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 争 是 人

和神的传奇。 刻画

人物，塑造英雄 ，是抗

美援朝战争题材创作最为

关键的环节。英雄离不开特定的历

史和时代，那场战争诞生了无数可歌可

泣的英雄 ，当下的文艺创作 ，要从中发

现、 挖掘和塑造符合时代语境的英雄性

格，闪烁着人性光辉的英雄形象。 那个

时代的英雄，有着更为多元、丰富和真实

的精神特征。

抗美援朝电影中，有两个瞬间永载

中国电影史册：一个是《英雄儿女》的阵

地前，孤胆英雄王成身背话务机，扛起爆

破筒，冲向敌群，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

炮！ ”的呼叫，感天地、泣鬼神！ 另一个是

《上甘岭》的坑道中，卫生员王兰深情唱

起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

吹稻花香两岸”。 这些片段，每每重温，

总是澎湃不已。 一句台词和一首歌曲，

分别诠释了铁血和柔情，这是中国式的

英雄主义。

残酷战争何以能拍出如此动人的豪

气和诗意 ？ 除了那个年代的质朴底色

外， 还有极富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 这

场战争的动员口号叫 “保家卫国”， 清

楚地表明了 “家国” 是抗美援朝题材文

艺作品中最朴素的英雄情怀。 这也是中

国战争片区别于好莱坞乃至外国电影的

特点 ， 家国观念是中国电影的原生基

因 ， 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 “家国一体 ”

