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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战题材

电影，形式上大致比较类型化，比如

《铁道游击队》（1956）对冒险类型的

化用。

茛新上映的《八佰》，其中的战

争表现在网上引发很多质疑声音，

这些声音往往从专业角度解析影片

的具体操作， 这在以往的同类国产

影片中似乎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新世纪以后， 尤其是中国电影市场

逐步走向繁盛的过程中， 抗战题材电影

的形态日趋多元， 既有传统意义上单纯

表现抗战英雄的作品， 亦有将战争叙事

纳入到民间叙事传统或荒诞戏剧式表达

的努力，前者以何群导演的《平原枪声》

为代表，后者则以《斗牛》《铁道飞虎》等

为典型。 这段时期中国电影银幕上重量

级的作品， 几乎都将抗战这段历史纳入

到导演自身的作者化表达以及更为细致

的微观视角的建立上。

同样表现南京沦陷的历史， 陆川的

《南京！南京！ 》注重展现这一过程中各个

阶层人的生态与

反应（包括随军日

本人 ）， 力图在黑

白影像下探讨具体

的人物个体面临浩

劫时的选择， 同时

颇有《罗生门》式的

多元视角味道 。 张

艺谋的 《金陵十三

钗》则以“十三钗”的

命运为主线， 甚至在

被视为“过度美化”了

的一些场景中消解过

往严肃叙事的某些刻

板性，将人物命运置于

战争进程之上进行打

量。 高群书导演的《东

京审判》则全景展现战

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通过群像展示等方式进

入历史。 董亚春与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

哈尔科夫合作的《战火中的芭蕾》将时间

设定于日本投降后，讲述中苏携手对负隅

顽抗日寇的“最后一战”，将抗战之于世界

反法西斯同盟的意义呈现于银幕之上。此

外，韦廉、沈东、陈健联合导演的《太行山

上》 将目光放在山西战场， 展现平型关

大捷的过程， 在战争?型片语法上标志

国产同?电影日趋成熟。冯小刚的《一九

四二》则取战争相持阶段河南旱灾背景，

探讨民族苦难炼狱中在其时其地的人与

物发展的内在机理，核心与“第五代”初

期的民族性探讨几乎异曲同工。

可以说，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抗战主

题电影， 更多挖掘了战争的各个不同角

度的面向， 包括对战争尾声阶段一些史

实的书写，呈现出更加理性的创作心态，

也对历史本身有了更客观的审视。

2015 ? ，郭柯导演的纪录片 《二十

二》上映，这部聚焦抗战期间慰安妇幸存

者的影片， 更引发对于被记录对象的纪

录界限思考。新上映的《八佰》，其中的战

争表现在网上引发很多质疑声音， 这些

声音往往聚焦于非常具体的军事史议

题，从专业角度解析影片的具体操作，这

在以往的同?国产影片中似乎是从未有

过的现象。 这些都显现出当代观众观影

时更趋专业化的水准， 此?题材在观众

接受层面的反响， 呈示出一种非常明显

的从?型电影被动接受到对于影片品质

本身的全方位观照，同时也对影片呈现的

历史有相当独立见解与思考。很难说观众

的观影水准提升与此?影片本身的工业

层级与美学意识提升到底是怎样的相辅

相成关系， 但由此推动中国电影业走向

更成熟的工业化体系与市场建设， 无疑

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纵观 80 余?来的中国抗战主题电

影发展史，不难看到，抗战电影事实上也

浓缩成了一部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历程

缩影。 通过此?电影，观众最直观感知到

影片创作者所形塑的历史话语， 同时创作

者也在不断重建历史现场的过程中形成了

一种历史学与美学意义上的格局提升意

识并付诸实践。不同时期的抗战电影对于

中国电影?型化、 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毫

无疑问的正面意义。 通过抗战主题电影的

发展脉络还可以看到， 对于一段真实存在

的历史，不同时刻的影像呈现，不可避免

受到技术水准与认知观念的影响， 因此

梳理抗战电影， 同时也是对抗战至今中

国历史的一个再认识。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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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南京！ 南京！ 》《二十二》……

在不断重建历史现场过程中提升主旨与美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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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呐喊：向世界讲述中国人民抗战故事
独孤岛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自 1931 ? “九一八事变” 开始，至
1945 ?日本投降止，持续时间长达 14 ?，成为目下国人新
的共识。以侵略行为的开端作为这段全民不屈抗敌历史的开
端，将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贯通，无疑是更符合历史的。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 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汗牛充栋，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样貌，假设从 1931

