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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有千千万万个王成””
□□黄会林

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快餐式的文
化、碎片化的信息充斥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五花
八门的“明星”“偶像”“流量”轮番占据着各类媒
体的版面，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娱乐浪潮。有人
因此认为，这个年代已经不需要英雄，不需要那
些宏大的叙述、深刻的主题、崇高的使命、超越
的精神，“英雄已经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反
英雄的精彩表演。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也不需要
英雄的时代，英雄神话无可奈何地让位给了世
俗神话”。

英雄真的“过时”了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如刘禹锡在诗中所说，“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
然”，英雄所拥有的生命力是永恒的。他们以厚
重的历史分量和现实意义，默默构筑起我们时代
的精神基底。然而当偶像更迭，流行褪色之际，
英雄仍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在诗歌、绘
画、影视等艺术作品中被人传颂。

上映于1964年的电影《英雄儿女》就是这样
一部讴歌英雄的经典之作。影片故事发生在70
年前的抗美援朝战场，年轻的志愿军战士王成伤
愈出院后，主动请战，立即投身到新的战斗之
中。为了阻止美军的攻势，他顽强坚守无名高
地，最终手握爆破筒跳入敌群，壮烈牺牲。他的
妹妹、文工团员王芳怀着悲痛的心情，以一曲《英
雄赞歌》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将士，并继承哥哥遗
志，在前线英勇御敌。政委王文清认出王芳是他
多年前失散的亲生女儿，但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并未与之相认，直到王芳与养父王复标在朝鲜重
逢，才知道自己的身世，父女终于团圆。作为一
部战争题材影片，《英雄儿女》没有单纯地描绘战
争场面，而是通过兄妹、父子、父女、战友等多重
人物关系，架构起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塑造了
立体丰满的英雄形象，用多种手段、从多重维度
描绘了朝鲜战场上激昂的英雄主义画卷。

崇高的英雄美学

作为一种审美形态，英雄总是带有非凡的、
理想的、超越性的崇高特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
崇高正是英雄区别于凡俗的本质特征，也是文艺
作品在描绘英雄时不可或缺的美学向度。在影
片中，英雄的崇高之美通过一系列浓墨重彩的视
听手段呈现出来：在王成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高潮
段落，枪炮声、冲杀声等真实的环境声归于沉寂，
激昂雄壮的合唱声渐渐增强，手持爆破筒的王成
立于高地，背后是万仞山川和透彻乌云的霞光，
仿佛为其戴上了神圣的光环。与仰拍镜头中王
成的高大身姿相对，俯拍下的美军士兵显得矮小
畏惧、惊慌失措，一段快速的切换剪辑后，王成英

勇捐躯，抒情的音乐伴随烟云、松涛响起，烘托出
史诗般的崇高氛围。

在这一段落中，崇高之美通过英雄的牺牲呈
现，验证了“痛感审美”的特质——痛感比快感更
深刻、更强烈，构成了英雄形象的庄严底色，观众
在悲痛、震撼中体会到强大力量，进而产生对烈
士生命价值的感悟，完成精神的升华。

诗意的英雄气质

与一般的战争片不同，《英雄儿女》并未把创
作重心放在战争场面的再现，而是用相当篇幅抒
情写意，运用音乐的独特表现手段，展现出热烈
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在影片中，“王成牺牲”这
一高潮情节在前三分之一处便结束，但紧接着演
唱《英雄赞歌》的段落则由写实走向写意，画龙点
睛般点出了影片的英雄主题，将歌颂英雄推向新
的高潮。

在插曲《英雄赞歌》悠扬舒展的歌声里，影片
从天空、松林等充满隐喻的风景切入，通过镜头
调度，完成远、中、近景的流畅转换，中途一度插
入联想蒙太奇，由战士缅怀沉思的神情，叠化出
王成奋勇杀敌的身姿，呈现出鲜明的抒情性。主
歌部分的歌词用“烽烟”“青山”“晴天响雷”“大海
扬波”等大量带有民族化审美特质的传统意象，

进一步渲染英雄的光辉形象，而副歌部分的歌词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
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则延续了将
死亡崇高化的诗意风格，并通过“重章迭咏”的处
理手法，使歌曲达到一咏三叹，荡气回肠的效
果。直到今天，这首动人的插曲依旧广为流传，
成为赞颂英雄的经典之作。

