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8长 征 副 刊２０２４年２月４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王志平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近期，纪录片《毛泽东的诗词人生》

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共 7 集，分

别以《雄视千古》《人间至情》《无畏前

路》《沧桑正道》《自成高格》《诗书年华》

《从未远去》为题，从毛泽东的成长经

历、个人情感、人生思考、戎马生涯等方

面对其诗作进行分类，并以此延展，通

过 多 维 度 的 研 究 和 探 索 ，生 动 展 现

毛泽东的光辉一生。

该片立足毛泽东的生平和其诗作

对后世的影响，为观众再现了一代伟人

的 高 尚 人 格 和 博 大 情 怀 。 在《雄 视 千

古》中，观众能够从跨越 10 年的两首《沁

园春》中，看到毛泽东从追寻理想、意气

风发的少年到艰难实践、乘风破浪的革

命家的成长历程。《人间至情》主要讲述

毛泽东的抒情诗词。这些诗词生动反

映了其丰沛充盈的内心世界，让观众看

到了他作为一个儿子、丈夫、朋友和同

志的真挚情感。这些作品中，有悲恸哀

戚的《祭母文》，字字句句皆是对母亲早

逝的惋惜怀念；有著名的《蝶恋花·答李

淑一》，寄托了对杨开慧的深情怀念。

《无畏前路》与《沧桑正道》品读毛泽东

领导革命斗争以来，在不同时期创作的

经典名篇。《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

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采桑子·

重阳》等，展现了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到

古田会议的经历；《清平乐·会昌》《忆秦

娥·娄山关》《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

放军占领南京》等，描绘了人民军队从

长征到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图景。《自

成高格》主要梳理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

立以后的诗词作品，落脚点在其作品蕴

含的境界上。其中，有磅礴大气的《浪

淘沙·北戴河》，有坚韧蓬勃的《卜算子·

咏梅》，也有集千古于一篇的读史心得

《贺新郎·读史》。历经漫长岁月的洗

礼，毛泽东的作品一字一句自成境界。

《诗书年华》则着重聚焦毛泽东的早期

诗作，展现其自童年时期到青年时期的

文化积累与创作探索。《从未远去》则不

再局限于毛泽东诗词本身，而是将他的

作品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域的深远影响

进行梳理。

在对毛泽东诗词作品的情感与意

义 进 行 理 解 和 品 读 时 ，该 片 主 要 从 作

者 本 人 的 注 释 、当 时 的 历 史 背 景 和 相

关 学 者 的 研 究 3 个 方 面 进 行 交 叉 解

读。如《清平乐·会昌》，单看“风景这

边独好”，读者或许以为诗人在创作时

心 情 明 媚 豁 达 。 但 结 合 历 史 背 景 ，我

们 知 道 彼 时 革 命 前 路 极 为 凶 险 ，

毛 泽 东 本 人 也 为 诗 词 注 释 称 当 时“形

势 危 急 ，准 备 长 征 ，心 情 又 是 郁 闷

的 ”。 但 这 篇 作 品 所 彰 显 的 革 命 乐 观

主义精神，始终激励着人们奋进，其本

身的诗意与诗情在这个过程中也被赋

予 了 更 多 意 义 。 另 一 方 面 ，该 片 也 非

常 注 意 考 究 诗 词 创 作 背 景 ，讲 究 由 诗

入史，以作品本身为切口，拓展延伸相

关的历史事件，让观众能够从更立体的

维 度 去 了 解 毛 泽 东 的 思 想 。 如《浣 溪

沙·和柳亚子先生》，该词成于新中国第

一个国庆节，是毛泽东邀请柳亚子填词

后相和的作品。毛泽东有感于新中国

成立前人民群众的颠沛流离，再看如今

举国上下的欢天喜地，遂写下了“人民

五亿不团圆”与“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慨

叹。如果不了解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很

可能就只能从字面上感受毛泽东的喜

悦之情，而无法真正理解其背后的深刻

含义。

该片在毛泽东诗词作品精神的传

承上，注重广泛梳理相关信息。“当诗词

躺在典籍中被后人遗忘时，也许应该叫

作史料；而那些抵得住岁月流逝，在当

下依旧被传诵的，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

的、活着的诗词。”这是《从未远去》中的

一段话，也是贯穿该片的又一主旨。该

片在探讨毛泽东诗词的历史地位时，广

泛深入各文化领域开展调查研究，有力

展现其对于中国现当代诗词、戏曲、舞

