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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看，找到水源了！”电影

《沙漠里的战斗》海报中，人物目光炯

炯所注视的前方，正是片中驻守在新

疆天山某师的农田水利勘察队勘探到

冰河的方向。海报通过巧妙的留白，

引发观众想要探寻那明亮的双眸中隐

藏的故事。

1949 年 9 月 ，新 疆 和 平 解 放 。

1950 年，新疆军区命驻疆部队开展大

规模生产建设。1956 年，由上海电影

制片厂摄制的《沙漠里的战斗》公映。

该片讲述了 1951 年解放军为解决天

山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缺水困难，攀冰

峰、寻河源的勘察历程。

海报中，长长的马队在沙漠里行

进的画面，是勘察队在维吾尔族老乡

艾买提的引领下，找到荒废村庄的情

景。荒废的村庄正是艾买提的故乡。

他向队员们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因地

主关掉水闸，麦禾枯萎，与家人被迫离

乡的故事。这也更加坚定了勘察队要

找到水源、改善人民生活的决心。为

恢复河流，队长杨发带着 3 名勘察队

队员去冰峰上勘察河源，途中遭遇山

洪，杨发和战士小朱被洪水冲走。后

来，脱险的杨发和小朱在一位老猎人

带领下，冒严寒、抗缺氧，攀上冰峰，找

到了河源。找寻杨发和小朱的队友张

珍也在直升机的引导下，在冰峰上与

杨发会合。杨发与勘测队员张珍，在

工作中互生好感。此时，张珍扶起死

里逃生的心上人，喜极而泣。海报中，

二人眼眸明亮有神、嘴角上扬，传递出

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成功找到水源的欣

喜，也充满对引水开荒实现“让塞外变

江南，让荒漠变绿洲”的期待。二人面

部赭红皴裂，这反映出人在严酷冰峰

环境下真实的状态，也暗示屯垦戍边

事业的艰苦卓绝。诚如在电影开篇

中，陈师长在面对不情愿参加边疆建

设的杨发时所言：“边疆建设也是一场

硬仗，我们作战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

边疆的大自然。”

海报色彩丰富，层次分明。金色

的沙漠、红橙色的晚霞、蓝灰色的雪

山，构建起天山、沙漠的自然景观，与

近景处勘察队前进的场景形成对比，

突显出沙漠的天高地阔，传递出官兵

与自然搏斗的艰辛困苦。白底绿字的

片名，隐含着在军民共同努力下取得

了这场与大自然“战斗”的胜利，也暗

喻沙漠中蕴藏生机。

“风暴疾沙，挡不住钢铁战士前进

的步伐。新河流水，闪烁着边疆人民

幸福的曙光。”这幅写实与浪漫结合的

电影海报，为观众掀开了屯垦戍边创

业史的生动一页。顺着海报中人物的

目光，我们仿佛能够跨越时空，看到幸

福的花儿绽放在茫茫沙漠中。

青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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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昱
岑

近期，由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中共

丹 东 市 委 宣 传 部 、丹 东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等 单 位 联 合 推 出 的 纪 录 片《鸭 绿 江 不