人性化的英雄情感

英雄是崇高的、恢弘的、超越的，与普罗大众
的日常审美存在一定距离。一方面，这种距离造
就了英雄的魅力，另一方面，这种距离如果过大，
就会令英雄变得高不可攀、曲高和寡，削弱其真
实性，对英雄精神的宣扬形成阻碍。因此，电影
《英雄儿女》不仅呈现了恢弘壮烈的英雄事迹，也
表达了细腻、深沉的英雄情感。

影片继承了巴金原著《团圆》的个人化视角
和伦理叙事结构，并将情节重点放在情感表达
上，对于父子之情、兄妹之情、战友之情，甚至是
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等都进行了细腻的描
写。譬如全片的主要线索之一，王芳与生父王
文清的重逢，在开头便通过王文清若有所思的
表情特写埋下伏笔，当王芳失去兄长时，王文清
按捺住了认亲的冲动，鼓励她化悲痛为力量，努
力工作，不负父兄的嘱托。这既是为成就“大
我”抑制“小我”，也是为成全他人而牺牲自己，
朴素、生动的人情人性与高尚、纯粹的道德理想
交相辉映。在经历生死离别、劫后重逢后，这对
父女终于在战场上相认，创作者匠心独运，将这
一团圆场面（而非常规的战争场面）作为全片的
高潮，使英雄形象不仅有了高度、深度，也有了
情感的温度。

真实的英雄事迹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涌现了无数英雄
儿女，据不完全统计，共评选出了30余万英雄模
范和近6000个英雄集体。编剧毛烽在搜集素材
的过程中发现，以“同归于尽”方式英勇牺牲的我
军将士数不胜数，甚至仅一个团，在一场战役中
就出现了20多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最终，
影片融合了杨根思、于树昌、蒋庆泉等多位战斗
英雄的事迹，熔铸出“王成”这一典型人物，真实
塑造了志愿军英雄的群体形象。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
成”，作为一名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普通战士，我对
这句台词有着切身的体会。1950年，我正在北师
大附中读初三，与全校师生一起报名参军，最终
有幸成为班上被批准入伍的四位同学之一，在志

愿军高炮团政治处担任宣传员，就像影片中的王
芳一样。在战争间隙，我们与战士们一起擦拭火
炮、准备弹药，教战士识字、唱军歌，往往前一天
还谈笑风生，第二天就要接受残酷战火的考验。
其中最惨烈的一仗是持续了七天七夜的清川江
战役。为了破坏清川江大桥这座我军运输补给
的大动脉，美军出动了上千架轰炸机猛烈进攻，
而我所在的炮团测高班，负责监测敌机的高度、
方位，因此也成为敌人的攻击重点。记得那时在
阵地上送炮弹、抬伤员，机关枪扫射的弹片打在
钢盔上当当直响，重型轰炸机的投弹在身畔隆隆
轰鸣，有一两次，炸弹掀起的泥土石块几乎将我
们掩埋，我不禁想，这回可真要“抗美援朝”了，但
最终又逃过一劫。当然，不是每位战士都如我这
般幸运，在生死关头，也有许多人像王成那样舍
生赴死，慷慨捐躯：譬如担任测高班班长的是一
位名叫刘兴沛的战士，我还记得与他一起擦炮
弹、唱军歌，记得他活泼开朗的性格，当面对敌机
轰炸时，他又是那样沉着坚定，毅然用身体保护
了具有重要作用的测高仪，自己却牺牲了。我们
也像王芳那样，为他编排了节目，在部队中传
唱。他的名字或许并不为很多人所知，但在我的
心中，则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迹。

在这场战役中，仅我所在的512团就牺牲了
100多人。对于这些死去的战友，我们只能给他
们擦洗干净身体，放入布袋掩埋。战役结束后，
部队评选出了100名“人民功臣”，我是其中唯一
的女兵。这段经历让我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应
该怎样活着，活着的价值是什么。虽然离开了朝
鲜战场，但我永远都是一名志愿军战士，唯有继
续拼搏，奋斗不息，才能不辜负战友们的牺牲。

战争烽烟已远，英雄浩气长存。在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希望有更多人通过
《英雄儿女》等经典电影作品，了解70年前英雄们
的伟大光辉。我相信，英雄的精神必将穿越时
空，辉映未来。

