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是一段由热血和生命铸就 、值得永
远铭记和反复书写的历史。 2020 年 12

月 27 日，电视剧 《跨过鸭绿江 》在央视
一套播出并取得巨大成功。 之后，我们
又在相关领导 、专家的协调下 ，协助导
演等主创团队一起完成了电影版《跨过
鸭绿江》。

前期准备：
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都
找到了

当初接到创作电视剧 《跨过鸭绿
江》这个特殊任务，感到非常光荣，同时
也感觉到巨大压力。因为抗美援朝战争
整体的时间跨度很长，从 1950 年 10 月
入朝作战到 1953 年 7 月签订停战协
定，有近三年的时间。 再加上战争过程
横跨不同的季节、地域 、人种 、国别 ，这
给创作和拍摄都提出了巨大挑战。通常
这样一个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剧 ，需
要非常充足的创作时间 ， 前期研读资
料、采访相关的专家甚至亲历者 ，再反
复论证 ，专家研讨 ，形成初稿 ，多次修
改，最终定稿，这个过程少说两 、三年 ，

多则五 、 六年都是正常的 。 创作过程
中 ，我们是既亢奋又紧张 ，亢奋的是如
此令人血脉沸腾的题材是每一个创作
者都想参与的，更是每个中国人都希望
在荧屏或者银幕上看到的；紧张的是体
量巨大、时间紧迫 ，需要付出难以估量
的努力。 很快，我们抛弃了一切私心杂
念，进入了紧张战斗状态 ，当时的心情
就是“豁出去了 ，牺牲一切保证完成任
务！为了无数的革命先烈，我们要去拼，

去冲！ ”

首先是熟悉资料，负责项目的央视
责编王岩和上官儒烨把前期做的大量
案头资料全部提供给我们，我们也通过
多方渠道搜集了大量的史料文献、回忆
录、老兵口述等等 ，把能找到的资料都
找到了，书桌堆成小山 ，每次出门都带
着满满一行李箱资料随时翻阅。在央视
领导、责编和有关方面等诸多力量的共
同指导之下，我们完成了前期最艰难的
方向定位和大框架搭建。随着时间的流
逝， 我们意识到要想按时完成任务，需
要搭建一个能战斗的团队，编剧韩冬和
辛志海先后加入进来 。 在团队的协作
下，我们按时完成了剧本第一稿 ，然后
和众多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导演、责
编、策划等主创团队开始了逐字逐句修
改、完善的定稿过程 ，最终保证了剧组

2020 年 8 月 15 日在北京开机。

创作思路：
在真实历史的缝隙间
寻找戏剧性

《跨过鸭绿江 》因涉及重大历史事

件、领袖人物以及众多历史上的真人真
事，相比一般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空间有
限、创作难度大，创新难度更大。 为了圆
满完成这次创作任务，在相关领导和专
家的指导下，我们共同形成了此次创作
的“顶层设计”。

首先是要全景式地展现抗美援朝
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

除了创作层面，还涉及到忠实还原
当时国际关系、国际局势等政治层面的
因素。在前期策划和创作的时候 ，我们
和各方专家反复论证过各种方案及可
能，包括正面战场如何详略表现 ，国内
抗美援朝运动如何体现 ， 真实的志愿
军将领和英雄如何出现以及虚构人物
线到底要不要 、占多少比例等等 。 最
后在央视领导和重大办专家的共同
决策和帮助下 ，确定了如下创作思路：

以抗美援朝的重大史实为主体，从出兵
决策开始 ， 对五大战役作全方位的表
现 ，陆军为主 、空军为辅 ；正面战场为
主 ， 后勤运输保障为辅 ； 朝鲜战场为
主 ，国内人民的积极支援为辅 。力争多
侧面 、多角度、全景式地正面展现整个
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全
过程。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国家几代人
的集体记忆，但是这个集体的记忆始终
是碎片式的，甚至在影视作品中都没有
完整地呈现过。 《跨过鸭绿江》的全景式
展现 ， 把国人集体记忆的片段连缀起
来，实际上弥补了这一空缺。

其次是要全视角展现真实人物和
真实事件。

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战争，意味着
既要表现国家命运 、世界格局 ，领袖的
运筹帷幄；也要表现战争场面和英雄人
物、英雄事迹。 我们的方法是将人物和
事件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斗三个层面来
叙述。