会忘记》，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1965

年，安东更名为“丹东”，寓意红色东方

之 城 ，同 时 也 是 为 了 纪 念 抗 美 援 朝 那

段英雄的历史。该片将鸭绿江沿岸的

空间叙事线索与英雄城市的精神传承

线 索 有 机 融 合 ，揭 示 了 抗 美 援 朝 精 神

如何跨越时空成为丹东城市的精神内

核 ，持 续 激 励 着 一 代 代 人 克 服 艰 难 险

阻、砥砺前行。

鸭 绿 江 见 证 了 抗 美 援 朝 伟 大 征

程。第 1 集《英雄出征》讲述了 70 多年

前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

朝前线的故事。抗美援朝出征前，将士

们便展现出高昂的战斗热情，他们说：

“ 我 们 是 热 爱 和 平 的 ，但 我 们 不 怕 战

争。”时任志愿军炮兵第 1 师第 26 团 5 连

政治指导员麻扶摇深受触动，在被窝里

写下出征诗，经谱曲后成为唱遍抗美援

朝战场和祖国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战歌》。将士们为保证秘密行军，

趁着夜色、冒着风雨沿鸭绿江桥行进。

没 有 送 行 仪 式 ，只 有 誓 词 声 在 江 畔 回

荡。老战士汤继润在日记里写道：“登

上大桥，脚步踏得桥面嗵嗵作响。我们

就 一 个 信 念 ，跨 过 鸭 绿 江 ，打 败 侵 略

者。”片中还通过生活在鸭绿江畔人民

的视角展现了出征细节。志愿军过江

前夜，曾在村民单玉林家中借住。天寒

地冻，他们只穿着单衣，却不进房间、不

打扰老乡，只在仓房休息。志愿军展现

出的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感染着当地

群众。鸭绿江畔的安东是抗美援朝的

出 征 地 ，是 志 愿 军 总 后 方 基 地 的 最 前

沿。志愿军将士从这里出发，抗美援朝

精神在这里积淀。

抗美援朝精神烙印在鸭绿江畔的

遗迹中。第 2 集《山河铭记》以物见史、

以史铸魂，通过寻访志愿军在鸭绿江畔

的遗迹，再现安东人民对志愿军将士的

爱戴与崇敬。在鸭绿江畔九江街 73 号，

住在其中的赵家 10 口人坚持为借住家

中的志愿军缝洗被褥、邮寄包裹、收发

信件。战士们与赵家建立了深厚情感，

亲切称其为“73 号兵站”，即使身在前线

也时常来信问候。然而，书信的中断往

往代表着永别，得知政治指导员李振江

牺牲后，他们一家深感悲痛。在原志愿

军总医院院史馆，保存着一张朱勇被授

予“模范护士”的泛黄照片。年仅 16 岁

的她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请战，和医护

人员一起护送伤员回国。在敌机围追

堵截下，他们走走藏藏，耗时 9 天 9 夜方

才抵达后方。院史馆中陈列的密密麻

麻的输血证，来自安东市民自发组成的

输血队。由于伤员抢救任务重、血液不

够用，只要前线需要，从机关干部到普

通市民，人人毫不犹豫伸出胳膊主动献

血。正如旁白所讲：“今天这片英雄的

土地处处留存着与抗美援朝战争有关

的印记，一处桥墩、一湾江水，乃至一所

民居，都记录下志愿军将士和支前队伍

同仇敌忾的身影，见证着英雄城市、英

雄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光荣岁月。”

抗美援朝精神成就了英雄城市，激

励着丹东人民勇毅前行。第 3 集《精神

永恒》将视角对准新时代的丹东，讲述

了抗美援朝精神历久弥新，在这片土地

上 延 绵 赓 续 着 光 荣 与 梦 想 的 新 篇 章 。

抗 美 援 朝 时 期 ，作 为 国 家 的 重 工 业 基

地，安东人民不仅组织报名参军、爱国

生产、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还承担

了运送物资、抢救伤员、衣被加工等任

务。“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要人给人，

要物给物，要血给血，要什么给什么，要

多少给多少”，战争年代的口号再次被

叫响。一等功臣孙景坤退役归来，尘封

战 功 和 荣 誉 ，一 心 坚 守 生 产 队 队 长 岗

位，带领村民改变家乡面貌。2020 年，

中宣部授予孙景坤“时代楷模”称号。

辽东学院声乐教师张媛媛长期从事抗

美援朝歌曲的研究和传承工作，教育引

导青年学生成为抗美援朝精神的学习

人、继承人和传扬人。无数青年学子在

她的授课中感悟着气壮山河的英雄乐

章、顶天立地的英雄画卷。经过长期研

究实践，在 2023 年丹东市政协会上，她

提交了《抗美援朝题材歌曲传承和弘扬

的策略研究》报告，倡导永续传承抗美

援朝将士炽热的家国情怀，推动抗美援

朝精神代代相传、深入人心。丹东人民

怀有对烈士的感怀之情。在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一位志愿军老兵坐在烈士的

墓碑旁久久不愿离去的场景，深深打动

了《丹东日报》记者刁庆峰。刁庆峰把

从未有家属祭奠的烈士信息一一抄录，

主动发起“为志愿军烈士寻亲”行动。

各地多家媒体、热心志愿者相继加入寻

亲行列，为 162 位烈士找到了家人。“为

烈士寻亲、让烈士回家”，已经成为这座

英雄城市的使命与担当。正如片尾所

述：“血与火铸就的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像种子一样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