剧、美术、音乐、剪纸等文艺创作领域

的深远影响。在对各领域文化大家的

采 访 过 程 中 ，观 众 可 以 直 观 感 受 到

毛 泽 东 诗 词 如 一 颗 宝 贵 的 种 子 ，悄 然

在 不 同 文 化 领 域 的 土 壤 中 生 根 发 芽 。

另一方面，该片也采访了许多青少年，

通 过 他 们 的 视 角 来 解 读 毛 泽 东 诗 词 。

有 别 于 学 者 、创 作 者 和 相 关 研 究 机 构

的深入挖掘、字斟句酌，青少年对于作

品 的 理 解 更 为 朴 素 ，他 们 更 多 理 解 的

是 诗 词 本 身 的 意 蕴 ，进 而 从 中 获 得 激

励。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毛泽东诗

词所蕴含的生命力。

总的来看，纪录片《毛泽东的诗词

人 生》不 仅 介 绍 了 毛 泽 东 源 于 革 命 生

涯、源于人民群众、源于坚定信仰与高

尚人格而创作出的瑰丽诗篇，而且将这

些作品所映照的伟大人生徐徐铺展在

观众面前。从片中，观众看到了毛泽东

年轻时的迷茫与苦痛，也看到了他在无

数逆境中凸显的坚韧与乐观。正是这

些 与 普 通 人 相 似 的 喜 怒 哀 乐 ，使 得

毛泽东的形象更加真实，也更加伟岸。

上图：纪录片《毛泽东的诗词人生》

海报。 央视纪录频道提供

纪录片《毛泽东的诗词人生》——

循诗入史，追寻伟人心路历程
■罗肖宁

1997 年，一位 80 岁的老人王琛，对

影片《解放石家庄》进行整理修复，让这

部珍贵纪录片得以焕发新颜。

《解放石家庄》是纪录片《华北新闻

（第三号）》中的内容，其拍摄者为晋察冀

军区政治部电影队队员苏河清。

苏河清的父亲苏兆征在 1927 年参

与领导了广州起义，1929 年因病逝世。

由于白色恐怖，党组织将 7 岁的苏河清

以及他母亲、姐姐送到苏联。数年后，苏

河清在莫斯科大学电影学院完成学业。

不久，一直关注他成长的周恩来给他写

去一封信。信里，周恩来希望他回国，用

所学为晋察冀军区拍摄电影。读完信

后，苏河清没有犹豫，当即做出回国决

定。回国后，他加入成立不久的晋察冀

军区政治部电影队。

解放石家庄时，部队领导为了摄影

师的安全，只允许苏河清在团部拍摄。

但苏河清说他在苏联也上过战场，应该

到前线去。在他的再三要求下，部队领

导同意他跟随主攻部队进行拍摄。

攻 打 石 家 庄 是 趁 天 黑 发 起 的 冲

锋。胶片感光度差，为保证成像质量，

苏 河 清 只 能 借 着 炮 火 的 光 进 行 拍 摄 。

为此，他需要不断地离炮火近些、再近

些。他像端着枪一样端着摄影机，和战

士们一起冒死冲锋。最终，他冲上攻城

尖刀连的阵地，拍下尖刀连战士英勇攻

城的场景。

通过影片，我们能直观感受到当时

战斗的紧张激烈。在隆隆炮火的掩护

下，战士们架起云梯，迅速爬过壕沟，攻

破敌人的碉堡。这些珍贵的战争场面，

使人们得以触摸那段滚烫的历史。

晚年的苏河清在面对采访时却遗

憾地说：“为石家庄解放拍摄的镜头太

少了……”事实上，在苏河清拍摄的镜

头里，不仅有硝烟弥漫的战场，而且有人

民群众支援前线的场景。石家庄解放

后，人民群众欢迎解放军的情景也被记

录下来。那浓浓的军民鱼水情，定格在

珍贵的胶片里，成为历史珍藏。

电影队随部队进驻石家庄城南后，

《解放石家庄》和《清风店战役》被编辑成

《华北新闻（第三号）》。该片随后在石家

庄放映，受到热烈欢迎，极大激发了军民

斗志。

作 为 电 影 队 早 期 摄 影 师 ，苏 河 清

还 深 入 前 线 拍 摄 了《华 北 新 闻（第 一

号）》。该片包括《钢铁第一营授旗式》

《解放定县》《正定大捷》《向胜利挺进》

4 部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苏河

清 负 责 会 场 拍 摄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苏

河清成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

一名摄影师，参与拍摄了《解放了的中

国》《敬 爱 的 周 恩 来 总 理 永 垂 不 朽》等

多部纪录片。

王琛曾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

的一名战士。1997 年，为纪念石家庄解

放 50 周年，她进行了大量繁琐的整理修

复工作。《解放石家庄》由此得以再次上

映，获得观众好评。

时光荏苒，镜头内外，镌刻的是革命

先辈的热血芳华。烽火光影历久弥珍，

“离炮火近些、再近些”的战地回响从未

远去……

战 地 回 响
■湛小贝 孙鹏飞

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西线有

两个险要关口——三所里、龙源里，志愿

军抢占这两处关口就能阻断西线敌军主

力南撤的路。敌军主力南撤时，距三所

里最近的部队是驻扎在 70 多公里外的

志愿军第 38 军第 113 师。接上级指令

后，军长梁兴初向 113 师下达急速穿插

三所里的命令。113 师官兵不畏严寒与

疲劳，14 小时疾行 145 华里，先敌 5 分钟

到达三所里，随后又迅速抢占龙源里，彻

底切断敌军南撤通道。113 师“飞虎师”