理念， 在主流电影中均体现为 “向我开

炮” 的忘我之境。

《金刚川》 的英雄观依然是东方式

的。导演精心设计了三位主角：李九霄饰

演的刘浩、吴京饰演的关磊、张译饰演的

张飞，分别对应了三国“桃园结义”的“刘

关张”，三个角色在性格塑造上虽说带有

美式个人英雄主义的争议，但是，角色内

核依然是中国传统的英雄侠义， 兄弟情

谊的背后是舍生取义。此外，主要角色大

量使用各地方言，表明了编导的用意，家

国对应着乡土。

家国是情怀，人民即英雄。《金刚川》

首创的非线性叙事和多视角拍摄， 引起

热议。在开放的英雄观指引下，抗美援朝

题材创作呈现出从剧本、 样式到制作更

为复杂的“复调结构”：

四个章节、三个视角、两门炮和一座

桥。 《金刚川》呈现出介乎纪录和故事之

间的报告文学体例， 首次正面刻画了美

军飞行员的角色形象， 没有刻意丑化和

矮化，“机炮对决”的传奇一幕非常震撼，

其实验性和开拓性不仅仅表现在形式，

也有内容方面的考量。

管虎、郭帆、路阳的《金刚川》，陈凯

歌、徐克、林超贤的《长津湖》，作为献礼

巨制，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制作沿袭“三驾

马车，三位一体”的联合执导模式，集结

大牌导演，既有商业市场的考虑，也有艺

术创新的要求。

杨根思、 邱少云、 黄继光、 王海大

队和张桃芳组成了 “真英雄联盟”。 动

画片 《最可爱的人》 重新演绎了志愿军

五位特级战斗英雄的高燃故事， 继纪录

片和故事片后， 动画电影也加入到抗美

援朝战争题材的艺术表达， 也是一种有

益尝试。

中国军人素以 “精 、 气 、 神 ” 为

魂， 以英雄主义为基调的主旋律电影创

作， 本身即是复调叙事。 抗美援朝战争

诞生了 30 多万名战斗英雄和近 6000 个

功臣集体， 一位老英雄说过， 有信仰、

有信心、 有智慧、 有勇敢精神， 是他们

战胜敌人的法宝。 战火硝烟里的英雄是

有血有肉的人， 所谓可爱， 因其铭刻着

忠诚和仁爱 、 勇敢和血性 、 隐忍与坚

韧、 创造和智慧。 这些英雄业绩和精神

遗产， 为今天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人物

原型和价值选择， 远未穷尽， 值得我们

深深敬畏。

战争是血与火的历史。 还原历史，

讲述故事依然是时下战争题材电影需

要倾力的一项任务，从史学建构的角度

说， 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里，随

着时间流逝，对于战争的记忆会日渐模

糊、残缺，甚至空白，电影构筑的是一部

战争影像史 ， 人们不断地要回到历史

中，去寻找当下的意义。

长期以来，抗美援朝题材作品呈现

出一个特征 ，即纪实非常活跃 ，剧情相

对较冷。 近年来，反映这场战争的纪录

片一直细水水流 ，异彩纷呈 ，既有全景

式反映战争历程的《较量》（1996）和《不

能忘却的伟大胜利》， 也有聚焦重大关

键战役的 《冰血长津湖 》《断刀 》《上甘

岭———最长的 43 天》《铁原阻击战》，更

有表现各军种战史的《铁血大动脉》《50

军血战朝鲜》等等。 这些纪录片注重文

献整理 、人物口述和战史研究 ，从宏观

视野对战争全貌进行描述，从专业角度

对战斗细节进行还原，在军迷和历史爱

好者圈内，一直颇有影响。 今年，《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英雄儿女》《为了和平》

《英雄》等等，把纪实热推向高潮。 这些

重磅巨制， 满足了人们对历史的重温，

对英雄的缅怀。

但是 ，就影响力而言 ，纪录片和剧

情片还是不能等同。 1956 年的《上甘岭》

作为第一部抗美援朝电影，不仅树立了

一座战争片丰碑，也为后人构筑了一片

精神高地。 它和《英雄儿女》《奇袭》《打

击侵略者》《奇袭白虎团》 等作品一起，

组成了最早表现抗美援朝战斗的剧情

片，这些电影大致可以归结为战史电影

的范畴， 主题是对军事胜利的纪念，对

战斗业绩的颂扬。

近年来 ， 也有类似 《集结号 》 和

《我的战争》 等零星作品问世， 但是总

体上 ， 和抗美援朝题材本身所具备的

史料丰富性而言， 剧情片对此挖掘是远

远不够的； 和苏联卫国战争电影所形成

的特有风格相比， 我国战争片的类型化

探索也只是刚刚开始。

今天我们离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已 70 年，记得一位苏联导

演说过，表现战争题材，距离战争时间越

远，历史和艺术的观察点就越高。人们并

不满足于“我们是如何战斗？ ”而要知道

“我们为何而战？”以及“我们为何能赢？”

并以此揭示战争对新中国带来的巨变，对

军队灵魂的重塑以及对民族精神的锤炼。

这要求创作者要有更为全面的历史观。近

年来， 抗美援朝题材创作在主题方面也

是在不断探索和深化的。

例如，“每一个平凡的牺牲， 都是永

垂不朽”。 2007 年的电影《集结号》，用极

为冷静的叙事， 讲述了连长谷子地带领

连队， 执行牵制敌人的任务牺牲以及为

47 位烈士正名的过程，大胆地探讨了战

争中个体的生命价值。 又如，“修桥也是

打仗”。当年电影《上甘岭》通过聚焦一条

坑道和一个连队， 表现了整场战役的惊

心动魄。同样，电影《金刚川》通过一座桥

的毁灭和重生， 去窥视整个抗美援朝战

争残酷的牺牲。最小角度的切入，却是最

大视野的观照， 首次将抗美援朝的创作

视野伸向后勤战 。 再如 ，“我是为谁而

战？”今年的电视剧《战火熔炉》大胆借鉴

了海外剧《兄弟连》的手法，从一个俘虏

的视角， 聚焦了一个连队的士兵在经历

严酷战争洗礼后， 获得重生并相互接纳

的故事。 这样的主题挖掘和叙事结构都

是一种新的尝试。

可以预见， 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对文

艺创作界而言，还只是冰山一角，如同长

津湖的冰雕连，具有沉默如雷的力量，不

用任何戏说和胡编，只要真实还原历史，

就能打动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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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中国电影战争片的大年。 恰逢抗日
战争胜利 75 周年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 70 周年的 “双子 ”纪念 ，以 《八佰 》和 《金刚
川》为代表，新一轮的战争片创作已成热点，并将成
为接下来影视创作的热潮之一。

从目前已经问世的作品看，随着电影工业体系
的日益完善，国内战争影视剧的技术水准已经不输
于任何国家，真正的看点还是在文本层面。 面对牺
牲，如何表现战争？ 面对家国，如何讲述历史？ 面对
传奇，如何塑造英雄？ 恐怕是这类题材战争片创作
必须攀登的三座山峰。