芽、硕果累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去

敬仰、践行、传承、弘扬。”

《鸭绿江不会忘记》以独到的视角

追寻鸭绿江畔的历史印记，讲述一座城

市的英雄记忆，立体阐释了抗美援朝精

神的丰富内涵。

江水为证 丹心永照
■邹佳呈

扫码观看纪录片《打过长江去》宣传片

扫码观看电影《沙漠里的战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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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字”从遇见你》（第二季）延

续第一季的风格，以动画模拟、曲艺演绎

等形式，讲述田、山、川等 26 个汉字的

“前世今生”。

该片将汉字置于中华文化体系内

追本溯源，厘清单个汉字发展脉络的同

时，展现汉字伴随社会实践内涵不断丰

富的过程。如“口”字一集，讲述“口”字

早期象形字如实刻画了嘴部轮廓。作

为连接身体内外的通路，口的重要程度

非 常 高 ，吃 饭 用 它 、喝 水 用 它 、说 话 用

它、喘气靠它，可谓“有口皆碑”。汉字

中的很多字都是在“口”的基础上演变

而 来 ：甲 骨 文 在“ 口 ”里 加 4 颗 牙 就 是

“齿 ”；“问 ”是 门 里 有 口 ，取 询 问 之 意 。

由于“口”含通道之意，逐渐被引申为山

川地形的通道，在那里修建关隘，如长

城古北口。在古代，口里、口外意味着

疆界，典型的地方是“张家口”。这里是

通往草原的隘口，曾汇聚着来自草原的

商人。由此，进口、出口也就成了边贸

词汇，边贸城市至今仍被叫作“口岸”。

再如“模范”一集中，这两个汉字所表达

的 意 思 ，是 榜 样 ，是 人 们 学 习 的 对 象 。

商周时期，模范是铸造青铜器必不可少

的工具。我们在博物馆里见到的青铜

器，曾经都有自己的模与范。那精美的

器 型 、逼 真 的 花 纹 ，都 是 模 范 的 杰 作 。

据考古研究，除一些简单器物可以反复

使 用 同 一 模 范 ，工 艺 繁 杂 的 青 铜 器 模

范，都只能使用一次。我们所说的“一

模一样”，它的源头就在这里。

该片每集 5 分钟，从单个汉字探秘

中华文化演进，叙述风格轻快明了，为我

们讲述了常见汉字内涵的演变历程，探

寻了汉字背后的文化密码。

探寻汉字背后的文化密码
■高新华

今年是渡江战役胜利 75 周年。央

视《国家记忆》栏目 推 出 的 纪 录 片《打

过长江去》，分为《隔江对垒》《先遣侦

察》《渡 江 前 夜》《胜 利 渡 江》《乘 胜 追

击》5 集，以丰富的档案资料和详尽的

历史解读，再现渡江战役光辉历程。

纪录片从历史细节切入，展开生动

的历史叙述。在《隔江对垒》开篇，通过

毛泽东同志从西柏坡发出的一封电报，

展现渡江战役历史背景，其中既有同国

民党对垒博弈的扑朔迷离，又有党中央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纪录

片通过抽丝剥茧的叙述方式层层展开，

使观众直观了解到渡江战役是在怎样

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以及它对于中国

革命的重要意义。在《渡江前夜》中，也

运用了类似叙事方式。渡江中突击集

团指挥部写给地下党组织的一封信，记

录了渡江前夕的一场策反行动。这次

行动打开了国民党军在长江下游的一

个缺口，为渡江战役的顺利实施奠定基

础。《乘胜追击》中，通过对参战老兵的

访谈再现历史，描摹了人民军队势如破

竹 、乘 胜 追 击 的 场 景 。 战 士 汤 先 发 回

忆 ，解 放 军 先 头 部 队 看 到 国 民 党 军 降

兵，没有停留，甚至对于辎重装备也不

缴获，而是一路疾行追击。该集通过具

象呈现，让观众真切感受到“宜将剩勇

追穷寇”的战略决策与“打过长江去，解

放全中国”的壮志豪情。

《打过长江去》搜集了大量珍贵档案

文献、图片视频，综合运用了档案回顾、

