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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雄兵出击》：

一部壮丽的多层面全景式战争深描之作
□王一川

在“志愿军”题材领域接连出现《长津湖》和

《长津湖之水门桥》这两部“爆款”之作后，再来接

拍同一题材影片，所要冒的影像美学风险显而易

见：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继续出新，而假如不能，

势必遭遇挫败。但捏着一把汗地看完电影《志愿

军》第一部《志愿军：雄兵出击》后，我的担忧立时

释怀了：真的拍出了新意。

这种新意首先表现在，对于抗美援朝战争的

战略预备和头两次战役作了有条不紊和多层面全

景式的叙述。它的叙事进程可分为五个时段。第

一时段为战争动员。一边叙述刚从莫斯科回京的

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有关朝鲜战争爆发的汇报，另

一边叙述杜鲁门下令封锁台湾海峡并任命麦克阿

瑟率兵仁川登陆，重在讲述我方战略决策的运筹

过程，呈现我国实施抗美援朝战略决策的必要性

和必胜信念，让观众领会新生共和国安居乐业与

这场战争之间的关系，同时了解最高领袖为儿子

当志愿军第一个兵而自豪的心境。第二时段为跨

过鸭绿江及第一次战役。首先叙述彭德怀急赴沈

阳并亲率先遣队过江，以及我军在遭遇敌军时机

智脱险的过程，突出彭德怀的英勇无畏和志愿军

的有勇有谋。接着叙述我军改防御战为运动战在

两水洞设伏痛打敌军、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过

程。第三时段为第二次战役预备过程。当麦克阿

瑟狂妄地挥师冒进时，我军主动退却、精心筹备反

击。重点讲述彭德怀通过总结

梁兴初和 38 军贻误战机的教

训，激励指战员打赢下一次战

役。第四时段为第二次战役开

端，表达志愿军以先撤退而后反

击的姿态，通过穿插迂回和阻击

方式消灭敌军，重点讲述战士们

在寒冬中脱掉长裤过江、征用民

工汽车运输弹药、江潮师长率军

徒步远程抢占阻击点的过程。

第五时段为第二次战役中的三

所里、军隅里、松骨峰战斗以及

伍修权联合国演讲。三所里打

坦克、军隅里死守歼敌、松骨峰

血战坚守阵地，都讲述得惊心动

魄、感人肺腑。中间穿插讲述毛

泽东派伍修权去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大闹天宫”的

故事，例如伍修权代表中国控诉美国侵略行径并

驳斥奥斯汀谬论。尾声显示伍修权在联合国宣告

1950年跟1895年不同了，松骨峰血战中战士们英

勇奋战，美九军被迫撤出松骨峰逃命，彭德怀通令

表彰38军万岁，平壤解放。总体看，以上第一、二

时段为开端，第三、四时段为发展，第五时段为高

潮再接尾声。其间节奏分明、紧凑有序，先有文戏

铺垫，后有武戏推向高潮，又在前方武戏中穿插进

后方文戏，形成文武交融、相得益彰的效果。在国

家层面，有毛泽东、周恩来作为代表，也有李默尹、

戴如义、杨少成、毛岸英、孙醒、杨三弟等一线战

士，还有彭德怀、梁兴初、江潮等高级指挥员起到

中流砥柱的作用，外交层面则有伍修权等的出色

交锋，由此完成多层面全景式战争叙述。

这部影片的突出新意还体现为，在“出击”和

“雄兵”两个关键词上大做文章。“出击”之新意在

于，以多层面全员动员故事而披露打赢抗美援朝

战争的原因，通过全中国社会各界的层层动员而

做出“出击”的战略决策，涉及国家领导人、科学

家、军队指战员、医生、外交人员、华侨等各个方

面。“雄兵”之“雄”体现在细致呈现这场战争打赢

的具体过程，完整地叙述志愿军从军、师、团到连

完整而又真实的历史人物系列，并将这些有名有

姓的真实历史人物与李默尹等原创人物结合起来

叙述，满足了将故事叙述完整和满足观众全方面

品评战争场面的需要。如果说“出击”侧重于抗美

援朝战争为什么打，那么“雄兵”则重在说如何打

以及打赢，这两方面合体完成了整个叙事任务，让

观众感受到故事逻辑的完整性及其清晰的因果关

联链条。

全片的新意还体现在着力设置一系列细节，

在场景和人物性格的深描上取得实效。深描，意

味着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浅层描写，而是深刻的、富

于穿透力的深度意义构建。下面这些细节确实具

有深描的力量：从麦克阿瑟在战场上用白手巾擦

皮鞋的细节，可见出其狂妄和刚愎自用的性格；透

过毛泽东与林巧稚在天安门城楼有关生命的对