———解读当下国产影视战争题材创作热

战争是生和死的考验。 作为所有矛

盾的对抗点，战争电影具有天然建构戏

剧冲突的特质 ，战争环境下 ，个人命运

和战争胜负并不是正向关系，造就了战

争片的伦理内核： 战争是一面镜子，折

射人性意旨 （美好与邪恶）、 社会伦理

（文明和野蛮） 和生命价值 （生存和毁

灭）。 今天，战争片早已摆脱了简单再现

胜负，其创作的难点在于如何站在今天

的角度 ，从艺术的高度 ，去思考和表现

战争。

也许是巧合 ，从电影 《八佰 》到 《金

刚川》，最后的高潮都是热血“桥”段：无

论冒死“冲桥”还是和蹈火“过桥”，都令

人荡气回肠，潸然泪下。

桥 ，在战争片中 ，多被赋予强烈的

喻义 ，既是故事的胜负手 ，也是人物的

生死线 。 对每一个走进战争的导演而

言，则是摆渡口，选择一座细小的桥，连

通历史和当下 ，表现战争的牺牲 、军队

的血性和儿女的柔情，是最普遍的叙事

策略 。 我们看到 ，以 《金刚川 》《战火熔

炉》《英雄连》《跨过鸭绿江》《长津湖》和

《最冷的枪》等为标志，抗美援朝题材影

视创作正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波

“雄赳赳过桥”的热潮。

和早期 《上甘岭 》《英雄儿女 》高扬

“战旗美如画”的英雄赞歌不同，也不同

于 《我的战争 》凸现 “战地生死情 ”的局

部回望 ，这一轮的创制热潮 ，我们更多

听到了 “黎明静悄悄 ”的战场号角 。 观

《金刚川 》可见微知著 ，当下 ，抗美援朝

题材电影制作和国际主流趋势高度接

轨：以小搏大。 一是小视角再现大叙事。

首次出现的后方视角， 真实还原了战争

全景；二是小人物表现大主题。普通一兵

的群像塑造，再度诠释了英雄主义；三是

小战斗呈现大视觉。 关注局部战斗细节

体现了工业化制作的技术水准； 四是小

团队体现大合作。 许多新片都采取导演

集体执导、单元合成的模式，分队作业，

把控品质。

在笔者看来，短短两个月拍成的《金

刚川》，显示出中国电影工业迈向体系化

的成熟进步，超过 5000 人庞大规模的制

作班底， 体现了国内战争电影专业化的

硬核实力。 全片虽然在剧作结构方面稍

显薄弱，但是，真实战争场景的还原，战

斗场面的技术特效及军事装备的考证制

作，给人以强烈的视听震撼，表演、摄影和

剪辑等环节衔接流畅，整个电影呈现了较

好的战争片质感，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大规

模的战争片视觉呈现。

当然，摆在导演们面前的挑战依然。

战争片是每个男性导演渴望越过的山

丘。 从《敦刻尔克》到《1917》，从《决战中

途岛》到《灰猎犬号》，以真实历史为背景

的战争片永远都不缺故事、资金和技术，

缺的只是视角、观念和方法。欧美电影对

二次世界大战的演绎手法非常多元，时

而多线叙事，时而一镜到底；既有战役战

斗，也有战术战法，其中的硬核是：无论

镜头如何变幻， 焦点不脱离真实历史的

语境，以及人们对战争本质的深刻理解。

左一：

2007 年的电影《集结号》

用极为冷静的叙事，大胆

地探讨了战争中个体的

生命价值。 图为电影《集

结号》海报

左二：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英雄

连》海报

《英雄儿女》中，孤胆英雄

王成身背话务机，扛起爆

破筒，冲向敌群，高呼“为

了胜利，向我开炮！”的镜

头永载中国电影史册

短短两个月拍成的 《金

刚川》，显示出中国电影

工业迈向体系化的成熟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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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士冒死 “冲桥” 的镜头，

令人荡气回肠， 潸然泪下

集结号角
战争呈现和制作潮流

向我开炮
英雄情怀和复调叙事

一条大河
历史视野和主题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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