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 八 一 电 影 制 片 厂 摄 制 的 电 影

《突 破 乌 江》于 1961 年 公 映 。 该 片 讲

述 了 长 征 时 期 ，红 军 官 兵 过 乌 江 时 ，

面 临 敌 人 的 重 重 封 锁 以 及 险 恶 的 自

然 环 境 ，在 当 地 群 众 的 帮 助 下 ，用 竹

筏强渡乌江，为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的

故事。

海 报 选 用 水 墨 画 作 为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突 显 浑 厚 深 邃 的 水 墨 表 现 力 。

流 畅 的 笔 法 为 海 报 带 来 自 然 生 动 的

艺 术 张 力 。 绘 制 者 以 遒 劲 的 笔 触 勾

勒出红军指挥员陈连长、红军战士罗

小光、当地青年黄大发的形象，3 人神

情 刚 毅 ，分 别 呈 现 指 挥 作 战 、手 握 旗

帜 、奋 力 划 竹 筏 之 态 ，画 面 布 局 错 落

有致，是红军官兵在当地群众帮助下

英勇突破乌江的生动缩影。片中，敌

人 在 黄 家 村 烧 杀 抢 掠 ，红 军 抵 达 后 ，

帮 老 百 姓 救 火 、治 伤 、修 补 房 屋 。 黄

大发及其父亲被红军的善举感动，在

红 军 强 渡 乌 江 的 关 键 时 刻 挺 身 而

出。黄大爷为部队当向导，黄大发协

助 红 军 制 造 了 能 抵 御 较 大 风 浪 的 双

层竹筏，为第二次强渡乌江创造了有

利条件。战斗胜利后，在黄大爷的鼓

励下，黄大发参加了红军。这种鱼水

深情熠熠生辉，成为海报一抹温暖的

亮色。

海报远景以独特的水墨画意象，写

意 化 展 现 了 红 军 官 兵 强 渡 乌 江 的 壮

举。乌江在敌人的炮火中，翻滚咆哮，

水柱四起。红军官兵毫无畏惧地奋力

划动竹筏，动作充满了力量感。近处，

一名战士架枪匍匐在竹筏上，伺机射

击。绘制者以寥寥数笔勾勒出红军官

兵的身姿与神情，他们坚强无惧、勇往

直前的精神风采，自然而生动地流露

出来。这种由大到小、由近及远的展现

方式，让观众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中，

切身感受到红军官兵突破乌江的艰险

与勇猛。海报的水墨意象浓缩了片中

的战场时空，艺术再现了突破乌江这一

波澜壮阔的长征史实。海报采用对角

线 构 图 ，空 间 分 为 3 个 部 分 ，一 是 人

物，二是江水，三是远山及天空。左侧

的陈连长、罗小光、黄大发，与右上方

的悬崖峭壁遥相呼应。这既是画面构

图 上 的 呼 应 ，也 蕴 含 着 精 神 上 的 隐

喻。悬崖峭壁象征着突破乌江所面临

的艰难险阻，也从侧面凸显了红军官

兵不畏强敌的革命气概。

海报在色彩表现上加入了大量冷

暖对比色作调和，罗小光手中紧握的

红 色 旗 帜 被 着 重 渲 染 。 这 红 色 浓 烈

而凝重、朴素而浑厚。海报中的红旗

与 片 中 的 两 个 情 节 紧 密 呼 应 。 一 次

是红军部队赶来增援，张团长让方营

长轰击敌人碉堡之际，碉堡射击孔处

伸出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张团长兴

奋不已，由此确认陈连长带领战士们

取 得 了 战 斗 胜 利 。 另 一 次 是 红 军 辞

别 乡 亲 时 ，在 红 旗 的 指 引 下 ，长 长 的

队 伍 向 遵 义 进 军 。 这 两 个 情 节 中 红

旗成为醒目元素，是胜利与希望的写

照。片名置于海报右下角，这使得海

报 视 觉 重 心 愈 加 有 序 协 调 。 画 面 与

片名文字点线面穿插，强化了海报的

整 体 感 和 层 次 感 。 片 名 选 用 简 洁 的

手 写 体 ，笔 画 锋 利 刚 劲 ，与 画 面 相 互

映衬，展现出红军官兵突破乌江的豪

迈气势。

电影《突破乌江》是我们了解那段

峥嵘岁月的生动载体，激励着我们在新

的长征路上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

舍 生 忘 死 破 天 险
■王上文 朱 理

扫码观看电影《突破乌江》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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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纪录片《大练兵》在央视《国家

