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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电影制片厂先

后派出 32 支摄影队赴前线部队、农村工

厂等地，拍摄 30 多万尺素材，辑成新闻

纪录片《民主东北》。该片共 17 辑，每辑

又包含多个不同主题单元，立体记录了

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人民群众对解放

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解放区的生产生活

景象。

《民主东北》以记录东北解放战争重

要 战 斗 场 面 的 内 容 居 多 。 如 第 3 辑 中

《东满前线》《收复双河镇》《战后四平》，

第 5 辑中《公主屯战斗》《收复四平》，第 8

辑中《爱国自卫战在东北》等。片中，部

队伴着高昂歌声行军渡江、冒着密集的

炮火向敌方阵地冲杀、缴获大批武器等

实景，充分展现了解放军在战场上勇往

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坚决完成战斗任务的

决心意志。与《民主东北》中很多战斗简

讯影片相比，第 17 辑《东北三年解放战

争》将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影片资料，按

时 间 线 编 制 ，系 统 呈 现 了 东 北 解 放 过

程。这些影像成为解放军浴血奋战的光

辉见证。

《民主东北》中呈现的动人场景无不

彰显着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军民鱼水

深情。如第 3 辑《收复双河镇》中，国民

党军肆意轰炸，不顾人民安危，与保护百

姓安全、分粮济贫的解放军形成鲜明对

比。第 6 辑《前线炮兵助民春耕》中，炮

兵在休整时间帮助农户耕作、施肥。第

7 辑《松 江 二 线 兵 团 助 民 修 筑 排 水 壕》

中，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水害，

指战员们连续奋战修筑排水壕，背泥土、

徒手挖泥，用尽全力。第 4 辑《做军鞋》

中，记录了 1947 年在黑龙江省镜泊县马

莲河村，妇女们纳鞋底、做鞋帮，踊跃做

军鞋的情景。“东村的大娘、西村的嫂，都

拿着新鞋……”片中高亢激昂的民歌，道

出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深情。

《民主东北》记录了解放区土改工作

成果。如第 3 辑《农民翻身》、第 6 辑《翻

身曲》等。这些影片的放映，使广大农民

备受鼓舞，提高了对党的认识，更加主动

地接受新生人民政权，进一步调动了参

军支前、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走向

胜利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

力支持。

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区欣欣向荣。

第 4 辑《秋收》中，没有解说词，而是通过

“秋风起、秋风扬……割完了稻子、割高

粱……”等多首欢快的民歌道尽秋收的

喜悦，配以田间地头农民勤劳忙碌的身

影、一串串饱满的稻穗低垂着头等特写

镜头，凸显农民生活的变化。第 7 辑《接

收后的鞍山钢厂》中，鞍山钢厂的工人们

正积极修复厂房设备、投身生产，观众能

感受到工人们热切期待鞍山钢厂成为

“支援战争，发展工业，建设新中国的有

力支柱”的坚定决心。

此外，《民主东北》还呈现了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大量珍贵影像

资料。

《民主东北》中那些激烈的战争场

景、人民子弟兵的英勇身影，都是摄影队

冒着枪林弹雨、连天炮火，与战士们一同

深入前线阵地拍摄的。在拍摄辽沈战役

时，张绍柯、杨荫萱、王静安 3 位摄影师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总的来看，《民主东北》是一部气壮

山河的英雄史诗。影片洋溢着解放军夺

取胜利的革命豪情，勾勒出解放区生气

勃勃的景象，充盈着人民踊跃支前的热

潮，立体呈现了一段在白山黑水间的烽

火岁月。该片的放映，有力配合了解放

战争的宣传需要，在人民电影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珍贵影像辑录恢宏画卷
■刘昱岑