话，可知领袖的战略决策有着深厚的民间舆论支

撑；毛岸英临行前同繁忙父亲的隔窗远望式道别

镜头，传达出领袖之子与民同甘共苦的意涵；由毛

岸英细心开导小杨到后者主动为前者修鞋，强化

上述同甘共苦意涵；彭德怀的孤军勇闯敌军封锁

线、怒斥梁兴初贻误战机、发出“38军万岁”的心声

等细节，刻画出“彭大将军”的威风；松骨峰“铁三

角”戴如义、杨少成、孙醒之间有关谁活着就把连

队带回的商议镜头，凸显我军团结奋战和前仆后

继的光荣传统；伍修权在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前

夕让译员唐笙仔细核对国家名牌的英文翻译，透

露出新中国初登世界舞台的庄重和严谨；他继而

在演讲中挥拳拍桌子，表现了我方的自信和自强；

松骨峰上虚拟出的一棵松造型，可以有效地满足

观众看到此景时油然而生的敬仰英雄之情怀。透

过这些细节，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毛岸英的纯真善

良和平易近人、彭德怀的英勇无畏和粗中有细、梁

兴初的知耻后勇、松骨峰“铁三角”的铁胆忠魂、伍

修权的正义凛然和细心谨慎等独特性格特征，宛

如浮雕般凸显出阳刚而壮丽的风采。

这些出新之处表明，影片在表达志愿军赴朝

作战这样牵涉面广泛而又难度异常的题材时，准

备充分，措施有效，特别是在故事情节构思、片名

中关键词阐释、具体细节刻画等方面都力求出新，

给观众一个完整而又好看的故事，称得上是一部

阳刚壮丽的多层面全景式战争深描之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关 注 人们常用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来形容革命者。在影片《觅

渡》中，恽代英将自己比作磷火，一把火烧掉旧世界，一把火点

亮新世界。共产党人不是盗火者，他们自身就是火种，哪怕是

微芒也要照亮民族前行的道路。电影《觅渡》以瞿秋白生命最

后40天在狱中的闪回，通过常州三杰面对信仰考验时对生存

与死亡、忠贞与背叛的抉择，将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

相结合，以诗意化的镜头语言，致敬以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

为代表的革命先烈。

影片《觅渡》以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化镜头语言，通过跳

转、切换、回溯、平行叙事等艺术手法，在打破机械化线性时空

叙事同时，巧妙地将常州三杰的革命生平和英雄事迹勾连起

来，气韵生动地刻画出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构筑起影片革命

英雄浪漫主义的诗意化艺术风格。片中反复出现的觅渡桥，

从常州三杰少年时站立家乡觅渡桥的书生意气，到革命后站

立广州恰似家乡觅渡桥的惺惺相惜，在叙事上是对瞿秋白、张

太雷、恽代英作为常州三杰的统合与集体展现，并以他们在觅

渡桥上觅求真理、觅求民族解放道路为核心，构建常州三杰

“三位一体”的英雄谱系。同时，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指向

性诗意特征，又将瞿秋白等人苦觅真理的革命情怀、思乡念亲

的游子心境、忠孝难两全的人子愁绪，化为觅渡桥的晓风残

月、曲水流觞。这种诗意化、拟人格的移情镜头语言，也唯有

深谙此中意的中国人最能体会。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写到“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

静美”。影片《觅渡》的高潮是片尾瞿秋白从容走向刑场的情

景，蓝天白云、绿草鲜花、蜂飞蝶舞，镜头从长汀囚室灰暗色调

的情绪压抑，瞬间转为色彩斑斓。在这春意盎然的画面中，瞿秋白这个儒雅的江南才

子，仿若不是慷慨赴义而是盛装郊游。瞿秋白是革命者，不畏牺牲，但他与普通人一样

珍爱生命。他留恋与张太雷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青春飞

扬，留恋人生中最美好的上海大学执教岁月，那里有讲桌，有鲁迅先生这样的挚友，有心

灵契合的爱人。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信仰，他会是蔡元培先生口中难得的文学家，他还会