战略层面，我们要表现毛泽东等老
一辈革命家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以
及作为领袖的艰难抉择。 当时新中国刚
刚成立 ，内外部环境十分复杂 ，没有人
想到还会再打一场如此险恶的国运之
战。 作为国家的领袖，最终决定入朝作
战，是经过连续十几天不眠不休作出的
艰难决定。 胡乔木曾经回忆说：在毛主
席身边工作 20 多年， 有两件事毛主席
很难下决心， 一件是 1946 年我们准备
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另一件就是 1950

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 。 志愿军入朝以
后 ，毛主席虽然人在北京 ，但是他的心
始终惦念着朝鲜战场。 大脑时刻运转，

既要考虑国际国内形势， 各方权衡，又
要关心前方战场上的战事情况。 一天起
草几封电报 ，同前线指挥员 、友方领袖
以及国内各部门领导密切联络 ， 将军
事、政治、外交各方较量都汇集在一起。

另外，作为志愿军第一兵的毛岸英英勇
牺牲在朝鲜战场，更是在毛主席已经完
全忘我的、对于战争走向无比艰难的抉
择过程中，增加了一份属于普通父亲的

凡人情感，令人落泪感怀。

战役层面，以志司作为全剧叙事的
枢纽，辐射到各个战场 ，主要表现以彭
德怀为代表的志司将领。 彭德怀清晰睿
智、指挥若定，不惧艰险，同时他也有紧
张焦虑、痛苦悲伤的一面 ，有发脾气和
轻松顽皮的时候。

具体战斗层面， 是指基层指战员。

朝鲜战争区域跨度很大，有五次大的战
役，有无数次小的战斗。 无数的无名英
雄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去面对冰与火的
考验，但是篇幅所限 ，没有办法一一表
现，只能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比如，

长津湖的冰雕连，战士们穿着单衣在零
下 40 摄氏度的雪地里一动不动坚持埋
伏， 最后保持着瞄准的姿态壮烈牺牲，

那一幕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 还有杨根
思、黄继光 、邱少云等等真实的英雄人
物， 他们的故事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我们尽量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手法
来讲述英雄的故事，在有限空间内给他
们更多的表现场景。

此外，还有敌对方的真实人物。 我
们也没有刻意丑化和矮化对方来抬高
我方。 而是站在公平客观的视角，两方
相互对立、相互衬托。 敌人的强大，更衬
托出我方敢于亮剑的英雄气概，有勇有
谋的东方智慧。

第三是要在尊重历史还原史实的
前提下保证观赏性。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心中的信念就
是要真正地让观众感到震撼和感动，也

就是说既要真实又要好看，有情节性有
悬念，我们的方法是类型化。 比如，设置
类型化的人物。

朝鲜战场区域跨度很大，很多战斗
相邻的时间又很近，除了志司能够作为
枢纽 ，其他的战场都是各自作战 ，相互
之间很难关联，很容易写散。 为此，我们
在真实人物事件的基础上，设计了几个
虚构的典型人物进行穿插，将几次战役
和几个战场进行串联 。 他们包括侦察
兵 、狙击手 、医生 、护士 、汽车兵 、文艺
兵 、宣传干部等 ，这些人的行动比较灵
活，可以在不同的部队里面活动。 因为
掉队 、养伤或者各种不同的原因 ，出现
在不同的战场和队伍，把不同的部队和
战场联接起来。 同时，虚构的人物可以
弥补真实人物在叙事上难以展开的问
题，也能把更多抗美援朝无名英雄的事
迹整合在这些人物身上。

另外，我们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
础上，尝试在真实历史的缝隙间寻找戏
剧性。 比如有这样一段情节，刚刚入朝
的彭德怀去跟金日成见面，随行人员和
电台车都跟丢了。 毛主席这时候又发来
电报 ， 要求邓华等人与彭德怀不要分
开。 真实的情况是邓华等人与彭德怀已
经失联， 两天后电台车才找到彭德怀。