近日，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特别节目

《军工先锋》，在国防军事频道播出。节

目设置《初心永挚，军工报国》《自立创

新，勇攀高峰》《仰望山斗，赓续荣光》

《砥砺奋进，勇毅前行》4 个篇章，选取

12 个富有军工特色、饱含家国情怀的新

时代军工故事，展现国防科技工业高质

量发展面貌和成果。

《军工先锋》中有防空导弹专家于本

水院士、“飞豹”战机总设计师陈一坚院

士这样的“军工先锋榜样”，也有直升机

专家邓景辉、通信领域专家陈章、车辆专

家耿江波、护航“华龙”出海的技能大师

张发奇这样的“军工先锋人物”，还有“太

行 110”重型燃气轮机团队、全域车辆研

究院山猫研发团队这样的“军工先锋团

队”，并结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建院 65

周年等重大事件，特别致敬国防军工先

辈。同时，节目对 2023 年逝世的多位军

工院士表达深切缅怀和致敬。在《砥砺

奋进，勇毅前行》篇章中，以获得习主席

回信勉励的“罗阳青年突击队”“李志强

班”、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为代表，发出

广大军工青年心声。他们表示，要用青

春和汗水为国防科技工业高质量发展贡

献青春力量。在主题曲《一生一梦》催人

奋进的音乐中，节目落下帷幕。

《军工先锋》通过视频讲述、情景剧

等方式，以“思想+艺术+技术”融合传播

为创作理念，联合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

歌剧舞剧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打造

多个话剧，生动再现一个个鲜活的军工

人物故事。节目从“于雷”的故事徐徐展

开。于雷，一名在国外追求科学真理的

中国学子，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水

深火热的国内现状，放弃了形势一片大

好的研究方向，毅然回国。于雷是无数

前辈科学家的缩影。随着节目推进，我

们看到他们舍身为国、以国为家，虽身在

偏远山区，物质条件匮乏，但内心无比充

盈，甘愿牺牲奉献。同时，节目访谈区的

真实空间与话剧的“第二空间”形成交

互，让亲历者与话剧中的“自己”对话，激

发心灵共振、引发情感共鸣。节目还充

分运用裸眼 3D、虚拟现实、自由视角大

场景再现等先进技术手段，使观众获得

沉浸式视听感受。

主题曲《一生一梦》紧扣“择一事，终

一生”主题，展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军工报国、甘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

峰”的军工精神，歌词深情而富有代入

感，曲调简明而富有感染力，深深触动听

众心灵。歌曲中“生命短暂，不容彷徨”