提到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不能不提《上甘岭》
和《英雄儿女》，而提及这两部电影，人们都会情
不自禁唱起其中的两首主题歌《我的祖国》（乔羽
词，刘炽曲，郭兰英演唱）和《英雄赞歌》（公木词、
刘炽曲，张映哲演唱）。作为影片主题歌，《我的祖
国》和《英雄赞歌》都表达出了鲜明的思想主题。
如果说前者是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爱国主义，传递
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亿万中华儿女的坚
定决心和坚强信念，那么后者则是一位共产主义
战士（如影片中的王成）所拥有的高贵品质——
革命的英雄主义，并以其豪迈的革命气概和崇高
的英雄气节成为那个英雄辈出年代的文化符号。
毋庸置疑，两首歌曲都是20世纪中期中国最优
秀的电影歌曲之一，曾使影片大为增色，让亿万
观众动容，成为20世纪中期无可争辩的红色经
典。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两首歌曲仍回荡在人
们的耳畔，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影片的拷
贝也已发黄，但歌曲的魅力依旧，仍显现出强大
的艺术生命力，它所表达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
义的思想主题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尤其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
今天，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革命英雄主义，都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之源。
故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周年的重要时刻，《我的祖国》和《英雄赞歌》这两
首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歌曲，不仅是那段难忘岁月
的文化记忆，而且还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走好新的长征路提供了精神动力。

在原定只需坚守24小时但最终却坚守了24
天的上甘岭的一个坑道里，志愿军某部八连和七
连战士在战斗间隙中休憩，一排长吹响竹笛，女
卫生员王兰哼唱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
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
惯了船上的白帆”。接着战士们一起唱出“这是美
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
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作为一首领唱加合
唱的歌曲，是以“有源音响”的形式出现的，领
唱（主歌）就是这位女卫生员，其合唱（副歌）由八
连和七连战士唱出，音乐亲切、自然。歌曲的第二
段，音乐成为配乐，画面中呈现出祖国的名山大
川和新中国的建设新貌，表现出志愿军战士的浪
漫主义情怀和他们对新中国幸福生活和美好前
景的憧憬。在歌曲的第三段，画面又切回到了坑
道，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暂时没有了，转而又回
到残酷的战争现实之中。很显然，这首主题歌的
出现，不是简单的音配像，没有更多地使用蒙太
奇的切换，也没有更多动人情节和豪言壮语的铺
垫，在影片中竟显得如此自然和贴切，丝毫没有
做作和生硬粘贴之感。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
出现在影片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上。连长张忠发接
到上级可以继续坚守上甘岭的命令，于是组织八

连和七连战士积极防御，以打退敌人新一轮的进
攻。在清点人员、修筑工事、储备弹药和给养等一
番紧张的战备之后的休憩中，这首《我的祖国》唱
响了。这无疑是志愿军战士革命乐观主义的集中
体现，同时也是消除疲惫、鼓舞士气、为新的战斗
集聚和生成战斗力的一种战时政治工作手段。然
而，这一集聚和生成战斗力的精神力量就来自强
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并将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愫
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强大的爱国主义力量，揭
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思想主题。如果说歌
声中能出战斗力，那么这首《我的祖国》就是激发
坚守上甘岭全体志愿军官兵战斗精神的催生剂。

说到这首歌曲，还不得不提及其歌词。这首
歌词是质朴的，又不失优美和诗意，但在那些歌

颂和赞美祖国的生动、亲切的话语中，一句“硬
话”更引人瞩目——“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
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这句歌词是可圈可点
的，它像许许多多抗美援朝题材歌曲的歌词一
样，发出新中国的最强音，那就是“我们热爱和
平，但也不怕战争”，成为一部“战争与和平的交
响曲”。今天的中国，我们仍是热爱和平，保卫和
平，倡导和平，维护和平，但也抱定消灭一切来犯
之敌的坚定决心和勇气。这也正是这首歌曲的新
时代价值。因此，今天聆听、高唱这首《我的祖
国》，就在于汲取其基于爱国主义这个最大公约
数的精神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集聚力量，以爱国主义精神为鼓舞，走好新时
代的长征路。

像《我的祖国》一样，《英雄赞歌》也是以“有
源音响”的形式出现的。英雄王成牺牲之后，他的
妹妹王芳作为一位志愿军文工团团员，创作了这
首歌曲，并在祝捷大会上演唱了这首歌曲。歌曲
如同战时的活报剧一样，具有一定的叙事性，用
三段歌词歌颂了王成孤军在阵地上高呼“向我开
炮”并最终手执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壮举。值