记忆》栏目播出。该片共 5 集，每集约 30

分钟，依次通过《整训备战》《把兵练活》

《比武热潮》《战训一体》《实训强军》，紧紧

围绕全军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展现新中

国成立初期，军队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道路上，进行大练兵、大比武，以及新时代

以来，各军兵种在练兵备战、日常训练等

方面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和强军故事。

该片通过大量珍贵影像史料的呈

现 ，传 递 人 民 军 队 敢 打 必 胜 的 坚 定 信

念。在第 3 集《比武热潮》中，参加射击

比武的宋世哲枪法精准。在比武中，他

举 枪 射 击 ，远 处 的 每 个 靶 子 都 应 声 而

倒。毛主席对宋世哲的军事技能赞不绝

口，对他手中那把枪产生了浓厚兴趣。

毛主席接过罗瑞卿递来的枪，先仔细端

详了一阵，然后又举起来瞄了瞄。现场

的摄影师看到毛主席举起枪、眯着眼做

出瞄准动作后，立即抓拍下这个经典时

刻。这些影像史料真实可感，在叙事中

起到点睛作用。第 4 集《战训一体》通过

穿插影像史料，带领观众回顾了“八六海

战”中的惊险一幕。麦贤得是海战中一

艘参战舰艇的机电兵。平日里，他就经

常蒙住双眼模仿夜间战斗环境，在机舱

对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阀门、每一条管道

进行操作，直到将舱里的数十条管路、几

千颗螺丝熟记于心。“八六海战”中，麦贤

得所在护卫艇机舱中弹，一块弹片击中

了麦贤得的前额，他顿时失去知觉。战

斗仍在继续，没过多久，麦贤得清醒了过

来，但他的眼睛被鲜血糊住，无法睁开。

他以惊人的毅力强忍剧痛，开始摸索工

具，凭着日常练出的肌肉记忆，挨个用手

触摸检查所有螺丝、阀门、管道，终于在

几十条管路的螺丝里检查出一颗拇指大

小被震松的油阀螺丝。他赶紧用扳手将

螺丝拧紧，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当时

不怕，一点都不怕！我的工作，保障机器

运转。”这是片中麦贤得唯一的一句对

白，铿锵有力的回答让观众强烈感受到

人民子弟兵坚如磐石的信念和坚不可摧

的意志。

以真挚饱满的情感表达展现人民军

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该片采访事件

亲历者、当事人，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将

故事聚焦到具体人物，以口述历史的方

式展现人民军队的英雄形象。第 2集《把

兵练活》讲述了第 72集团军某旅“郭兴福

连”练兵备战的光荣传统和先进事迹。

60 多年过去了，“人人争当郭兴福，个个

练成小老虎”的连训依旧响彻训练场上

空。故事开始，该连战士李栋梁就道出

了连队被评为“军事训练先锋连”的重要

原因：“肤色永远比别人黑、衣服永远比

别人脏、口号永远比别人响。”接着，该片

通过插叙方式，向观众讲述一个个感人

至深、催人奋进的故事。1963年底，原总

参谋部在江苏召开了由各大军区、军事

院校领导参加的“郭兴福教学法”现场

会。担任现场解说的作战参谋余西祥对

当天的情况记忆深刻。他记得有一个叫

叶铁虎、绰号“铁老虎”的战士，在一次冲

锋时，脚底被一个竹茬戳伤，鲜血浸染了

鞋子，叶铁虎依旧奋勇冲锋。战士们实

战实训，余西祥情不自禁地赞叹：“真是

‘小老虎’！”该片还通过时任第 12军军长

李德生、作训处处长姜智敏、某师参谋刘

亨镕等老一辈军人细致鲜活的描述，将

“郭兴福教学法”的诞生过程生动呈现在

观众面前，像郭兴福一样的子弟兵们“小

老虎”般的形象也跃然于荧屏之上。

以立体丰满的模范群像表现人民军

队接续奋斗的使命担当。该片利用多元

化的视听元素，通过从历史到当下层层

递进的叙事调动起观众的情绪。第 3 集

《比武热潮》讲述了一群特殊的基层民兵

的故事。1964 年“大比武”中，在进行民

兵射击项目时，3 名扛着各式枪支、年龄

相差较大的民兵共同登场。他们是来自

山东烟台的祖孙三代民兵，孙子吕永顺

当年只有 14 岁。在这次比武中，全国民

兵代表只有 7 名，而吕家祖孙就占了 3

席，足见他们技艺之高。从比武场上荣

归故里的祖孙三人，继续忠实履行着保

卫祖国海疆的使命。如今，吕永顺的儿

子也已成为一名军人，祖孙三代守护的

海防事业传到了第 4 代人。该片在时空

层面，实现了吕永顺从黑白影像中青涩

稚嫩的少年，到当下彩色影像中精神矍

铄的老人的形象跨越，书写了一段忠诚

与奉献的动人故事。第 5 集《实训强军》

通过展现陆军朱日和训练基地“蓝军旅”