?开始计算，则抗战主题影片至今有将近 90 ?的历史。 期
间从曲折表达到正面迎击，由专注敌后到全面表现，甚至发
展成为商业类型电影与历史纪录书写的新尝试。抗战主题电
影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具类型凝聚力的电影形制之
一。 在新近上映的《八佰》中，这种对中国电影工业建设具有
相当正面积极意义的努力得到了落力发挥，又一次证明了此
类题材无论在观众接受层面还是创作推进层面，都仍然具有
很深的挖掘潜力。

如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
成部分，国产抗战电影，也是世界二战电影的重要一脉，向世
界讲述中国人民抗战故事。

最早期的国产抗战电影中， 多为唤

醒民众、 呼吁抗日救国的作品。

早在日本占领东北的两?以后 ，

1933 ?， 上海联华公司即出品了一部叫

做 《天明》 的默片， 由孙瑜编导， 黎莉

莉、 高占非主演， 讲述家乡遭到战火延

烧下的表兄妹离合命运。 同?同样由孙

瑜导演的 《小玩意 》 则直接涉及到

“一·二八” 淞沪抗战中被破坏的棚户区

生态， 片中由玩具坦克转为现实坦克成

为对这场战争最直接的指涉。 1934 ?，

孙瑜更导演了被后世主流影史视为经典

名作的 《大路》， 在部分有声的尝试中，

展现军用公路修筑工人众生相， 更直接

表现加载声效的敌机轰炸场面导致的惨

烈景象。 《大路》开首以金光闪闪的男性躯

体指代中国人的健康乐观不屈精神， 对

恶劣局势的回应可以说相当直接。

事实上， 联华公司也是其时在银幕

上表达抗战意志最显然的机构 。 阮玲

玉、 金焰、 黎莉莉、 陈燕燕、 尚冠武等

联华旗下演员以最身体力行的方式发挥

方兴未艾的电影明星对大众思潮的塑造

功能， 成为抗战初期最有效且尖锐的宣

传。 这些影片中的抗战图景更多被包裹

在对民间的艰难生态描摹之中。

1935 ?， 中国共产党发表 《为抗日

救亡告全体同胞书》， 之后 ， 由左翼发

起的 “国防电影运动” 兴起， 联华更以

《狼山喋血记》 《联华交响曲》 等创作意

识相当先锋的作品回应日益深重的国难，

呈现出左翼直面现实与当代艺术先潮追索

的双重意味。 《联华交响曲》 的八部短片

起码有四部是通过各?影射直接指向民族

灾难， 呈现手法与主题结构各不相同， 其

中尤以费穆导演的 《春闺断梦》 最为壮怀

激烈， 通过颇有德国表现主义电影风格

的造型两位女性关于战争的噩梦， 洪警

铃饰演的凶神恶煞魔鬼无疑是最能够指

代其时中国民众对日寇的集体记认。 在

此期间， 电通公司的 《风云儿女》 亦作

为直接回应 “九一八事变” 后青?命运的

作品面世， 片中的 《义勇军进行曲》 也成

为中国近现代史中被反复书写的图腾。 影

片将情感纠葛置于国难背景之下， 呈示洪

流中的命运交响曲， 正是其时上海方兴未

艾的现代市民文化———电影———与最迫切

的国族耻辱捆绑的写照。 《风云儿女》 的

故事发生于 “九一八事变” 之后， 当影片

于 1935?公映时， 日军铁蹄已自北向南

踏过长城。 随着影片的上映， 《义勇军

进行曲》 迅速流传开来， “起来！ 不愿

做奴隶的人们 ！ ” 正如吴海勇在 《起

来———〈风云儿女〉 电影摄制与 〈义勇军

进行曲〉 创作历程纪实》 一书中所写的

那样： 歌曲以决绝勇毅的态度、 悲慨雄

健的歌词、 激昂流利的旋律， 唱出时代

的最强音。 这是民族的心声， 这是大众

的曲调， 这是时代的战歌。 在多?后它

众望所归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在抗战全面爆发至胜利的八?内， 因

应时局变化， 在 “孤岛” 上海的 《木兰从

军》， 上海影人南下香港拍摄的 《孤岛天

堂》 等， 皆以间接或直接方式发出抗敌之

声， 在动荡岁月里， 通过以古讽今、 场景

复现等方式直接表现当时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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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山喋血记》《联华交响曲》《风云儿女》……

左翼电影以先锋的创作意识回应日益深重的国难

荨电影《百团大战》（2015）?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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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

更多电影语言的革新被纳入了儿女英雄的故事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 抗战题材的电影

