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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当一部艺术作品唤起你的历史感的时候，
或使你感受到历史的跨越的时候，这部作品便
在历史进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我看来，电视
剧《跨过鸭绿江》就站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研究
迈向新境界的门槛上。

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是文艺创作中极具分
量的题材，在各国文学艺术史上从来都占有重
要地位。历史题材创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
学创作，它具有题材、人物、事件、原因和结果的
规定性，不仅历史人物受历史发展的规定，虚构
的人物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大的历史环境的制
约。例如，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就不能
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去
写，比尔·别祖豪夫不是伊凡·卡拉马佐夫，姚雪
垠的李自成不是金庸《鹿鼎记》的李自成。历史
小说里的人物也必须接受历史题材规定性的制
约。毫无疑问，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中国开创的
文艺创作领域，从五四运动、建党、国共合作、北
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
的这一系列对于中华民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事件，是这一创作领域的历史基础，而以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表现这一发展历程，是革命历史题
材文艺创作的哲学基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革
命历史题材创作成为我党教育人民的重要艺术
方式，也是夯实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
军事题材文艺创作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不独新中国如此，经受过历史重大事件的国
家和民族也不断取材于它，创作出了具有重大影
响的文艺作品，成为构建国家记忆、进行核心价
值传递和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例如苏联、美国、
法国、英国以及不断反思的德国等国家。虽然上
述国家并不使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这一名称，
但把它归类为历史重大事件艺术创作还是符合
事实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创
作是世界历史重大事件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审视包括《跨过鸭绿
江》在内的中国影视作品，探讨其创作规律和当
下面临的理论问题，就具有了参照价值。

一

首先是由史入诗的问题。
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

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
各国文艺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世界主要大国
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产生了一大批取材于它的
优秀作品，它们从各个层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这
次大战的进程和影响。的确，不是所有国家和民
族的艺术家都有自觉意识反思和表现战争的灾
难、教训和启示。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美国和中
国艺术家责无旁贷。三个大国的艺术家反思和
表现这次战争，各有特点，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产出了大批优秀作品。

苏联从战争进程中就创作了一批批优秀文
学作品，例如肖洛霍夫《他们为祖国而战》和《一
个人的遭遇》、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西蒙诺
夫《日日夜夜》和《生者与死者》、阿·托尔斯泰
《俄罗斯性格》、巴克兰诺夫《一寸土》、瓦西里耶
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贝科夫《方尖碑》、邦达
列夫《热的血》和《岸》、恰科夫斯基《围困》、斯塔
德诺克《战争》等。苏联文学创作及其美学观念，
对其他艺术领域的创作（如影视文学的创作）具
有直接影响，例如全景式战争描写、文献记录式
叙述、战壕真实表现、战争道德反思等等，在影

视创作中都得到借鉴。在世界战争影视创作中
具有重要地位和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如由弗·
彼得罗夫导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卫国战争
影片先河之一；尤·奥泽洛夫导演的《解放》是莫
斯科电影制片厂历史上耗资最巨大、场面最为
宏大的影片；谢·邦达尔丘克导演的《他们为祖
国而战》，尤·奥泽洛夫导演的《莫斯科保卫战》
分为上下两部（《侵略》和《台风战略》），每部又
各分为上下两集；进入新世纪后，费·邦达尔丘
克重拍了《斯大林格勒》和《他们为祖国而战》等
等。上述所列是战争影视中的全景式、具有史诗

性的重头之作，至于反映一个人、一个家庭、一
个分队的作品（例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则更
多，个性特色更鲜明。

