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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登上银幕的军事题

材纪录片大多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厂”）创作，老一辈

人对其《新闻简报》印象深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影厂在恪守传统创作理

念的基础上融入新的艺术思想和技术

手段，创作出如《周恩来外交风云》《为

了胜利》《百年光影》《保家卫国》《穿越

烽火》《人民万岁》等高口碑院线纪录

片。《周恩来外交风云》创造了当年院线

纪录片票房之首。

在新影厂创作的众多院线纪录片

中，《岁月在这儿》以其恢宏的叙事视

野，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该片依托新

影厂几代纪录电影人拍摄的 50 万分钟

珍贵纪实影像剪辑而成。时间跨度从

1948 年的“三大战役”到 2019 年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展现了党和国家走过的

不凡岁月。该片选取、剪辑了大量军事

题材影像，展现我军在辽沈战役、解放

北平 、解放广州 、进军大西南 、抗美援

朝 、进 军 西 藏 等 壮 阔 历 史 中 的 英 勇 形

象。从黑白到彩色，一幕幕岁月如歌，

战士们行军中的坚毅、冲锋时的勇敢、

胜利后的笑容、阅兵时的肃穆……丰富

的表情、神态穿透光影时空，深深感染

着观众。

常 规 院 线 电 影 的 剧 情 或 虚 构 、或

在 原 型 故 事 基 础 上 演 绎 ，吸 引 观 众 走

进影院感受其曲折情节。院线纪录片

则以其真实的故事、宏阔的历史、动人

的 情 感 等 影 片 特 质 ，吸 引 观 众 走 入 影

院。院线纪录片《较量》由八一电影制

片厂（以下简称“八一厂”）出品，该片

对八一厂抗美援朝战地摄影队拍摄的

大 量 珍 贵 历 史 镜 头 进 行 了 剪 辑 ，立 体

呈现了抗美援朝战争历程。该片在广

东发行期间，发行人员展开深入调研，

发 现 广 州 有 参 军 履 历 的 市 民 较 多 ，而

且 其 中 有 不 少 人 是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或

是 在 参 加 过 抗 美 援 朝 的 部 队 当 过 兵 。

经 周 密 调 研 、宣 发 后 ，《较 量》一 经 上

映，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观众争相走

进影院。与在同期上映的多部虚构电

影竞争中，《较量》斩获社会效益和经

济 效 益 双 桂 冠 ，成 为 院 线 纪 录 片 史 上

的浓重一笔。

纪 录 片 通 常 以 电 视 台 、互 联 网 平

台 为 播 出 媒 介 。 纪 录 片 上 院 线 ，可 以

让观众在沉浸式观影后获得比小荧屏

观影更多元的体验与感悟。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与国家电影局联合出品的院

线纪录片《此时此刻·2019 大阅兵》、八

一 厂 出 品 的 院 线 纪 录 片《2019 阅 兵 盛

典》，采用了多种机位，带给观众全新

的 视 觉 冲 击 ：大 量 俯 拍 镜 头 展 现 各 军

兵 种 新 式 装 备 数 量 与 规 模 的 浩 大 ；穿

插的仰拍镜头则重在展现空军整齐的

编 队 与 飞 行 员 高 超 的 飞 行 技 术 ；较 多

的横向平移镜头凸显了人民军队的气

势 如 虹 。 整 体 而 言 ，两 部 作 品 对 现 场

实 拍 的 段 落 进 行 了 细 节 优 化 ，对 画 面

进 行 了 逐 帧 调 整 和 色 彩 矫 正 ，这 些 技

术有助于观众更好地通过大银幕身临

其 境 感 受 祖 国 强 大 的 综 合 国 力 、我 军

昂扬的战斗风貌。

此外，口述历史类军事题材纪录片

也在院线获得好口碑。如《1950 他们正

年轻》，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

录/科教片的荣誉。影片聚焦 26 位志愿

军老兵，涵盖炮兵、侦察兵、工程兵等多

个兵种。正如创作者所言，这部电影是

对历史与记忆的抢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军事题材纪录