中， 塑造了一些相当具体而突出的侵略

者形象，比如《平原游击队》中方化饰演

的松井、《铁道游击队》 中陈述饰演的冈

村等， 深入到一代国人心目中。 与此同

时，崔嵬导演的《小兵张嘎》则尝试以长

镜头调度完成一种严肃叙事中的诗意可

能。 总体来说， 这段时间的抗战题材电

影，形式上大致比较?型化，比如《铁道

游击队》对于冒险?型的化用。视角选择

方面则多种多样，既包括《地道战》《地雷

战》 之?的以教学片形式面世的敌后战

斗介绍， 亦有 《狼牙山五壮士》《小兵张

嘎》 等由具体事件或具体人物的微观角

度呈现抗战历史， 在整齐划一的既定叙

事模型中作出中国电影自身的突破 ，由

此构成了新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

条抗战电影脉络。

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一大突出

特点，是凸显了人民史观。无论是以个体

英雄出现的“小八路”，还是以群体出现

的 “敌后武工队 ”，都是表现普通人如何

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成为可歌可泣的

勇担历史重任者。 《平原游击队》结尾处

的那句“在中国的土地上，绝不允许你们

横行霸道！ ”之所以深入人心，就是因为

它展现出了中国人民拿起武器抗日救亡

的万众一心。 这不仅对于之后国产战争

片创作产生了全面影响， 而且某种程度

上与全球视野中聚焦普通个体的微观视

角不谋而合。

1980 ?代，具有革命性的“第五代”

导演横空出世， 发轫的几部作品几乎都

与抗战背景有关， 又都并不正面直接表

现抗战场面。 张军钊导演的 《一个和八

个》聚焦遭到敌寇追胁的一队“边缘人”，

他们各自以蒙冤或戴罪之身奋起反抗 ，

书写主流抗战英雄之外的平民史诗 ，影

片颠覆性的视听语言与指涉强烈的静态

画面构图， 形式上突破了过往中国电影

讲求叙事完整性及视听流畅逻辑的传

统，直接师法世界电影新浪潮，在画面表

意与个体价值上寻求突破口。 陈凯歌的

《黄土地》更是将整个故事放置于作为背

景的抗战时代， 实际上通过人物与黄土

自然的对话， 实现对中国人数千?来性

格的反思， 影片并不出现任何直接的战

斗场景， 转而注目于在这片土地上辛苦

生存的百姓， 恬淡的爱情意味与沉重的

民族性回望，成为更为宏大的思考文本。

而在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中，借助

莫言原作所构建的“前抗战”时间（按照

“十四?抗战”来说，其实也在“抗战史”

范畴内），展现“我爷爷”和“我奶奶”大胆

热烈的爱情及其背后如高粱酒一般壮烈

的民族精神， 真正的抗战场景在片中占

据的比例不大，作为全片高潮出现，而男

女主角的主体性格建立，与作为“战场 ”

的历史现场有一定距离。 张艺谋对色彩

的高度敏感与创造性运用， 亦令这部讲

述抗战时代可歌可泣的儿女英雄故事 ，

更多被容纳进电影语言的革新过程中 。

这时期，关注视听语言革命成为这批“第

五代”新晋导演影片的重要特征，在叙事

主题上，这些影片则不约而同选择相对淡

化“战斗”场面或背景，转而思考大时局下

广泛意义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及其历

史渊源，重点其实是“溯源”而非

“展现”。 与此同时，就美学而

言，这一阶段的优秀抗战题

材国产片也已置身世界电

影的同流之中。

在 1980 ?代 ，抗

战电影不仅在视听美

学，也在叙事形态上产生

了相当大的分野。 例如《晚

钟》将视点聚焦在日本投降

后拒不接受现实的日军小分

队， 反思人性的角度前所未有，

影片获得柏林金熊奖提名 ， 成为

1980 ?代中国电影一抹异色。 直面战争

中一些从前未在国产片中得到充分探讨

与展现的面向，成为这批群落横跨“第三

代”至“第五代 ”、活跃在 1980 ?代影坛

的导演不约而同选择的切入点。

与此同时， 聚焦抗战过程中极端惨

烈历史的影片，也突破了惯常操作模式，

以历史+?型商业的模式公之于众，比如

《黑太阳 731》，在哈尔滨取景，直接表现

故事剧情描述日本关东军 731 部队在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生产细菌， 部署细菌战

的暴行， 以纪录片手法重现日军进行人

体实验的状况 。 吴子牛 1996 ?导演的

《南京大屠杀 》（即 《南京 1937》）以一个

日本人的视角切入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现场，呈现民族灾难。

荩《风云儿女》

(1935) 作为直接回

应“九一八事变” 后

青年命运的作品面

世，片中的《义勇军

进行曲》也成为中国

近现代史中被反复

书写的图腾。

荨电影《狼牙山五

壮士》（1958）?照

茛电影《战火中的

芭蕾》（2015）?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