的称呼便由这段气壮山河的战史而来。

第 82 集团军某旅前身正是“飞虎师”部

队。几十年来，“飞虎师”的战绩多次在

影视作品中精彩呈现，感染着一代代“飞

虎”传人。

电影《飞虎》以三所里、龙源里战斗

为主线讲述这段历史。剧情侧重对战斗

决策、战斗准备的呈现，重点展现了 14

小时疾行 145 华里这一艰难行军过程。

片中，113 师与敌人交战的战斗场面采

用中远景镜头描述，并加入旁白来推动

故事情节发展。旁白弥补了战斗场面细

节描写较少的不足，使整部影片故事情

节连贯完整、通俗易懂。在人物塑造上，

《飞虎》运用许多特写镜头来刻画志愿军

战士的神情和动作。在急行军途中，许

多战士由于体力不支而表情痛苦，有的

战士弯腰把鞋带系紧……当抢先到达三

所里阻击敌人时，战士们又展现出顽强

的精神与高昂的斗志。

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中，113 师

穿插三所里、龙源里的战斗历史是重要

剧情。该片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适当

融入一些虚构人物和情节，使故事更加

扣人心弦。部队在行军途中遭遇敌机，

113 师师长江潮指挥部队：“敌机来了不

怕。去掉伪装，有钢盔戴钢盔，装扮成敌

军。走大路，改奔跑为队列行军。”片中

主要人物之一的李默尹是个虚构人物，

他主动请愿去 113 师工作这一关键故事

情 节 ，承 担 了 剧 情 衔 接“ 黏 合 剂 ”的 作

用。这让故事自然过渡到三所里、龙源

里的战斗历史，使得多时空发生的战斗

故事实现跨时空联结。该片采用丰富的

拍摄技术与视听语言呈现战斗场景，将

一个个鲜活人物故事置于战斗之中。如

师长江潮带领部队脱下棉裤过江奇袭敌

人，338 团团长朱月华拼死将炸药包塞

入敌人要害等，展现出志愿军战士在枪

林弹雨中舍生忘死的崇高品质。

纪录电影《较量——抗美援朝战争

实录》采用历史影像资料与解说相结合

的手法，按照时间线叙述抗美援朝战争

的 战 斗 历 程 。 片 中 再 现 了 113 师 昼 夜

兼程、14 小时疾行 145 华里，担任迂回

穿插任务的战斗历程，解说词“似飞将

军从天而降”道出了 113 师奇兵出击的

英勇。

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采用

线性叙事与回忆叙事相结合的手法，将

史料画面与亲历者口述相结合，还原当

时的战况。片中，时任 113 师 337 团 3 营

7 连政治指导员朱德元面对镜头时说：

“我们心中有一种信念，我们来朝鲜干什

么？保家卫国！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

113 师的官兵在战斗中奋勇前进。”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是较为完整

呈现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之一。“飞虎

师”的战斗故事在剧中是浓墨重彩的一

笔。剧中关于“飞虎师”的故事，主要采

用人物对话方式展开，呈现这段历史中

上级下达任务的坚决与下级执行命令

的雷厉风行。剧中，当 38 军军长梁兴初

接到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说：“我

38 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

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113 师师

长 江 潮 命 令 关 闭 电 台 ，保 持 无 线 电 静

默。他给出这样的理由：“我们到了三

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

们也没用。”这从侧面体现出 113 师在面

对穿插任务时破釜沉舟的底气。路途

中 ，一 名 小 战 士 因 体 力 不 支 跟 不 上 队

伍，说：“就算剩一口气，我也要死在三

所里……”

