行的。动态化呈现思想

政治工作，可以说是我们进行的一次成

功尝试。

记者：战时政治工作一定是跟战斗

过程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您看小安东事

件的处理过程，就成了这个片子的一个

亮点。剧中，李延年的战斗动员尤其让

人印象深刻，请您谈谈这段情节的创作

背景和细节。

毛卫宁：在剧本创作时，我们谈到必

须要有这样一场戏来表明我们为什么要

到异国他乡打这一仗。不仅战士要明

白，今天的观众也要明白。从这个角度

出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场戏。从创

作角度来讲，我们很少拍台词超过两页

纸的戏，但这场戏全长 16 分钟，时间占

这一集的三分之一。我们不怕时间长，

只要言之有物，就能够以情动人，能够打

动我们的战士，能够打动观众。所以，我

们决定拍这样一场长戏。

记者：剧中有一句话反复出现，“尊

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您对这句话有

什么样的感受呢？

毛卫宁：这句话是我们的编剧刘戈

建老师提炼的。刘戈建老师曾经是军

人，在基层也带过兵。李延年当年所在

部队有很多“解放战士”，刘老师对他们

的情况比较了解。“解放战士”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对他们价值观念的改造，实际

上是在战斗当中进行的。这句话是我们

在剧本中创作出来的，但我认为它是符

合当时包括今天的政治工作原则的。

记者：《能文能武李延年》还有一个

特点让人印象很深，就是李延年的军事

素质非常过硬。这点您在拍摄过程中有

什么样的感受？

毛卫宁：李延年同志入朝前已经身

经百战，他虽然一直是做政治思想工作，

担任政治工作职务，但是具有很强的军

事素质。对于我们战争年代的指挥员来

讲，我觉得军政双优是普遍现象。

记者：怎样塑造英雄形象，是军事题

材创作极为关键的环节。过去这些年，

您塑造了不少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

请谈谈这方面的感触。

毛卫宁：从我个人的感受看，特别是

从此次《能文能武李延年》的反响来看，我

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真实性。不能为了

艺术而刻意拔高，把英雄塑造成超人。第

二，我觉得要挖掘出英雄人

物的内心动机。他为什么这

么做？为什么能做到？观众

喜欢《能文能武李延年》这个

片子，正是因为不仅看到了

李 延 年 作 为 英 雄 所 做 的 一

切，关键还看到了他为什么

能做和怎么做到这一切。

记者：近些年来，不少军

事题材影视作品在观众中都

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军事题

材影视作品越来越受欢迎，

在全社会影视剧生产中所占

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您觉得

这其中有哪些原因？

毛卫宁：从宏观角度讲，是党和国家

在重大题材创作上有明确的文艺创作部

署，这其中有不少就是军事题材的。比

如今年，就涌现出非常多的向建党百年

献礼的影视作品。从我个人角度讲，我

觉得这些年，我们更加注重在重大历史

节点上的微观表达了。比如抗美援朝题

材电视剧，既有《跨过鸭绿江》这种宏大

结构的作品，也有《能文能武李延年》这

种具体写一场战斗、写一个基层指导员

的作品。这样，观众不仅能从《跨过鸭绿

江》了解抗美援朝，也能从《能文能武李

延年》以点带面地了解抗美援朝的伟大历

史意义。还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时，我拍过一部电视剧《十送红军》，也

是从微观角度展现长征的。我觉得，战争

题材创作既要表现统帅部的战争，也要表

现战壕里的战斗。在创作上，宏观与微观

的有效结合，可能是军事题材影视作品越

来越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我注意到您之前还拍过《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等不同类型的军事题材作

品，也获过不少业内的大奖。站在新时代

背景下，您觉得我们的军事题材影视作

品，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下功夫，才能产

生更大影响力？其中的突破口有哪些？

毛卫宁：中国是一个影视剧生产大

国，但是在战争题材上，我们距离世界优

秀战争影片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其中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个人觉得，有题材

选择上的问题，也有包括技术运用等表现

手法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此次拍摄

《能文能武李延年》之前就确定，除了主题

表达、塑造的中心人物、故事情节具有我

们的特点外，在制作水准上也要能跟世界

一流的创作团队、世界一流的战争片对

标。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始终在关注最新

的战争题材影视的拍摄过程，而且在使用

“穿越机”（一种高速无人机）拍摄等方面，

实现了创新，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记者：总结一下您刚才讲的未来军

事题材影视创作的“突破口”或者说“发

力点”。第一，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

间，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第二，关键是

要表现我们这支军队的特质。第三，充

分借鉴世界一流的影视表现手法，努力

实现自己的创新。

毛卫宁：是这样的。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期

待您未来为广大观众呈现更多优秀的军

事题材影视作品。

毛卫宁：谢谢。

真实再现历史与英雄
——访《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导演毛卫宁

■本报记者 栗振宇 王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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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卫宁简介：国家一级导演。近年来主要作品有《誓言无声》《这里的黎明静

悄悄》《英雄无名》《战旗之战火青春》《战旗之怒火英雄》《十送红军》《平凡的世

界》等。曾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飞天奖等，荣获第六届“全国

德艺双馨影视文艺工作者”称号。图为毛卫宁在《能文能武李延年》拍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