表达了军工人对于时间的珍惜和对于使

命的紧迫感；“一生只怀有一个梦想，天

地共舞，展翅翱翔”则展现出军工人的高

远志向和对事业的无限热爱。歌曲多次

传达的“一生只为你的强大，化作一道耀

眼的光芒”，彰显了军工人将个人梦想与

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家国情怀。

《军工先锋》集中展示了广大基层

一线军工人忠实履职、奉献国防、改革

创新、攻坚克难的新时代风采。钱三强

之女钱民协表示 ，看完节目后深受触

动，祖国始终记得那些为国家民族奉献

的人。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代表汤溢

表示，从节目中看到老一辈科学家为祖

国军工事业奉献毕生精力，备受鼓舞，

也感受到沉甸甸的责任。还有很多网

友留言致敬军工先锋，表示从节目中看

到了传承、激发了使命感。

为军工存史 为英雄留名
■李 仪 霍星羽

近期，电影《开国将帅授衔 1955》上

映。该片以 1955 年 9 月全军实施授衔

授 勋 这 一 重 要 历 史 事 件 为 主 线 ，回 顾

党、国家和军队对在革命战争中作出卓

越贡献的将帅进行表彰的过程，将开国

将帅在不同革命历史时期的战斗历程

穿 插 其 中 ，带 领 观 众 走 进 那 段 峥 嵘 岁

月。

开片，毛泽东明确指出，科学制定

和正确实施军衔制度是军队现代化、正

规化的必由之路，要求在此次授衔中，

不唯出身，不唯资历，不唯亲疏，主要凭

对 革 命 事 业 作 出 的 贡 献 来 确 定 衔 级 。

贯彻这一原则和标准，我军相关部门做

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

该片采用倒叙方式，回溯历史，唤

醒记忆，为观众了解开国将帅提供了更

宽广的视野。如影片回顾了长征途中

余秋里左臂负伤后治疗的情景：过草地

时，他的胳膊伤口感染化脓，医生只能

用木板搭起一个简陋的“手术台”进行

手术，用剃须刀割掉腐肉。片尾，开国

将帅授衔仪式上，有 10 多位独臂将军、

断臂将军、独腿将军、独脚将军，画面中

那一个个空荡荡的袖管和裤腿催人泪

下。再如，展现开国上将甘泗淇与开国

少将李贞夫妇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携

手相伴的画面，不时让观众眼眶发热。

快走出草地时，李贞患上伤寒，发起高

烧，昏迷不醒。部队缺医少药，经费困

难。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甘泗淇用自

己珍藏的一支金笔，在一个临时医院换

了几服草药，才把李贞从死亡线上救回

来。饥饿、劳累、疾病把李贞折磨得十

分憔悴。甘泗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李贞不能喝冷水，他就把水壶揣在怀里

焐 着 ；李 贞 不 能 骑 骡 马 ，他 就 背 着 她

走。战友们做了副担架，准备抬着李贞

走 ，可 她 坚 决 不 同 意 。 在 首 长 的 命 令

下，由甘泗淇抬担架的一头，李贞才勉

强答应。甘泗淇、李贞夫妇曾有过 1 个

孩子，在长征途中不幸夭折。后来，夫

妇二人抚养了 20 多个烈士遗孤。片中，

李贞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孩子们听得

泪流满面，这些画面是红色基因传承的

写意化表达。

该片的一大亮点，是对数位将帅主

动让衔故事的呈现。如徐海东得知自

己被提名大将时，对周恩来说自己长期

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大将军衔，受之

有愧”。许光达 3 次提出让衔请求，中央

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只好坚持给自己

降低了一级薪金待遇。毛泽东听说后

不禁感慨：“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

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

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事实上，除

了片中提及的几位将帅外，罗荣桓、徐

向前等也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让衔。个

人荣获的军衔是千千万万战友流血牺

牲换来的，这是许多幸存老前辈的共同

心声。他们崇高的理想信念、为国为民

的革命追求、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令

人感佩。

影片中令观众动容的是，那些曾让

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经历战火洗礼的

铮铮铁汉，在面临绝境和磨难时从未低

过头流过泪，但在接过功勋荣誉章的瞬

间红了眼眶……

功绩载史册 风范耀千秋
■王明哲

近期，纪录片《重庆谈判》在央视科

教频道、重庆卫视播出。该片立体讲述

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毛泽东率中共代

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过程，生动诠

释了中国共产党维护人民利益的赤胆忠

心与使命担当，彰显了毛泽东的崇高精

神风范。

该片分为《关键抉择》《拨开云雾》

《边谈边打》《坚守底线》《峰回路转》《还

看今朝》6 集，通过梳理有关影像、照片、

报刊、电报、日记、回忆录等史料，辅以党

史文献研究专家、国外相关学者、历史亲

历者及其后人等的讲述，深入解读“要不

要谈”“怎么样谈”“谈得怎样”等关键问

题，有效提升了影片说服力和感染力。

该片客观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

谈判前后把握时势、主张和平民主的历

程。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连续 3 次致电

毛 泽 东 ，邀 请 毛 泽 东 到 重 庆“ 共 定 大

计”。看似共商国家大计，实则图谋“以

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彼如不能在

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

剿之”。毛泽东对国民党当局的思想活

动分析得很透彻，去重庆商谈如赴“鸿门

宴”。此时的中国人民已饱尝战争之苦，

如片中重庆一名学生赖静娴说的那样，

“我们希望和平，不希望再有战争”，人民

要求和平民主是大势所趋。中共中央认

为，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尚不具备条件，

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局面仍有可能。为实

现人民的企盼，毛泽东决定向险而行，同

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

党进行和平谈判。民主人士柳亚子赋

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

大勇”。

中国共产党深知，前往重庆危机四

伏，须做大量艰难的工作和斗争。而视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毛泽东，早已将个人安

危置之度外，“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

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相关影像资料中可

以看到，毛泽东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时，

脱口道“青山绿水好风景”，举手投足之间

满是热情与坚定，丝毫没有面临重重困难

的局促。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最

深厚的底气和最强大的力量。

该片围绕国共双方斗争的军队问题

和解放区问题等焦点，凸显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

服务”。毛泽东在每次谈话中都强调“和

为贵”，宣扬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

结”的政治主张。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原

则下，毛泽东对争取和平民主表现出足够

的真诚和耐心，同意把 100多万人的正规

军缩编为 48个师，甚至“由现有数目缩编

至 24 个师至少 20 个师，并迅速将其在南

方 8个地区的抗日军队北撤”。但蒋介石

始终以“政令军令统一”为借口，一再要求

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解放

区政权问题与解放区人民利益息息相关，

人民军队是保障解放区人民利益的最后

一道屏障，而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坚

守的底线。虽然面对国民党以势压人，面

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施加压力，但是这

条底线牢不可破。

该片通过呈现国共两党各战线上的

针锋相对，生动展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和平民主所作出的

努力和斗争。日本投降后，以蒋介石为

首的国民党政府，一面邀请毛泽东赴重

庆进行和平谈判，一面调集大批军队向

解放区进攻。毛泽东指示全党：“有来犯

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谈判期间，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数次向

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发难。《新华日报》

则 揭 穿 国 民 党 当 局 阴 谋 ，坚 守 舆 论 战

线。国民党利用与美国、苏联的关系，政

治和军事双管齐下，想以强大压力逼中

国共产党就范。中国共产党在作最坏的

打算，也在作最好的努力。毛泽东拜访

张澜等民主人士、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

代表人士，甚至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

右派代表人士，会见各国驻华使节及援

华团体代表，表明争取和平民主的立场，

以期得到各方理解支持。影片中充分展

现了重庆谈判的复杂和艰难程度。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只

要一切为了人民，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

在谈判桌上，都将赢得人民的拥护。上

党战役中面对国民党军 4 个师及一个挺

进队的进攻，5 万民兵支持人民军队，有

力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冯玉祥给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敬酒，表达对实

现和平民主的支持。毛泽东返回延安

后 ，等 候 他 的 是 两 万 多 热 情 欢 呼 的 军

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现场，重庆谈判时的国民党代表邵

力子、张治中等也来了……《重庆谈判》

选取一个个生动的历史细节，真实再现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国共产党人

为了人民、为了和平，所进行的艰苦卓绝

斗争。由此，让观众感受到正是由于我

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才带领人民赢得了

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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