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景式回望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始末，
在史实中呈现正义之战的伟大意义

央视《国家记忆》栏目制作播出20集大型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国际政坛涌

动着怎样的暗流？中美两国首脑在得知战争

消息后有何不同的反应和应对？作家魏巍那

篇著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原型是谁？

70 年硝烟散去，历史不可忘却。为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栏目特别制作

的 20 集大型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正

在热播。该片以真实纪录影像、当事人采访、

珍贵档案和史料为素材，全景式还原了抗美

援朝的全部历程。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犹如一部影像版的

历史教科书，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始末条分缕析，让观众

尤其是青年一代在史实中读懂 70 年前那场

正义之战的伟大意义，历史的逻辑、历史的厚

重、历史的温度，兼而有之。

档案“说话” 当事人亲述

以正确史观帮助人们
“在历史中看见历史”

1950 年 6 月 25 日， 相隔?里的新中国

领导人毛泽东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几乎同时收

到了一份特急报告，得知了同一个消息：朝鲜

战争爆发。这是纪录片第一集《不期而至》的

开头。按历史纪录片的常态，用部分情景再现

那段历史内幕，是习见的制作手法。但《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绕开“演绎”的情景再现，充分

利用拍摄素材和制作团队挖掘来的大量珍贵

影像、文物、档案，对历史进行忠实地呈现。

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中美两国，分

别激荡起怎样的风雷？

纪录片用首次披露的画面佐证那一阶段

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70 年前的 6 月初，中

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上确定了中心任

务：以三年左右时间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

的根本好转。这次全会与随后召开的政协第

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人民解放军确

立了新任务：准备解放全部国土，完成统一祖

国大业 。泛黄的文件还显示 ：中央军委决定

1950 年下半年复员 150 ?人民解放军回乡

参加生产。经高清技术修复后，这些历史画面

自己会“说话”———1950 年的中国，刚从百余

年的动荡不安中解脱，中国人民渴求和平的

环境，祈愿祖国统一，希望集中精力投身国家

建设。

太平洋另一边，6 月 27 日， 第一批美国

作战飞机飞临朝鲜上空；同时，美国海军第七

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陈述完史实后，纪录片对

准历史的见证人，以他们的口述来还原事件

背后的动因。时任美军第五战史分遣队指挥

官贝文·亚历山大亲述：“朝鲜战争开始前，麦

克阿瑟就制定了一份备忘录交给美国政府，

交给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他部队。他

表示 ，我们应该保护台湾 ，这是绝对有必要

的，否则它就会被共产党接管……”这番陈述

让历史的逻辑清晰可见———美国从武装干涉

朝鲜内战一开始，就将朝鲜问题与中国的主

权尊严连到了一起。

在忠于历史的讲述中，纪录片用少见的

20 集篇幅复盘了抗美援朝的全部历程。前十

集基本以时间线索为序。第一至三集着重讲

述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历史脉络，包括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国际背景；美侵略军

悍然越过三八线，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为了保

卫和平、反抗侵略，中国党和政府毅然作出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第四至第十

集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五次战役。后十集

分别从后勤部队、人民空军、反细菌战、坑道

作战、上甘岭战役、优待战俘、停战谈判、国内

支持、胜利归来、致敬英烈等角度回顾战争中

的细部。纪录片的逻辑清晰、有理有据，能以

正确的史观帮助人们“在历史中看见历史”。

怀揣做文献片的情怀
反映抗美援朝精神的

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呈现的是历史大事

件，需要创作者怀揣做文献片的情怀。但该片

也穿插了许多个体人物的故事和命运，为观

众铺开志愿军英模、战斗集体可歌可泣的英

雄长卷。

第 42 军先头部队开始夜渡鸭绿江后，迅

速向长津湖地区集结。迈出国门，回望家园，

年轻战士身上虽没有中国字样的标识，连帽

徽都得抹下，但他们肩负的是祖国人民“捍卫

和平、保家卫国”的重托。纪录片用细腻如故

事片一般的笔触记录了他们跨过国境线时的

回眸。时任第 39 军第 116 师山炮营 3 连连长

黄云腾在片中回忆：“谁都明白离开这个家，

不知道多少天能回来。我们迈的步很沉重，沉

重什么，就叫责任重大。”