学术解读、外景拍摄等手法，实现了严

谨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对于渡江前

的决策部署，片中既援引了党中央发出

的诸多文件，也从其他维度展开细致的

历史佐证，如沿江两岸态势图、部队船只

登记表等；还有作战股股长秦叔瑾的日

记，其中记载着渡江战役相关的详尽考

虑和周密部署。该片还运用虚拟现实、

三维动画技术，为观众营造出走进历史

现场的视觉体验。在讲述“渡江第一船”

的故事时，主持人走到虚拟的画面中，仿

佛置身于长江天堑的泊船上，回忆“万事

俱备、只欠渡船”的紧急时刻：电厂工人

将“京电号”小火轮停泊江边，此船先后

运送 6000余名解放军指战员渡江；随后，

画面切换到保存于渡江胜利纪念馆广场

的“京电号”。这样的呈现方式，让故事

讲述更加立体。

该片还注重通过挖掘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故事，刻画革命先辈坚定的信仰和

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绘就渡江战役的

恢宏历史画卷。呈现渡江战役准备阶段

时，该片通过一些泛黄的“鸡毛信”小纸

条 上 标 记 的“501”字 迹 ，揭 开 代 号 为

“501”的地下党员身份，展现了渡江战役

中隐蔽战线工作的贡献。在先遣侦察阶

段，该片描摹了第 79 师侦察队 1 排副排

长齐进虎带领 4 名战士潜伏侦察的故

事。在渡江必争的黑沙洲，侦察队员们

昼伏夜出，顺着电话线找到敌指挥部，获

取重要情报，并将情报传回江北。这使

我军得以用一个团的兵力全歼黑沙洲敌

军。在渡江行动展开之时，该片以渡江

支前船工的访谈，回答了观众心中的疑

问——国民党军在部署江防时已将船工

和船一起拉到了江南，解放军渡江的船

究竟是从哪里来？船工口述表明，饱受

国民党军欺凌的被掳船工逃回江北后，

被一心为民的解放军感动，帮助解放军

“把国民党沉入江底的船打捞上来，把藏

在芦苇深处的船摇出来”。及至战役发

起，解放军筹集到各种船只 2 万余艘，又

靠无数像马毛姐一样的船工摇到了江对

岸。在《胜利渡江》结尾处，旁白解说道：

“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

出来的。解放军胜利突破国民党军江

防，踏上江南的土地，这不仅是一场战役

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这种见微知

著的处理手法，让观众深切体会到“人民

战争汪洋大海”的磅礴力量。

渡江战役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精 神 历 久 弥 新 ，围 绕 渡 江 战 役 的 影 视

佳 作 不 断 涌 现 。 1954 年 ，齐 进 虎 前 往

黑 沙 洲 侦 察 敌 情 的 故 事 被 搬 上 银 幕 ，

拍成电影《渡江侦察记》。2012 年，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渡江！渡江！》，

以“济南第一团”大功连渡江前后的故

事 为 主 体 ，讴 歌 了 渡 江 精 神 。 2019 年

公映的电影《打过长江去》，聚焦渡江

战 役 中 的 战 士 ，以 两 兄 弟 的 立 场 从 对

立 到 和 解 为 主 线 ，实 现 主 题 升 华 。 这

些 作 品 有 的 再 现 扣 人 心 弦 的 战 斗 场

景，有的定格天翻地覆的历史瞬间，从

不同角度带着观众重温那段波澜壮阔

的历史，激励人们传承红色基因、坚定

理想信念。正如纪录片《打过长江去》

中所言：“渡江战役不仅是一场战役的

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

纪录片《打过长江去》—

立体再现渡江战役伟大胜利
■王明哲 姚欣彤

纪录片《打过长江去》海报。 《国家记忆》栏目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