片创作者潜心挖掘、深度创新，尝试让

作品走进影院。众多珍贵影像，也一次

次 在 宽 大 银 幕 上 焕 发 新 的 精 神 容 颜 。

观众怀揣敬仰之情走进影院，从党史、

军史纪实光影中汲取勇毅前行的精神

动力。

军事题材纪录片的“院线时代”
■雷棋钰

近期，纪录片《底色·英雄》在央视纪

录频道播出。该片以沈阳的城市发展为

主线，通过沈阳在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

初期工业奠基、新时代振兴发展等阶段

的动人故事，带领观众追寻这座城市的

英雄底色。

诞生英雄、守护英烈、与英雄同行，

使沈阳展现出较为浓郁的抗美援朝精神

气息。在第 1 集《忠骨地》，开篇聚焦迎

回第 9 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的场景。

从沈阳机场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30 多 公 里 长 街 上 ，处 处 有 市 民 驻 足 迎

接、深切追思。如今，沈阳成为安葬志愿

军英魂的地方；而 70 多年前，众多志愿

军官兵正是从这里走上了从士兵到英雄

的壮烈之路。通过现居沈阳的志愿军老

兵口述历史，该片跨时空叙事，为观众诠

释了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老

兵曾国兴对每名战友都抱有誓死杀敌的

壮烈决心记忆犹新，“跨过鸭绿江就出国

了。大家心里明白，能不能跨回来就不

一定了。但为了身后的祖国，我们义无

反顾”。老兵程茂友回忆起班里战士胡

根基牺牲前说的话：“班长，我没白活 17

岁。祖国万岁！”老兵王凤和说：“我们

的装备虽然不是那么优良，但是我们战

士打胜仗的信心和决心锐不可当。”老

军医王忠义回忆：“那次战役中，我们三

天三宿连续给伤员做手术，没有吃饭，

还数次向伤员献血。”该集结尾处，几位

老兵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相聚，共诉往

事。片中介绍，很多抗美援朝老兵离开

部队后，选择来到沈阳工作、生活。观

众能深刻感受到英雄的精神已融入这座

城市的血脉。

抗美援朝淬炼了这座城市的风骨，

形成了沈阳人民无私奉献、齐心协力、不

畏艰难、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第

2 集《倾城之力》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期

间沈阳举全市之力发挥战略生产基地和

后勤保障基地作用，建起“战场的后方，

后方的前线”的故事。当时沈阳街上，近

10 万名妇女自发组织赶制炒面。参与

者崔秀萍回忆，她们上班抓生产、下班忙

炒面，虽然身体劳累，但时刻坚信“后方

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沈阳重

型机器厂为保障前线军镐充足，20 天保

质保量赶制完成 10 万把军镐。忆起这

项工作奇迹，工人于宝元仍难掩内心的

激动：“大家伙都争着干、抢着干，都生怕

自己干得少。”沈阳铁路局先后派出上万

名职工赴朝参战，为建成“打不断、炸不

烂的钢铁运输线”作出突出贡献。前线

战局紧张，抢修者周玉珍在不眠不休作

业的同时，还要面对敌军狂轰滥炸，随时

有生命危险，但他心中只有“完成任务”

这一个念头。一段段亲历者的讲述，为

观众立体呈现了沈阳人民在爱国主义旗

帜感召下，为保家卫国凝聚起强大力量。

战争硝烟散去，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影响着沈阳、塑造着沈阳，融入英雄城市

的精神内核，转化为激励沈阳人民继往

开来、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第 3 集《工业奠基》和第 4 集《振兴之路》

着重描绘了沈阳人民保持着爱国热忱与

实 干 担 当 ，在 诸 多 领 域 取 得 成 就 的 故

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生产运动

中，沈阳不断涌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生产者，“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向厂