纪录片更以抢救式采访还原了《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的诞生。时任炮 1 师第 26 团

第 5 连指导员麻扶摇在誓师大会后写下“雄

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新华社记者采访了麻扶摇，

觉得诗歌写得很好，并提出将“横渡鸭绿江”

改为“跨过鸭绿江”。随后，这篇战地通讯发表

在 1950 年 11 月 26 日的人民日报上。著名音

乐家周巍峙看到出征诗后，用半小时谱出了

曲子。这首歌唱遍全军、传遍全国、传唱至今，

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灭的记忆符号。

制作团队将历史的褶皱掰开， 为观众呈

现了许多英雄舍生忘死的点滴。 临危受命的

第 13 兵团司令员邓华在接到北上命令后 ，

给即将分娩的妻子留言 ， “瓦罐难免井上

碎， 将军难免阵上亡”。 最惨烈的松骨峰阻

击战， 志愿军第 38 军第 335 团 1 营 3 连与

四次冲锋未果、 急红了眼的美军展开搏杀，

整整 8 小时， 3 连 120 人扛过了美军 32 架

飞机、 十多辆坦克和一波又一波集团冲锋，

最后只剩 7 名战士 ， 但阵地依然在他们手

中。 时任第 38 军第 112 师第 335 团团长范

天恩告诉观众： “打完了仗， 掩埋自己的同

志， 不能和敌人埋在一块儿， 但连分开敌人

的尸体都不行， 抠都抠不开。” 这便是魏巍

笔下 “最可爱的人”。

在制作团队看来，以史实服人、以细节动

人，这恰是纪录片的力量。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不朽的英雄赞歌》：为抗美援朝战争中
来自黄浦江畔的英雄儿女留存记忆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 抗美援朝战争

期间， 中华儿女舍生忘死、 众志成城。 他们

用血肉之躯， 铸成共和国不可侵犯的尊严丰

碑， 也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

作的纪录片 《不朽的英雄赞歌 》 将于今天

22:00 在东方卫视播出， 10 月 25 日 21:00 在

上海纪实人文频道重播。

《不朽的英雄赞歌》 围绕以上海子弟兵

为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0 军参加长津湖

战役的事件， 探寻了我军以劣势装备打败美

军陆战一师的原因。 专家认为， 这部作品的

特色有二———选题角度独到、 历史文献价值

很强。 作品在抗美援朝的大历史背景下， 选

取了从上海的视角切入， 以小见大； 片中的

志愿军老兵、 历史亲历者口述， 以及一些珍

贵的文物和档案资料， 极具史料价值。

“那时大家都有一个思想准备， 从过了

鸭绿江以后， 就是抱着为祖国牺牲而来的。”