苏联重大历史题材影视艺术创作具有鲜明
的特点，首先，突出了从斯大林到普通民众、士
兵等全体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
神，突出了正义战胜邪恶构成的思想基础，以民
族自豪、制度自信构建了自身的精神力量。其
次，塑造了斯大林、朱可夫等一系列鲜活生动的
历史人物影视形象，同时也把镜头投向前线的将
士、普通士兵和参战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妇女，为
他们留下了可感的艺术形象，影响深远。第三，
在银幕艺术上，突破了文学创作视野局限，营建
了全景式历史场面；采用文献与现场相结合的
艺术手段，凸显历史感；历史与虚构相结合，成
就了作品的史诗性。到后期，把战争的历史发展
与个人内心发掘、反思等融合起来，形成了战争
影视创作的新风貌。第四，在不同历史时期，苏联
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形成各自鲜明的审美风
范，从追求全局性、国际性、战壕真实、道德反思，
以及对战争作荒诞手法处理等等，风格多样。第
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超越战争行为对苏联
国家和俄罗斯民族的危害，而在全人类命运的高
度予以反思，赋予它以哲理思考的色彩。

美国也把历史重大事件作为影视艺术创作
的重要主题，创作了一大批经典影视作品，他们
有自己的题材偏好，例如诺曼底登陆、占领柏林、
太平洋战争等。典型例子是关于诺曼底登陆的艺
术创作，先后创作出《六月六日登陆日》《最长的
一天》《在诺曼底的地狱》等，另外，还有从不同角
度反映这场战争的《巴顿将军》《珍珠港》《拯救大
兵瑞恩》《兄弟连》等，相形之下，美国的影视创作
更关注美国参战后的战争事件，影视作品主旨强
调美国为欧洲、为世界和平作出了牺牲，宣传美
国精神和文化，对普通士兵的人道情怀予以烘
托，试图融合国家利益与人道主义精神，构建美

国国家宏大叙事。美国影片多以普通人（士兵、妇
女和家庭、夫妻、父子等）为情节主线、主要视角
展开故事的叙述。另外，美国影视制作技术手段
精良，投入成本巨大，战争场面宏伟。

二

中国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突出体现为革
命历史题材艺术创作，以我党领导下的自五四
运动到抗美援朝为历史基础，经历了三个发展
阶段。第一阶段自1950年开始到“文革”前，集
中表现为军事题材电影艺术创作，例如《刘胡
兰》《南征北战》《董存瑞》《上甘岭》《奇袭》《英雄
儿女》《红日》《地雷战》《地道战》等，这一时期的
革命军事题材电影创作突出革命英雄主义和爱
国主义主题，突出革命战士的牺牲精神，主题线
索单一。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以影片《西
安事变》和《南昌起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
电影艺术创作，突破了革命领袖形象塑造禁区，
首次在银幕上展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形象，开拓出革命历
史题材影视创作新局面。《大决战》系列及《建国
大业》《建党伟业》《开国大典》等则以电影艺术
的形式把这一题材创作推向新高度。第三阶段，
走向电视连续剧创作繁荣。特别是电视连续剧
《长征》的播出，有力地把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
作向电视连续剧领域推进，产生了大批优秀作
品，据不完全统计，有《八路军》《解放》《保卫延
安》《人间正道是沧桑》《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开
天辟地》《东方》《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寻
路》《领袖》《开国元勋朱德》《太行山上》《长征大
会师》《彭德怀元帅》《三八线》《毛泽东三兄弟》
《淬火成钢》《秋收起义》《伟大的转折》《共产党
人刘少奇》《外交风云》《为了新中国前进》等等。
新世纪创作的这批电视剧塑造了更为丰满的革
命领袖群像，他们个性鲜明，重大历史事件几乎
都有涉及，主要领导人都有专题作品，每一次重