里隐瞒自己有身孕的情况，全身心扎在

国家的建设工作上，成为新中国女性劳

动者的榜样。“三线”建设时期，沈阳援建

者无私地付出支援，促成多个新兴工业

城市的崛起。走进新时代，这座城市承

担了民族和国家对现代化的想象与试

炼。从罗阳到方文墨，一代又一代沈飞

人，擎起“航空报国”的旗帜，在各种急难

险重任务中攻坚克难。从解决从无到

有，到实现从有到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激励着沈阳人民，承担起国防科技自立

自强的光荣使命。

该片通过多维视角叙事、多种技术

手段呈现，既绘制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的“英雄谱”，又勾勒出沈阳这座城市的

平凡英雄气息。正如片尾所述：“英雄并

不遥远，在熟悉的街头、在城市的某处，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近年来，多部城市题材纪录片受到

观众青睐，如《红色深圳，风华正茂》《津

门往事》《红色芜湖》《红色太原·英雄城

市》等。它们都将城市作为精神载体，在

从人到城、从城到国的深度叙事中，引发

观众共鸣，激发奋进力量。

下图：纪录片《底色·英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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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由 中 共 云 南 省 委 宣 传 部 、

中 共 贵 州 省 委 宣 传 部 等 多 部 门 联 合

摄制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绝地

重生》上映。影片立足波澜壮阔的中

国革命历史，深情回顾中央红军二万

五 千 里 长 征 路 上 由 失 利 走 向 胜 利 的

光辉历程。全片以遵义会议、扎西会

议、四渡赤水等历史事件发展历程为

叙 事 主 线 ，再 现 了 1934 年 到 1935 年

毛 泽 东 同 志 领 导 红 军 在 生 死 抉 择 时

刻绝地重生的进程。

开片场景色调浓重、迷雾重重，将

观众引入秋冬时节长征路上危机四伏

的大战场。彼时，国民党不仅发动 40

万大军对红军围追堵截，还在国统区

报纸上刊登污蔑红军的文章。红军条

件艰苦、艰险重重，如何在敌我力量悬

殊的情况下突围成功，成为摆在红军

面前的难题。因此，影片设置第二条

叙事线索，将镜头深入红军指挥部内

部，着重展现党和红军于绝地之中抉

择的过程。从 1933 年到 1934 年，红军

接连遭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

初期严重受挫减员等打击，到了危急

存 亡 关 头 。 经 过 严 肃 讨 论 和 缜 密 研

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5 年 1 月在

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

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黑暗中摸索

的红军有了绝地重生的可能性。在此

基础上，毛泽东率领红军巧妙地突破

蒋介石的布阵，是影片的第三条叙事

线索。其中，四渡赤水是中国工农红

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的光辉战例。影片忠于史实，重点呈

现了毛泽东灵活的作战策略。红军时

而佯攻迷惑敌人，时而在深夜中奔袭，

以迅疾的行动斩关夺隘；同时又能在

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中准确判断，以

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策略和果断抓

住战机的战略定力，使敌人在疲于行

军中消耗力量、陷入被动。

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后，红军逐步

摆脱被动局面，实现了绝地重生的战

略转折，粉碎了国民党想一举歼灭红

军的企图，从而走向最终胜利。三条

叙事线索并行，立体展现了毛泽东对

中国革命前途准确的判断、高瞻远瞩

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也展

现了党、红军与当地群众鱼水情深的

动人场景。赤水河所在地区本是国统

区，当地政府强征苛捐杂税的行径和

派系之间无休止的斗争，都与红军严

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土豪

分“浮财”形成鲜明对比。红军以实际

行动使人民群众不再相信国民党污蔑

红军为“赤匪”的宣传，也使国民党的

舆论阵地不攻自破。红军纪律严明、

战果累累，坚定的革命理想深入人心，

所过之处皆传颂着红军的美名。红军

长征绝地重生既得益于领导人的高明

指挥，也和党领导红军将士发扬敢于

斗争、勇于担当的精神分不开，同时与

党和红军得到人民的支持分不开。影

片对这些史实一一展现，揭示了党绝

地重生的密码——一切依靠群众、一

切为了群众，实现了三条叙事线索在

主题精神上的凝聚与升华。

影片既展现战场环境，也通过日

常化叙事表现红军官兵之间的细腻情

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心系

劳苦大众，始终胸怀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1935 年 2 月，中央红军经过激烈