志愿军老战士刘素鸿， 是原 23 军野战医院

医疗 3 所护理员， 对纪录片镜头回忆那段烽

火岁月， 她内心澎湃依旧。 当年像刘素鸿一

样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而来， 告别亲人与祖

国， 用热血写下自己的青春故事， 用生命谱

写 “雄赳赳、 气昂昂” 的现代英雄诗。 如今

那群战士已是耄耋老人 ， 《不朽的英雄赞

歌》 中他们的讲述， 是宏大历史的回响， 也

是个体记忆的留存。

在对这些志愿军老兵的 “抢救式” 采访

中， 一个个震撼、 感人的故事浮出水面。

为了追赶美军的机械化部队， 向长津湖

一带秘密开进的志愿军战士只能选择最难走

的山路。 高海拔减缓了行军速度， 雪上加霜

的是， 这一年， 50 年不遇的西伯利亚寒流

来袭， 让气温跌到了零下四五十摄氏度。 在

这场艰难的战斗中， “冰雕连” 许多无名英

雄壮烈牺牲。 这些战士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

的进攻， 最终化为了冰雪中永远的丰碑。 因

为战士们无畏牺牲的英勇表现， 长津湖战役

扭转了战场局势， 打破了美方 “在圣诞节前

结束朝鲜战争” 的狂言， 成为中国志愿军以

弱胜强的代表之役。

纪录片中一对空军情侣的故事同样给主

创团队带来了极大的感动。 1951 年， 空军 2

师 22 岁的鹿鸣坤和 18 岁朱锦翔先后奔赴抗

美援朝战场， 一封封穿越战火的情书， 传递

着他们对彼此的思念， 也见证了特殊时刻平

凡恋人为大爱舍小爱的崇高情怀 。 几个月

后， 鹿鸣坤不幸在一次空战中牺牲， 战友将

他收藏在飞行地图图囊中的照片带回国内，

交到了朱锦翔手中。 这些饱含叮嘱与爱意的

照片和信件， 让朱锦翔挺过了失去挚爱的痛

苦时刻， 度过了人生中的各种艰难。

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积极支

援前线的还有医务工作者。1951年1月， 上海

组织了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奔赴

前线，成为战士的坚强后盾。纪录片以当时的

新闻影像为线索，寻访了医疗队总队长、著名

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的后人， 并找到了黄家

保存了70年的珍贵文物———一百多位医疗队

成员的名牌。黄家驷之子黄文昆揭秘：当时国

内医疗对于战伤护理、治疗经验有限，为了救

助更多伤员，队员们不断查找海外文献，将当

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战伤治疗技术与方法翻译

过来并应用于实践，甚至编成了一本名为《军

阵外科学》的著作。

时至今日， 回望历史， 抗美援朝背后闪

现的爱国主义精神、 英雄主义精神、 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 革命忠诚精神以及国际主义精

神， 依旧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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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 重温中国人民志愿

军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 致敬

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 、创

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光

辉典范的志愿军将士， 大力弘

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对于

激励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

棘、奋勇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美

援朝战争的胜利， 是正义的胜

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70 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是帝

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

的。 在美国悍然发动对朝鲜的

全面战争， 并不顾中国政府多

次警告， 把战火烧到了新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的危

急关头， 中国党和政府毅然作

出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历史

性决策， 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果敢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使

命。 这是二战结束后第一场大

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 在极

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英

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正义

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

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

浴血奋战， 赢得了抗美援朝战

争伟大胜利。这是保卫和平、反

抗侵略的正义之战， 弘扬和光

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

革命精神， 进一步锤炼了经过

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 ，打

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

军威，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

战争奇迹。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谱写的壮丽凯歌， 充分体

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 维护

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坚强力

量，极大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

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

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的正义事业， 极大推进了世

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

鉴往事，知来者。抗美援朝

战争胜利以来， 中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

展成就，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 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

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

时期， 我们党正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正是要以发展的思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观察现

实、思考未来，更好地汲取历史经验，从中获得现实和长远

的教益，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源泉及其获得胜利的根本原

因，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这场正义之战得到全世界爱

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同情、支持和援助，最终正义之师赢得

了战争胜利，打乱了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

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

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惜和平，把

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己的神圣

职责，坚决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处理国际争端，

坚决反对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幌子肆意干涉别

国内政。 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国际道义

一边，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不懈奋斗，为维护世界和

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伟大的抗

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

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前进道路上，我们仍然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荆棘坎坷，

要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大力弘

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坚定必胜信念，发扬

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

倒的决心和勇气，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启示我们：一个觉醒了的、敢

于为祖国光荣、 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

的。 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

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

生活的努力，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 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万众一心、攻坚克难，风雨无阻向前进。历史必将证明，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

（载 10 月 23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社论

《不朽的英雄赞歌 》围绕以上

海子弟兵为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 20 军参加长津湖战役的事件，

探寻了我军以劣势装备打败美军

陆战一师的原因。

作品在抗美援朝的大历史背

景下， 选取了从上海的视角切入，

以小见大； 片中的志愿军老兵、历

史亲历者口述，以及一些珍贵的文

物和档案资料，极具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