这失联的两天实际上就是历史的缝隙，

这两天都发生了什么 ？ 如何的危机四
伏，险象环生？ 怎么让彭老总毫发无损
地返回司令部？ 类型化的创作手法和虚
构的人物就可以在这里充分发挥作用，

其中大有文章可做。

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赘述。

影视同拍：
影版去掉了剧版中的
虚构人物线

在有限的创作时间内，这样具有特
殊性的题材， 如果没有适合的时机，没
有有力的组织和各部门、各环节有条不
紊通力协作是难以完成的。 在初稿完成
之后，编剧郭光荣根据各方反馈意见调
整了部分与重大历史有出入的部分，再
由导演团队克服万难在 100 天的时间
内完成了不可能的拍摄任务，不仅完成
了电视剧版的拍摄，还同时考虑到电影
的呈现效果，实现了影视同拍。 电影版
《跨过鸭绿江 》， 去掉了电视剧版中的
虚构人物线， 以彭德怀的视角叙事，为
观众展开了一幅恢弘壮阔的战争画卷，

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全程，为伟大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献上了一首浓墨重彩的
赞歌。

《跨过鸭绿江》的创作过程，对我们
团队的每个人都是一次深入学习，是一
次精神上的洗礼和升华，让我们有机会
理解这段历史，致敬英雄。 无论从大国
政治还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来讲，抗美援
朝战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值得我
们回望与铭记。

在战争中，无数的英雄成就整个钢
铁之师。 在当下，作为编剧，生逢其时有
此机遇，能够为这段历史贡献一份力量
是个人的荣耀 ，但我们也深知 ，仅凭个
体的力量无法完成如此厚重的作品，我
们的背后是有实力的团队和强大的国
家为我们背书。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

我们国家的强大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血
肉之躯共同铸造的 ， 作为其中的一分
子 ，我们愿意以自己的绵薄之力 ，将抗
美援朝精神转化为生动感人的影像作
品，以鼓舞人心 、坚定信念 、凝聚力量 ，

共创中华民族更好的未来。

（作者为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电影
《跨过鸭绿江》编剧）

将抗美援朝精神转化为生动感人的影像作品
———从电视剧到电影：《跨过鸭绿江》的编剧过程及心得

“快去看《跨过鸭绿江》！ ”走出放映
厅，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在读硕士研究
生白育烨第一时间给自己的朋友发了个
消息。没想到朋友回复他：“已经看过了！ ”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由央视总台
出品的院线电影《跨过鸭绿江》，在广大
青年观众中引发了强烈的观看热情与情
感共鸣。 他们热衷于分享着这样的泪点
和燃点： 黄继光牺牲时定格在字幕上的
“21 岁”、为了抵抗饥饿感把石头含在嘴
里的小战士、 敌机离开之后白皑皑的雪
地上慢慢渗出的红色血迹、还有那“最整
齐的军容，最盛大的军威”……

隔着银幕， 他们与共和国的这一场
立国之战劈面相遇， 与 71 年前战场上
的那一群同龄人劈面相遇。当年，“他们”

正年轻；如今，他们正年轻。

打通当代青年
认知历史的信道

“铭记历史，首先你得了解历史！ ”

《跨过鸭绿江》上映之后，有网友这
样评价自己心目中这部电影的价值。

作为首部全景式、 史诗般呈现抗美
援朝战争的电影作品， 与此前上映的一
些同样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影片不
同，《跨过鸭绿江》 从最高领导层的战略
思维、志愿军将领的战场谋略、前线战士
的浴血奋战等多个维度，扎实、质朴而全
面还原了那场荡气回肠的战争、 那段波
澜壮阔的历史。 而这正是该片吸引很多
青年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 ，

抗美援朝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远而
模糊的存在， 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段记
载；另一方面，他们又真切地感受着历史
对于当下的意义， 因此无比渴望了解历
史，走近历史，思考历史。

“抗美援朝战争一直是我自己觉得
最难以想象的一场战争。 在军事实力如
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居然打赢了。这一
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正是出于这样一
种“难以想象”，白育烨近年来关注了很
多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作品，而《跨过鸭
绿江》 选择用彭德怀的宏观视角来贯穿

叙事， 既真实地再现了上层的决策过程
和战事战局之艰难， 又对当时战场上所
采用的各种战术作了细致的展现， 对他
来说有着十足的说服力。 “我很喜欢这个
电影的讲述方式，很像当年的《大决战》。

其实， 光荣的革命历史本身已经足够动
人，不需要太多炫技。 ”

