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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张扬影
像的崇高之美

英雄赞歌
———70年来的抗美援朝银幕书写

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创作的发展大致

可?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70?代是抗美援

朝题材电影创作的繁荣时期，共有《上甘

岭》《长空比翼》《奇袭武陵桥》《友谊》《奇

袭 》《烽火列车 》《三八线上 》《英雄坦克

手》《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奇袭白虎

团》《激战无名川》《碧海红波》《长空雄鹰》

《飞虎》等至少15部作品问世。 对于这场历

时近三?的战争来说，影片数量并不算少，

足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此外，还有《前方来

信》《铁道卫士》 等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作

品，数量在五部以上，多是反特题材影片。

这一阶段的作品， 是该题材电影中影响最

大最深远的， 几乎成为抗美援朝电影的代

名词而进入了国产电影的经典序列。

第二阶段：1980?代以后， 抗美援朝

题材电影创作经历了一段明显减少的时

期。1980?代初有《心弦》《心灵深处》《战地

之星》等三部，1990?代有《神龙车队》《铁

血大动脉》两部。此外，影片《毛泽东和他的

儿子》（1991）中包含抗美援朝战争片断，央

视电影频道亦出品了电视电影《三八线上

的女兵》（2000）。 2015?，在《云水谣》《集

结号》两部影片中出现了抗美援朝的情节

片段，此外，《勋章》《相伴》《高地》《军礼》

《东方》《壮志凌云 》《历史的天空 》《激情

燃烧的岁月》 等电视剧中或多或少涉及

抗美援朝的内容。 2016?，直接表现抗美

援朝战争的影片《我的战争》以及电视剧

《三八线》问世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阶段：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抗美援朝题

材影视创作在今明两?将迎来一次井

喷。 影片《金刚川》《最可爱的人》（动画）

于今日登陆大银幕 ，《英雄连 》《保家卫

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也即将上映。

另外已开始拍摄或立项的影片至少还有

四部（《冰雪长津湖》《浴血无名川》《上甘

岭之四十三天》《最冷的枪》）， 已拍完待

播或正在创作的电视剧和网剧至少有四

部（《跨过鸭绿江》《我们的战争》《我心有

歌》《战旗如画》）。 可以看到，抗美援朝影

视创作迎来了一次新的高潮。

抗美援朝电影的题材类型较为丰

富，既包括志愿军大部队在正面战场的浴

血奋战（如《上甘岭》《英雄儿女》），也包括

具有惊险片、 动作片特征的小?队作战

（如《奇袭》《神龙车队》）；既有空战片（如

《长空比翼》《长空雄鹰》），也有反特片（如

《三八线上》）； 既有保卫交通运输线的特

殊作战（如《烽火列车》《激战无名川》《铁

血大动脉》）， 也有聚焦中朝军民友谊

的影片 （如 《友谊 》 《心弦 》 ） 。

除电影和电视剧外， 其它类别的作

品同样值得关注。 2015?，涉及抗美援朝

的网络动画《那?那兔那些事》产生轰动

性影响， 次?推出的聚焦抗美援朝的番

外篇更在豆瓣获得了该系列动画的最高

?9.2?。另外，1990?代以来还有大量纪

录片问世，比如《共和国战争———抗美援

朝秘史 》《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 》

《半个世纪的回响———纪念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鸭绿江

的记忆》《没有铁丝网的战俘营》《跨过鸭

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断刀———朝鲜

战场大逆转》《铁在烧———志愿军第63军

铁原战记》等，有的作品如《较量》（1996）

甚至还曾在院线创造了不小的票房奇迹。

而在近期， 随着包括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等在内的

一批新的抗美援朝纪录片的播出， 又为

中国观众认知这场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历

史文献资料。

尽管在创作数量上有高低起伏 ，但

抗美援朝影视作品在数十?间始终保持

着某些贯穿性的思想与艺术共性。

在思想与价值层面， 抗美援朝影视

作品最为显著的特征， 无疑是强烈的爱

国主义精神。 抗美援朝影视作品是典型

的国族指向的战争片类型，是基于“反帝

反霸”立场的影像叙事，描述的是正义与

邪恶、侵略与反侵略之间的善恶冲突。

《英雄儿女》《上甘岭》等影片塑造了

一批像张忠发、杨德才、王成、王芳、丁大

勇这样的连排级指战员群体， 而他们其

实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群体形象的化身 。

到1990?代 ，继 《开国大典 》《大决战 》等

影片之后，影片《铁血大动脉》《北纬三十

八度 》以及电视剧 《抗美援朝 》等都开始

尝试全局性、史诗性、文献性风格。 当?