近 年 来 ，第 82 集 团 军 某 旅 将 这 些

影视作品汇编成集下发基层，让每一批

新兵、新排长都能在重温经典中感受到

身为“飞虎”传人的使命担当。该旅排

长王浩宇说：“来到这支有着光荣传承

的部队，置身光影去感受血脉传承，我

心中的自豪感与使命感油然而生。《跨

过鸭绿江》中，老军长‘坚决完成任务’

的 果 敢 ，以 及 113 师 前 辈 昼 夜 兼 程 、一

鼓作气的勇气底气，催人泪下，更催人

奋进。”

下图：影视作品中展现的 113 师飞

兵三所里、龙源里的画面。

图片制作：游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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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纪录片《再登地球之巅》在央

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从冰川消融、大

气环流、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人与自

然可持续发展 5 方面展开，聚焦科考一

线，立体展现我国科学家的探索和献身

精神，以及青藏科考为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和全球生态保护所作的重大贡献。

该片细节呈现丰富，从科学家视角

进行故事性叙事，让观众透过真实故事

深切感受科学家的艰辛与探索。如第 1

集《亚洲水塔》中，在海拔约 7000 米的珠

峰雪山，东绒布冰川上刮起的时速超过

30 公里的强劲大风，能见度瞬间降低。

康世昌团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查勘

冰川，一名队员踩空，差点掉进冰裂隙，

好在其他队员拉住了他。在第 3 集《生

命之极》中，车静团队在高黎贡山考察

寻找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时，车静重重

滑倒在鹅卵石密布的河水中，学生们连

忙把她扶起。浑身湿透的她却说：“我

没事，继续找！”类似的细节在片中大量

呈现，令观众动容。

该片将科考事迹与家国情怀相结

合，既满足了观众好奇心，又增进了观众

对祖国的情感认同和对生态的保护意

识。在第 2 集《空中秘境》中，高晶团队

为了将浮空艇升至 9000 米高空，曾 9 次

上青藏高原。这一次，他们抓住每年 5

月 的 窗 口 期 ，将 观 测 高 度 定 格 在 9050

米，在获得珍贵大气数据的同时，也刷新

了浮空艇大气科学观测海拔高度的世界

纪录。在第 5 集《时间之尺》中，杨晓燕

带领的考古团队致力于探索高原人类的

生存发展史。她的博士生导师崔之久，

在 1973 年的首次科考中，受环境和装备

制约受冻伤。这次科考的条件有了质的

飞跃，杨晓燕团队成功发现远古人类的

遗传信息，这对研究人类高原生活历史

至关重要。

该片借助 4K 超高清摄影机、航拍、

卫星遥感等设备、手段，运用延时摄影、

显微摄影、水下摄影等拍摄方式，立体

展现青藏高原的壮美景观。在第 5 集

《时间之尺》中，运用大量微距镜头来表

现冰川融化的动态过程，形象呈现了张

强弓团队是如何进行冰芯研究的。同

时，该片大量运用二维、三维动画模拟

科普图形，既形象展现了高原地质地貌

和内部结构，又让深奥抽象的科学概念

变得形象可感。在第 3 集《生命之极》

中，巧妙运用数字沙盘的方式，直观表

现了高黎贡山作为 4 大地理板块交汇的

“十字路口”所起到的重要“桥梁”作用。

我国科学家的青藏科考，经历了从

“攀登”到“了解”，再到“保护”的跨越。相

信《再登地球之巅》的播出，能够唤起观众

对环保问题的密切关注与身体力行。

左上图：纪录片《再登地球之巅》中

展现的青藏高原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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