大战役都创作有影视作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艺术壮举。综合来看，我国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
作形成了以下特征：一、确立了历史重大题材影
视创作的革命主题和革命立场，坚持了艺术创
作的历史唯物主义观，贯彻了人民群众创造历
史的理念；二、塑造出处于革命斗争旋涡中的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高级将领群像，并塑造出一批
感人的普通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负责人和
人民群众形象；三、形成了以革命英雄主义崇高
审美倾向为主体，关怀个人存在、个性价值和生
命关切相结合的价值体系；四、影视作品从个别
人物、个别事件逐渐发展到对历史发展全局的
整体艺术把握；五、把革命历史事件中领袖与平
民、将军与士兵、军与民的关系以及英雄与亲
友、师生、家庭等私人化人际关系融合起来，表
现历史进程更为丰富、复杂，人物形象更为丰
满；六、在艺术表现手段方面，从局部逐渐走向
整体，从艺术改编转化为艺术创造，形成文献性
与虚构性有机结合、全面呈现的景观；七、在展
现历史发展铁律的同时，开始探索呈现战争的
残酷性。

三

《跨过鸭绿江》以出兵决策、彭德怀渡江、第
一至第五次战役、开城和板门店谈判、金城战役
收官为线索，全景式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进
程，作品聚焦在毛泽东、彭德怀和志愿军将领群
体、团级以下士兵群像上，深刻塑造了毛泽东、
彭德怀等形象，拓展了传统形象内涵，全面挖掘
了现代社会战争的内涵，更加突出表现了战争
的残酷性、毁灭性，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追求史
诗性进程中有了重要突破。

首先，《跨过鸭绿江》深化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对抗美援朝的政治认识。毛泽东看待抗美
援朝战争的本质，不仅认识到美国占领朝鲜后
对中国的威胁，而且特别强调抗美援朝是中国
共产党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因此，抗美援朝不
仅为新中国打出了50年和平建设环境，而且打
出了新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国际威望，打出了
共产党人肩负的神圣道义。毛泽东的这一认识，
通过镜头艺术地表现出来，是作品政治含义的
提升。

其次，《跨过鸭绿江》通过艺术手段，进一步
深入挖掘了现代战争的实质，该剧采用大量镜
头把现代工业、技术、机械化运输、物资储备、经
济实力和电子化等因素突出出来，显示出现代
战争的全局性实质。《跨过鸭绿江》对战争这一
深刻内容的揭示，是对《大决战》以来战争观念
的跃进。

第三，作品通过第十三兵团所属各军和第
九兵团的将士，通过范天恩等团营连一级指战
员和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英雄人物个体，
强烈地表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的大无畏英
雄主义精神与敢于战胜一切敌人的勇气，蓬勃
的战斗精神成为贯穿全剧的高昂主调。

第四，在形象塑造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深入挖掘了彭德怀这一主人公形象深刻而丰富
的内容，给观众带来了坚韧、果断、绵密、宽厚的
银幕形象，显示出很强的弹性。这一掘进值得特
别研究。因为这涉及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难题：
历史人物有其为大众广泛接受的性格特征，这
一性格为许多大众媒体和文献所记载、固定化、

脸谱化，以致于掩盖了这一人物的生动性与丰
富性。彭德怀形象在《保卫延安》和《百团大战》
等艺术作品中、在庐山会议等文献里体现出来
的刚直、勇猛掩盖了他性情的其他方面，在一定
程度上被脸谱化了，而他对普通士兵、对家属、
对亲人、对战友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体现出来
的性情，并没有在艺术作品中得到体现，这是很
遗憾的。《跨过鸭绿江》在这一形象塑造上取得
的进步，值得历史题材创作深思。

第五，《跨过鸭绿江》用强烈的镜头语言突
出了现代战争的极端残酷性，这是以往类型制
作比较少见的。猛烈的炮火轰炸、机枪扫射、烈
火焚烧，毁灭了大批活生生的生命；零下30-
40℃的严寒，把志愿军战士冻成冰雕；因战火而
波及的城市、村庄、道路、山岭，灭绝一切生机；
饥饿、焦渴、连续多日不能睡眠；伤者无法救治，
死者无以掩埋，病者没有医药；特别是战场上下
死者和伤者的惨状，令人感受到战争的恐
怖……把战争的极端惨烈用慢镜头展示出来，
效果极为强烈。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机枪眼那一
刻，背部被子弹打穿了，鲜血呈喷雾状；邱少云
被燃烧弹燃烧，撕心裂肺的剧痛，通过镜头拉
出，令人不忍直视；九兵团战士埋伏在长津湖
旁，被冰冻成雕塑，还保持着战斗姿势……类似
的镜头，赢得了热泪，也唤起了深思。对战争惨
状的处理，在美学上该如何理解呢？这不禁让人
联想起黄功吾题为《火从天降》的摄影作品，也
联想到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题材的系列作品。