直接决策和指挥这场战争的伟人领袖们

走上了银幕，“西方侵略者几百?来只要

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

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

了 ”（彭德怀语 ），“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

国人民的时代，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毛泽东语）这

些话语的引述旨在彰显抗美援朝这场

“立国之战 ”对于新中国 、中华民族的划

时代意义， 旗帜鲜明地肯定其作为保卫

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的性质。 这

种国族立场是贯穿抗美援朝影视作品的

情感和价值主线。 直到2015?的热血动

漫 《那?那兔那些事 》，在满屏弹幕刷过

的“泪目”“种花家”“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的背后，仍然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可

见几十?来， 在抗美援朝影视创作和传

播的发展轨迹背后， 其实一直遵循着相

同的文化和情感逻辑。

在艺术层面， 抗美援朝影视作品遵

循的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

义、 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相结

合的崇高美学。 《上甘岭》《英雄儿女》《奇

袭》《打击侵略者》 等影片中的人物与事

件都有真实的原型， 是艺术真实与生活

真实的高度结合。 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

了以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为代表的

30多万名英雄功臣以及近6000个功臣集

体， 中国人民志愿军用世所罕见的惊人

毅力和坚韧意志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

弱胜强的奇迹， 这也为抗美援朝影视创

作提供了非凡的创作素材。

在1950到1970?代诞生的抗美援朝

电影，在战争的残酷性、英雄形象的伟岸

性、 英雄赞歌的磅礴性等方面或许都是

最为突出的。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如果要

在其中选择一位最震撼人心的英雄形

象，《英雄儿女 》中呼唤 “向我开炮 ”的王

成或许最有可能入选 。 “风烟滚滚唱英

雄，四面青山侧耳听”“地陷进去独身挡，

天塌下来只手擎，两脚熊熊趟烈火，浑身

闪闪披彩虹。 ”影片用高度仪式化、崇高

化的礼赞式镜头语言， 用仰拍视角下的

伟岸身躯、雄壮激昂的音乐、震撼人心的

赞歌，将这个顶天立地、光芒万丈的英雄

形象烘托到了极致。 这种英雄主义的人

物形象模式也出现在其它抗美援朝影片

中，成为一种通行的创作规范或程式。 正

义的事业、英雄的壮举、强烈的情感、伟大

心灵的回声、浓墨重彩的修辞，共同创造

出了抗美援朝电影中的崇高之美。

《英雄儿女 》讲述的是英雄被发现 、

被树为典型并最终发挥强大精神鼓舞和

激励作用的故事。 王芳的成长、“王成排”