是翻译家、语言学家、篆刻家，这一切甚至只要他退出革命舞台便得以实现。但瞿秋白

在信仰与死亡之间选择了前者。他像一片静美的秋叶迎来生命中的“大休息”，在这一

明一暗、一动一静的镜头语言转换中，带给观众强烈的心灵震撼。

影片对于瞿秋白赴义诗意化的影像和情境营造，打破了国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

品中，观众对于革命英雄英勇就义画面的固有记忆。于是观众也在震撼之余开始闪回：

瞿秋白在被捕后的长汀狱中，面对蒋介石不用写悔过书、不用发表脱党声明，回乡、教

书、去国外任由其选择的种种利诱，不为所动。面对宋希濂和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以共产

党内部路线之争为由采取分化策略前来劝降时，瞿秋白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

白，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也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信仰坚定的瞿

秋白坐在草地上，从容面对敌人的枪口；甘当磷火的恽代英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广

州起义后被敌人暗杀的张太雷，依然在车上怒目黑暗的夜空……

瞿秋白在长汀狱中亲手放飞的雏鸟，生命倒数四十天内刻下的印章，还有那篇“知

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狱中绝笔——《多余的话》……影片起始于瞿秋白

被捕后狱中的闪回，却因瞿秋白之死引发观众对影片的闪回。毫无疑问，正是该片极具

英雄浪漫主义的诗意化影像风格营造，完美达成与观众的闭合情感共鸣。“我爱的人，归

来吧，爱我的人，归来吧。”——影片用钢琴与弦乐交织出的咏叹调主题曲，道出了观众

波澜起伏的观影心声。

电影《觅渡》主创在常州采取实地取景的拍摄手法，使得影片在服化道层面有了原

汁原味的年代质感，也凸显出常州这座城市厚重的人文底蕴。例如影片开场瞿秋白等

人在水口镇被敌人追赶、何叔衡跳崖的重头戏就是在天目湖畔望湖岭拍摄完成，原生态

密不透风的丛林、剧组踏出的碎石小道、瞿秋白第一视角跑动中飘落的树叶，都真实再

现当时紧迫的追逐场景。对于影片中出现的民国建筑，主创找到始建于1936年的常州

市大成三厂，精心打造出上海瞿秋白寓所、上海弄堂街景等民国建筑场景，在运河畔古

朴素雅的夏家大院，还原出张太雷母亲斑驳残破的家。前身为唐肃宗至德年间常州府

学的常州市第二中学，便是少年张太雷、瞿秋白读书之处。片中最具象征意义的觅渡

桥，则是通过绿幕加特效方式，以见证康熙、乾隆下江南的东坡公园飞虹桥为原型拍摄

完成。这种不同于棚内搭景、影视城取景的实景拍摄手法，很好地将人物塑造与时代背

景融为一体，更加贴近历史与真实。

（作者系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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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映的纪录电影《大洋追鱼记》是近年来少