四

最后想谈谈引诗入思，即革命历史题材创
作的哲思问题。

历史题材创作有着自身的规律。重大历史
题材创作有吸引人眼球的优势，又有陷入固定
模式、难以逾越的短板。历史事件发生发展有史
为证，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也记录在史册里，但
又必须鲜活地表现在屏幕上，使之生动、可感，
如何艺术地处理好这一矛盾，考验着艺术家的
能力，也是这一领域创作提升的瓶颈。例如领袖
集体、前线将军群体、普通士兵和老百姓各自戏
份比例的处理，领导决策戏份过多，就容易陷入
宫廷戏模式；普通人戏份不足，则导致剧情不生
动，戏份多了则容易冲击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固
有的特性，变成另一种性质的作品。这个尺度需
要艺术家合理把握。历史题材创作还自有整体
性，但艺术创作又要有所取舍，无取舍的面面俱
到也就不是艺术，而是战争史的全面展示。从这
个意义上说，陈赓、杨得志等后续入朝参战的将
领，没有必要一一露面，而宋时轮和九兵团将
领，作为同时入朝参战部队，特别是东西线彼此
呼应的一条线，着墨太少则难以平衡。

《跨过鸭绿江》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创造了
再反思的契机，例如在由诗性超越迈向哲思的
问题上，要有把抗美援朝战争放在全人类命运
层次上予以沉思的艺术思想准备。就战争说战
争，将局限这次战争巨大牺牲的意义，就中国人
民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利益来阐释这场战争，
将限制对它的价值评估，要善于用镜头表现中
国人民、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追求正义的意愿，
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宗旨和永恒追求。苏
联经典电影《解放》（4）以苏军战士攻入一个动
物园结尾，苏军战士救助了一个受伤的猴子，科
涅夫元帅命令他照护好它，说“这是命令”。影片
在这里结束。看起来，这一情节似乎是闲笔，但
效果却意味深长……

哲学沉思，是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短
板，甚至可以说是理论上的盲区，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搞不好很容易落入普遍人性、抽象人性
甚至宗教教义等西方话语体系之中。中国革命
历史题材创作中缺少对这一层面的思考和实
践，很大原因是在这一层面下功夫存在着一些
制约，有“禁区”，也正因如此，还存在着提升的
空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急需在这一领域建
立自身的话语体系。当下中国影视剧追求情
节故事多变，对市场呼声应对很及时，但应对
心灵呼声却反应迟钝，反映在革命历史题材创
作中，则体现为史的方面很实，思的方面则相
对较弱，缺少类似“闲笔”，诗性意味就很薄
弱。《跨过鸭绿江》里有许多令人震撼的镜头，
如松骨峰、上甘岭、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长
津湖等，《志愿军军歌》作为主旋律，贯穿始终，
构成了整部作品的最强音。但是，从心理学上
说，震撼不能带来反思，反思需要强烈震撼之后
的舒缓，需要“闲笔”。这是急需中国影视艺术
家努力的空间，也理应成为革命历史题材影视
创作的紧迫课题。