战斗，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

歼灭国民党军 2 个师又 8 个团，俘敌约

3000 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

一次胜利。28 日，毛泽东同军委纵队

过娄山关，到达大桥。随后，他有感于

娄山关战斗的胜利，作《忆秦娥·娄山

关》。影片以冷色、浓雾、群山、鲜血等

视觉元素营造了山路崎岖、道路泥泞、

迷雾重重的凝重氛围，与这首词上阕

中 隆 冬 时 节“西 风 烈 ，长 空 雁 叫 霜 晨

月”的凄冷场面形成呼应，兼具隐喻红

军 险 境 和 对 其 进 行 具 象 化 再 现 的 作

用。下阕“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 头 越 。 从 头 越 ，苍 山 如 海 ，残 阳 如

血”恰是绝地重生过程中革命精神的

多重表达：尽管长征路上充满艰难险

阻，但红军在人民支持下攻克了一道

又一道险似天堑的雄关；只要怀着对

革命的赤诚之心艰苦奋斗，就没有战

胜不了的敌人和攻克不了的难关；一

时的失败令人悲痛和惋惜，也让红军

重整旗鼓，在充满艰险的漫漫征途中

继续前进。词的上下两阕与绝地重生

前后的红军处境相呼应，达成艺术真

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

影片对诗词意象进行艺术再现，

勾勒了一幅壮阔又不失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的行军图。诗词的壮烈之美融合

于影片的战斗场景之中，消解了三条

叙事线索营造的紧张战场氛围，形成

动静结合的叙事节奏。近年来，不少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在塑造伟

人形象时，把伟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与

其个性特点相结合，围绕人物经历体

现的精神特质展开多角度创作，该片

也有这样的特点。影片讲述了三渡赤

水前党内的战略分歧。当敌军重兵向

遵义、打鼓新场等地压来时，毛泽东关

于 避 开 敌 人 的 正 确 主 张 遭 到 激 烈 反

对。他眉头紧锁、忧心如焚，疾呼“真

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怒

而离开会场。紧接着，他又反思自己，

不该意气用事，继续连夜分析战场形

势、收集最新情报。最终，中革军委通

过激烈争论，同意毛泽东放弃攻打打

鼓新场的建议，改打鲁班场之敌周浑

元部。片中，毛泽东指出，党内同志可

以争、可以吵，但真理辨明之后都会坚

决地执行党的决议，因为共产党员拥

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长征途

中，随时随处可能遭遇战火，毛泽东与

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他以大局

和家庭安全为重，对贺子珍提出两个选

择：或者再次将孩子送给老乡抚养，或

者她脱离大部队照顾孩子。当贺子珍

选择前者随后又负伤时，毛泽东冒着战

火回到贺子珍身边，眼中噙满泪水、满

怀柔情地说：“我就是背，也要背你一

起走。”片中，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鲜明

个人特点的革命领袖，也是一位铁骨

柔情的丈夫、父亲。

如何处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

关 系 ，是 影 视 创 作 中 常 问 常 新 的 议

题。《绝地重生》展现了红军突出重围

的诸多历史细节，尤其是再现了遵义

会议召开后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一

系列会议和党中央作战方略的转变历

程，以及党内同志为了红军和革命前

途而产生的分歧。因此，影片为再现

历史、突出历史真实和向公众普及党

史知识，进行了一次有益探索。在艺

术真实性上，创作者以“大事不虚，小

事不拘”的原则再现了毛泽东伟大的

人格魅力，开掘并呈现这段历史本身

蕴藏的“于崎岖中见巍峨”的巨大精神

力量。正像片中周恩来所说：“我们一

路走过来，哪次不是身处险境，然后又

想办法绝地重生！”

上图：电影《绝地重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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