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王芳这个人物以及她根据所
在部队英雄事迹创作并演唱《英雄赞歌》这首歌
曲的情节，正是革命战争年代乃至抗美援朝战争
时期部队文工团员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
影片中这首主题歌的出现，也是自然和贴切的，
其艺术真实毋庸置疑。这首《英雄赞歌》同样也是
可圈可点的。如果说《我的祖国》中有“朋友来了
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

“硬话”，那么《英雄赞歌》中也不乏“为什么战旗
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
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这样的“金句”。然而，这
个“金句”也是在王芳生父（军政治部主任）的启
迪下写成的。这位尚未与其亲生女儿相认“团圆”
的政治部主任对她说，歌颂一位英雄不光是要催
人泪下，而更需要用英雄事迹和壮举鼓舞战士们
的斗志。如何才能鼓舞斗志？这就需要一种基于
牺牲奉献之悲剧美感的崇高之美。“为什么战旗
这样红，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就具有这种崇高
之美。因此，《英雄赞歌》作为一种歌颂革命英雄
主义的歌曲，具有一种基于牺牲奉献精神的崇高
审美品格。但与《我的祖国》不同的是，《英雄赞

歌》不仅具有思想内容的主
题意义，而且还是音乐材料
的主题意义。歌曲的音调在
整个影片的音乐中忽隐忽
现，成为一种主题性音乐材
料，即便是王芳为炊事班演
唱的那段鼓书中也不乏其
音调的影子。

歌曲《我的祖国》和《英
雄赞歌》作为两首抗美援朝
题材电影歌曲，在艺术创作
上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其
曲作者均为从革命战争年
代走来的作曲家刘炽，其词
作者分别是词作家乔羽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其演唱者
分别是歌唱家郭兰英和张映哲。随着两首歌曲的
广泛传播，他们的名字也早已成为不朽。为此，两
首歌曲曾有多种改编曲，尤其是《我的祖国》还被
作为音乐素材或音乐主题融汇在一些大型器乐
作品中（如张千一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郝维亚

的钢琴协奏曲《长江》），并成为抒发爱国情怀和
礼赞人民英雄的艺术表达。

在一定意义上说，《英雄赞歌》是《我的祖国》
的“姊妹篇”，尽管这两首歌曲产生的时间相距8
年。这不仅因为他们都出自作曲家刘炽之手，都
出自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更因为爱国主义与英雄
主义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共生共在的，有
爱国情怀，就有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爱国主
义和英雄主义，作为革命战争年代就已铸就的红
色基因和优良传统，是不能丢弃的。如果说爱国
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新时代重要的价值追求，那么
表达爱国情怀、礼赞人民英雄则应成为新时代文
艺创作的重要选项。在新时代文艺创作不断从

“高原”迈向“高峰”的进程中，我们应在生活中提
炼出更多像“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
血染红了它”这样的词句，并用这样的力量和精
神鼓舞人民的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电影《英雄儿女》剧照

爱国情怀与英雄礼赞爱国情怀与英雄礼赞
————两首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歌曲的新时代价值两首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歌曲的新时代价值 □□李诗原李诗原

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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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虎、郭帆、路阳共同执导，张译、吴京、李九霄、魏晨领
衔主演的抗美援朝电影《金刚川》提档10月23日上映。影片以抗
美援朝为背景，描绘了志愿军战士们“无畏炮火，人在桥在，奋
勇迎战，军魂无敌”的故事。《金刚川》还将展现丰富群像，让人
感受到战时小人物之间的珍贵情义。导演管虎透露，与以往的
战争片角度不同，除了尽可能展现当年这段实力悬殊的较量，
《金刚川》更着重以个体角度去感受战争，更在意人物细节的把
控，力求观众能与角色产生共情，看到战争的残酷，才更加懂得
先烈牺牲的伟大。据悉，为更好还原70年前志愿军战士的作战
状态，张译、吴京提前半个月接受了高射炮操作训练，力求熟练
掌握每一个环节；李九霄、魏晨也学习使用了枪械甚至攀爬施
工塔吊，戏里戏外皆是一场意志的考验。 （影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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