3月19日，腾讯与敦煌研究院共同签署新三年
战略合作协议，助力敦煌文物深度数字化保护。双
方将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引入AI病害识别技术、沉
浸式远程会诊技术等，为壁画“看病”及实现远程文
物会诊，助力敦煌壁画保护与修复。双方还将共同
加强与海外敦煌文物收藏机构的文化交流，推进藏
经洞文物的数字化呈现和传播，进而推动敦煌文化
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此外，双方还将基于现
有成果扩大新文创合作，以敦煌壁画为原型创作
30集系列动画剧，进一步讲好敦煌故事。

壁画的病害研究与修复，一直是文物保护的关
键难题。由于壁画病害种类繁多、形态复杂且缺少
自动化标注工具，其识别和分割需要耗费大量专业

工作人员的人力成本。针对这一难题，敦煌研究院
将引入腾讯多媒体实验室AI病害识别技术，通过
深度学习敦煌壁画病害的相关数据，让AI学会为
壁画“看病”，从而实现自动化且高效的壁画病害分
割与识别。此外，腾讯多媒体实验室还将开发沉浸
式远程会诊系统，实现4K超清画质的360度沉浸
式画面展示，让不同地域的专家均可清晰查看现场
情况，实现无障碍远程文物会诊。

腾讯与敦煌研究院还将共同加强与海外敦煌
文物收藏机构的文化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藏
经洞文物的数字化呈现与传播，进而推动敦煌文化
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据介绍，敦煌莫高窟藏
经洞是20世纪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之一。藏经

洞中出土的6万余件古代文献及纸本绢画，包括宗
教典籍、经史子集、官私文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等，涉及古代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语言、民
俗、音乐、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敦煌石窟和藏经洞
出土文物生动体现了从4至14世纪的全球文化交
融，真实反映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
阔胸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遗憾的是，藏经洞中
的大量珍贵文物现已流散世界各地。

腾讯影业、腾讯动漫与阅文集团还将成立“敦
煌动画剧工作室”，以莫高窟经典壁画内容为原型，
打造30集系列敦煌动画剧。工作室将基于阅文优
秀作家团队、腾讯影业及动漫制作团队的文创能
力，来创作贴近当代传播文化的敦煌动画作品。同
时，腾讯《王者荣耀》游戏也于去年启动新一季敦煌
主题皮肤的开发规划。此外，腾讯与敦煌研究院将
启动“数字供养人开放计划”，计划引入更多优质行
业伙伴，共同探索云游敦煌、敦煌诗巾、敦煌动画剧
等新文创产品的行业合作模式。 （艺 文）

腾讯与敦煌研究院战略合作升级

科技助力壁画保护与藏经洞文物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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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由传媒内参主办、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会协办的电视
剧《暴风眼》研讨会在京召开。

该剧自2月23日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爱奇艺、腾讯视频播出以来，
受到广泛关注。保障国家安全是实现国家进步和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
石，无数热血青年怀揣梦想居安思危，义无反顾地投入国安事业，将自己的
人生价值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暴风眼》以全新视角聚焦奋战在隐蔽侦察
一线的国安人员，打破了大众对国安反谍题材的认知门槛。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以商业间谍为主线，讲述了国安战士为保卫国家高
新科技成果同国际商业间谍展开较量的故事。剧中国际间谍组织用各种手
段窃取我国尖端科技和稀有矿产，这为和平年代的观众敲响警钟，时刻保持
警醒、保持斗争精神是树立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具体要求。与此同时，该剧对
国安工作场景、思路、策略等方面的展现具有揭秘性，剧中对天眼系统、体形
动态捕捉、数据吸盘等国安行业基本面的展现，拉近了观众与国安这一特殊
领域的距离。有专家进一步谈到，该剧并没有满足于吃冷门题材的红利，隐
蔽的战场、公开的职场、若明若暗的情场，这“三场”做到了卯榫相接、心物合
一，分寸感拿捏得当，在厚重话题、严肃题材的青春化表达方面较为成功。
《暴风眼》总制片人高琛表示，希望通过这部剧让大家对国家安全和国安战
士有所了解，每个人都应该尽己所能保护国家安全。 （小 宇）

《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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