的成立和建功， 乃至兄妹俩与作为工人

阶级和革命者的两位父亲之间的关系 ，

都是这种激励和传承的证明。 正如片中

王文清对王芳的启发所点明的， 讲述英

雄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跟着流泪，

而是要从中得到鼓舞。 在战争的残酷、牺

牲的伤痛 、生命的消逝 ，与英雄的崇高 、

榜样的激励和胜利的喜悦之间， 重点和

焦点要放在后者而非前者， 这是不同时

代中国主流文化对于战争片核心功能的

共同理解与基本要求， 也是英雄主义人

物颂歌模式的逻辑起点。

在不同时期的抗美援朝作品中，不难

看到创造性的艺术闪光点：《上甘岭》 中，

紧张残酷的战斗与坑道生活相互穿插、张

弛有度，一只苹果、一杯水、一只松鼠，“望

梅止渴”的故事，这些生动的细节彰显了

官兵的坚韧意志；“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

稻花香两岸”的歌声，将个体情感与宏大

叙事、思乡之情与反抗强权追求和平的信

念有机融合，在数十?间持续保持了巨大

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成为了传唱度最高的

经典影视歌曲之一，构成了几代人共同的

文化记忆；在《英雄儿女》中，对英雄传奇

的讲述与对血缘亲情的追寻联系在一起，

传达了感人至深的力量；《奇袭》《长空比

翼》《三八线上》 等片初步探索了惊险片、

空战片、 反特片等类型化发展的可能性，

展现了自觉的美学探索意识。

近?的抗美援朝影视作品也开始出现

一些新趋势： 在网络动画 《那?那兔那些

事》中，抗美援朝这一严肃题材意外地与互

联网文化及其审美达成了有机统一， 呆萌

有趣的形象及配音、寓言化的讽喻式表达、

大量的互联网流行语、青春热血的气质，与

鲜明强烈的国族情感相结合， 在弹幕群体

性共鸣的助推下， 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现象

级影响力；在《我的战争》《三八线》等作品

中， 战争场面的视听呈现因近?来影视工

业的巨大进步有了大幅提升， 作品聚焦普

通战士的微观视角， 见微知著地透视抗美

援朝战争， 颂扬了志愿军将士的英勇无畏

和献身精神， 后者甚至还加入了敌方阵营

基层军官的故事线， 借助其视点对侵略战

争进行了反思，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意义。

今明两?，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创作将

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同时可能也会在两个

层面面临新的课题。

一是在继承经典抗美援朝战争片优

良传统的基础上， 能否积极探索和建构

起与当代战争片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美学

风格。

正如笔者在前文所提到的，抗美援朝

电影创作的经典形态还大体停留在几十

?前，这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其它题

材相比存在较大的落差。 后者在最近 40

?间已诞生了《红高粱》《血战台儿庄》《战

争子午线》《三毛从军记》《南京！ 南京！ 》

《风声》《斗牛》《八佰》《亮剑》《我的团长我

的团》《开国大典》《大决战》《建国大业》等

优秀作品，在思想与艺术层面都进行了诸

多成功探索与丰富积累。 相比之下，此前

的抗美援朝题材创作在建构经典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某些程式化、 概念

化、脸谱化倾向，新的影视创作需要适应

时代审美的发展，勇于突破、大胆创新，深

入发掘战争背后的文化、历史、社会和人

性因素，赋予这个经典题材以新的思想和

艺术魅力。

二是在坚守国族价值立场的基础上，

能否通过更具说服力、感染力的观念和艺

术表达，在多元文化格局下赢得现代观众

的更广泛认同。

关于这场战争，相关国家亦有许多影

视作品问世，其中一些甚至早已产生了世

界性的影响。这是抗美援朝影视创作必须

面对的一个整体文化背景、一个国际视野

中的艺术与价值参照、一个多元文化竞争

的基本格局。中国的抗美援朝影视作品不

可避免地会被放置在这样的背景、参照和

格局中去进行衡量和比较。这种衡量与比

较背后其实涉及到文化和价值观。新的抗

美援朝影视创作能否得到中国观众的由

衷认可；能否满足甚至超越他们的期待视

野；并进一步突破文化隔阂，实现中国价

值和中国声音的有效国际传播，既是对中

国影视艺术工作者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化创造力、 影响力、传

播力的挑战。 而要赢得这样的挑战，无疑

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定力与更加强大的艺

术创造力。

（作者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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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加强大的艺术创造力为经典题
材赋予新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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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创作阶段，多重类型题材

詹庆生

2020 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
年，备受关注的电影《金刚川》和动画电影《最可爱的人》在今
天作为重大献礼作品正式上映。 这也使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
作品再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

在中国人民关于抗美援朝的历史记忆中，《上甘岭》《英
雄儿女》等经典电影作品一直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曲
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一幅幅浓墨重彩的战争画卷，形象
而深刻地昭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于新中国的重大意
义，成为彰显抗美援朝精神的重要载体。 鲜明的爱国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影视作品最为突出的精神特
质，使其成为绝佳的爱国主义教材。

荩影片《英雄儿女》用高

度仪式化、 崇高化的礼赞

式镜头语言， 如仰拍视角

下的伟岸身躯等， 将英雄

形象烘托到了极致

荩 影片《上甘

岭》中“一条大河波

浪宽， 风吹稻花香

两岸” 的歌声构成

了几代人共同的文

化记忆。图为《上甘

岭》海报

▲ 创 作 于 1980

年代初的电影 《心弦》

聚焦中朝军民友谊

茛 1990 年代创

作的影片 《铁血大动

脉》 聚焦保卫交通运

输线的特殊作战

荨 如果要在一

系列抗美援朝电影中

选择一位最震撼人心

的英雄形象 ，呼唤 “向

我开炮 ” 的英雄王成

或许最有可能入选

荩 在《我的战争》

等抗美援朝影视作品

中，战争场面的视听呈

现因近年来影视工业

的巨大进步有了大幅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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