如果说白育烨的观感在年轻人中很
有代表性的话， 那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的在读硕士研究生王成志是比较
特别的一位。 作为阿根廷的第三代华裔
移民， 他在高中毕业那年被父母送回中
国， 重新补习了两年高中课程之后考上
清华大学。在中国的这些年里，他成为一
名真挚的主旋律影片爱好者， 观影片单
里包括了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
大业》《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我和我的父辈》以及《长津湖》《跨过鸭
绿江》等一系列影片。操着一口几乎不带
口音的普通话，他说《跨过鸭绿江》中给
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铁原阻击战， 傅崇
碧带领不足三万人， 击退了超过九万名
美军的轮番进攻，自己重伤昏迷，醒来后

见到彭德怀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兵”。

“我很喜欢这些电影， 他们帮我建立起对
中国历史和当下的认知，建立起对中国共
产党的认知。其实当时是我父母逼我回来
的，我自己并不愿意。 但是现在，我真的很
认同、很骄傲自己也是华夏的一代。 ”

在历史的坐标里
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

统计显示，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
国共计 240 万人次进入朝鲜战场，最终
确认的烈士超过了 19.7 万名。 在《跨过
鸭绿江》的结尾，主创们用“志愿军第 12

军”“志愿军第 15 军”“志愿军第 60 军”

这样一长串字幕，向所有将士们致敬。

观影结束后， 回想起这将近两分钟
的一幕， 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后王婷
仍然激动到声音发抖。在她眼中，这部电
影最可贵的地方， 正是在于展现了复数
的英雄。 他们当中，有“实名制”的杨根
思、邱少云、黄继光，也有浓缩了千千万

万名志愿军战士形象、 宁愿自己冻伤也
要脱下外套裹住枪的“小豆包”。

“人们会觉得，今天的年轻人比较看
重个体和个体精神， 所以近些年一些电
影在展现英雄时， 会偏向于讲述个人成
长史。但《跨过鸭绿江》打动我的，恰恰是
对于群体的刻画。 ”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
视所在读硕士研究生贠晓睿这样表达自
己的感受。正如有网友在留言中所写的：

我们总是被无数个杨根思、黄继光、邱少
云们保护着；是英雄们，而不是单个的英
雄，为我们拼下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换来
了今天的和平。

被影片塑造英雄的方式所打动的 ，

还有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在读硕士研
究生隋雨洋。不是超级英雄的神话，不是
个人英雄主义的书写， 而是把叙事重点
放在了军队的呈现上———每一个军团面
对的任务，作出的牺牲，取得的胜利，捍
卫的精神。片中，军长梁兴初在贻误战机
之后死命要为 38 军保住番号的一幕深
深震撼了她。

正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 今天的年

轻观众生成了一种对历史的更为深刻的
认知，真正理解了何为抗美援朝精神。

实际上， 今年以来， 无论是电视剧
《山海情 》《觉醒年代 》《理想照耀中国 》

《功勋 》，还是电影 《1921》《革命者 》《长
津湖》，都屡屡打破主旋律与年轻人之间
那道想象中的壁垒， 在当代青年内心深
处激发起深沉的爱党爱国情怀。

这一次，电影《跨过鸭绿江》的上映，

同样是以信仰为旗， 向年轻人发出了青
春动员令， 让他们在历史的坐标里重新
认识自己的价值。

“我愿意长久地沐浴在这样一种氛
围里，那让我有一种归属感。 ”观影结束
后，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四学生
韩瑞瑞说。 与她的大多数同学不同，韩瑞
瑞在大一结束之后曾经入伍两年， 然后
又回到清华大学继续学业。 对于影片中
所表现的一夜奔袭 100 多里到底意味
着什么，她比她的同学们更能体会。

“1950，他们正年轻 ，而如今 ，我们
也青春正好。 生长于和平年代的我们，应
该把接力棒接过来。 ”

余飞 王乙涵

信仰为旗，电影《跨过鸭绿江》发出青春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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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敏家》：
“新市民”的中年战事和世俗精神

荩10 版 ·热点

悬疑感欠缺真实合理性
《古董局中局》与原著口碑分道扬镳

荩11 版 ·文艺百家

文学的巴黎圣母院
与建筑的巴黎圣母院

荩12 版 ·经典重读

《跨过鸭绿江》导演团队克服万难在 100 天的时间内不仅完成了电视剧

版的拍摄，还同时考虑到电影的呈现效果，实现了影视同拍。

▲图为电影版《跨过鸭绿江》剧照

荩图为电影版《跨过鸭绿江》海报

创作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