见的一部富有现实主义质感的纪录电影。影片采用

直接电影视角、百姓影像叙事方式，讲述了两艘远洋

渔船万里奔赴印度洋捕捞金枪鱼的故事，记录了船

员的海上生活状态和捕捞工作全过程。在充满烟火

气的镜头中，一张张可信可亲可敬的生动面孔出现

在印度洋波涛汹涌、壮观险烈的捕捞场景里，我们感

受到这些普通百姓渴望美好生活、矢志用劳动创造

幸福的韧性与不屈，映射出向上、向善的人性光辉。

影片通过质朴而敏锐的镜头，捕捉到当下普通中国

人的生活律动，并折射出时代在他们身上的投影以

及对其个人命运的影响。

烟火气中彰显生存智慧。陆地上的“烟火气”是

炊烟袅袅、灯火可亲，但到了

汪洋大海上，那便是船员们

像家人一般亲密互动而升腾

的暖意、乐趣和生活气息。

对于这些有情怀的诚实劳作

者而言，出海时的单调、枯燥

并没有将其生活中的浪漫消

磨殆尽。过年思乡在船上吃

饺子，说起老婆孩子，船员风

趣调侃道：“看有没有人漂洋

过海来看你”，笑声在霞光红

满天的海面上传了很远；在

“远渔”267号的整个工作场

景叙述中，可以发现争吵是

他们最朴实的工作方法，从

船长开始到大副、二副，相互

交流的方式就是争吵，类似

“说你为什么不那样弄”的朴素争吵，为行船远洋无

处排遣的孤独、寂寞开掘出一条疏散通道。再如“远

渔”267号的二副张道报坚信，熬到头什么都会有

的。终于有一次碰见大鱼，只是当海狗嗖嗖地跑过

再钓起来时，好多鱼只剩下鱼头，二副很沮丧，无奈

只得再次甩出鱼线，有鱼的时候，鱼线抻得很紧，没

鱼的时候，鱼线就飘了起来。如果鱼况不佳，他便赶

快转换下一场，从头再来。影片中，“远渔”267号和

268号船长不约而同地跟厨师文茂树、李想说，要让

大家吃饱了，吃饱了就不累了，找到像家一样的感

觉。这些语言都让人倍感亲切，把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直逼现实的纪实品质。《大洋追鱼记》叙事真诚、

质朴。该片以直接电影为创作手法，取代了解说与

旁白，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作品用人物对话方式，

结合纪实影像的表现手法，突出个人视角、个体叙

事，从百姓视角介入，追求纪实品质。

语言真实是影片最打动人的地方之一，而这种

真实完全来源于生活。比如在影片中，“远渔”267

号大副秦先付说要打双八字，试过不行，二副张道报

则坚持打单八字。事实证明，收钓的时候打双八字

不行，只能打单八字。类似这样的矛盾纠葛时常出

现在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此外，环境真实是纪录电

影彰显纪实品质的另一重要基础。《大洋追鱼记》中

没有搭景，全部是实景拍摄，海上颠簸、大风大浪在

更大画幅的银幕上得到了较好呈现。

伟大时代的创造者是由无数个普普通通的小人

物组成的，他们的奋斗经历折射出新时代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大洋追鱼记》的成功

也再一次印证了小切口凸显大主题、小人物折射大

时代、小故事讲述大道理的精品创作圭臬。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新征程已经开

启，伟大时代将为中国纪录电影人提供取之不尽的

创作素材。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纪录电影，从普通

人的平凡视角、普通人的真实故事出发，表达优秀中

华儿女的坚定信念、美好心灵、艰苦奋斗和对伟大时

代的感怀，以情动人、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探求新时

代新征程的思想之源、力量之源、精神之源。

（作者系国家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

战略研究所所长，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纪

录片委员会会长）

纪录电影纪录电影《《大洋追鱼记大洋追鱼记》：》：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赵赵 捷捷

本报讯 9月27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父辈的荣耀》研讨会在京举

办。《父辈的荣耀》以顾长山一家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关于林业改革，实现生态传

承的成长故事。剧集生动再现了上世纪90年代林业变迁的全过程，记录了林业人在时

代浪潮下共同经历的大事件和小感情，展现出他们精神面貌的显著变化，是一部饱含浓

厚时代印记，同时又兼具深刻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该剧凭借豆瓣开分8.7分的好成

绩，拿下2023年“年代剧”最高分。

国家林草局宣传中心干部李想表示，《父辈的荣耀》播出后收获了较好社会效益，观

众通过此剧关注到我国林业改革的进程与成果，充分感受到林业变迁所带来的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提升。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余雷认为，剧集通过展现一

个林场、几代家庭中个体人物的共同命运，折射出20年来的时代变化，是一部基调厚

重、底色温暖、叙事沉稳的平民史诗，同时剧中把林业人的奉献、进取，以及品德、胸怀、

担当表现得恰到好处，为观众展开了一幅兼具厚度和温度的林场生活图鉴。

与会专家认为，剧集在生活的磨难中挖掘人性的善良与亲情的温暖，唤起了人们对

自然的向往和关注，并为人们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

的文化通道。有专家谈到，该剧镜头语言高度凝练，既写实传神地勾勒出林业工人的生

产生活风貌，同时又将他们的工作生活、时代背景的转换巧妙融合于家庭叙事，通过描

绘祖父辈林业工人做出的奉献牺牲以及他们身上坚韧不拔的特质来感染观众，以达到

情感共鸣。此外，专家还关注到该剧引发了一种隔代追剧的现象，年轻化的创作视角进

一步拉近了与年轻观众的距离，同时又用人物命运与现实叙事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关注

国家林业战略，用过去的故事与当下现实发生共鸣，对年轻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许 莹）

专家研讨《父辈的荣耀》：年轻视角引发情感共鸣

新作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