如何帮助“红军”部队提升战斗力、海军

舰艇学院如何在危急环境中锤炼学员处

置舰艇险情能力、空军“杜凤瑞大队”成

员如何成功驱离外军飞机化解安全威

胁、火箭军某部官兵如何在夜间实战化

野外对抗演练中克服“入夜综合征”等各

军种部队的火热练兵场景，生动呈现出

新时代人民军队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

时，展现出的观念更新、训练创新、战法

革新等一系列变化。

纪录片《大练兵》以历史线为轴，以

典型事件和人物为支点，讲述了人民解

放军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带兵、练兵、用

兵的典型故事，以小见大反映出人民军

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的艰难探索与

不懈奋斗。

练兵画卷 英雄赞歌
■周晓锋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教

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中央军委

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军事节目中心联合推出的第 24 个

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国防公开

课》，于 9 月 21 日晚在国防军事频道播

出。节目以“依法开展国防教育，提升

全民国防素养”为主题，通过国防故事

讲述、国防知识普及、国防技能传授，增

强全民国防意识，并充分展现新中国成

立 75 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唱响

爱国主义主旋律。

节目内容设计上新颖独到，将授课

场景延伸至祖国各地，把镜头对准历史

展馆、座座军营、广袤乡村，结合问答采

访、现地体验等多种互动教育形式，辅

以音乐、情景剧等艺术手段，使广大观

众特别是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提

升国防素养。在故事表达上，节目采取

引用珍贵影像史料、访谈专家学者、邀

请基层官兵讲述等形式，生动立体地呈

现国防之重，涵养着“爱我国防”的朴素

情感和行动自觉。

以史观今，厚植家国情怀。从战国

时期，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到抗美援朝战场，

杨根思呐喊“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

胜不了的敌人”，节目开篇以历史情景

演绎，展现了古往今来关于家国大义的

感人故事，传递出“家国一体”这一中华

民族赓续千年的文化情怀。在位于上

海的国歌展示馆，国防大学教授欧阳维

讲述了国歌诞生的历程。“我们要组成

自己的力量，筑成保卫中华民族家园的

万里长城”，在历史情景演绎中，田汉同

夏衍创作电影《风云儿女》剧本，探讨如

何赋予长城新的内涵，激动地写就诗歌

《万里长城》。后来，聂耳将其谱曲成电

影主题曲，并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激昂的战歌终成胜利的凯歌。开国大

典上，这首歌在天安门广场响起，田汉

之子作为受阅部队的一员，接受了检

阅。国歌承载着革命记忆和民族精神，

每一次唱响都能激起中华儿女强烈的

家国情怀，筑起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

神长城。“南京路上好八连”官兵牢记

“ 两 个 务 必 ”，被 誉 为“ 霓 虹 灯 下 的 哨

兵”。“南京路上好八连”第 7 任指导员

戴大喜回忆，数十年前部队野营拉练，

在一个村庄仅驻扎 3 天，便为村民凿井

取 水 、解 决 难 题 ，留 下“ 爱 民 井 ”的 故

事。如今，“南京路上好八连”职责任务

由“霓虹哨兵”向“特战尖兵”拓展，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始终未

变，始终把“保卫人民”作为练兵备战的

不竭动力。

以法为教，强固安全防线。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

9 月 21 日起施行，节目邀请相关专家

围绕国防教育重点人群、国防教育的

内涵定位、完善学校国防教育等方面，

对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进行解读。以

法为基，循法而行，节目展现了多部门

依法开展国防教育的丰硕成果，以及

青年一代热爱国防、投身国防、保卫国

防的使命担当。军民情深，跨越山海，

海军潜艇学院师生走进四川小凉山，

与峨边彝族自治县金岩乡中心小学开

展援建帮扶助学兴教活动，在孩子们

心里种下一颗国防的种子。彝族小学

生底文芳在海军军营开放日活动时，

登上军舰、眺望大海，激动地说：“在祖

国的海岸线上有那么多人守卫，才有

我们和平安宁的生活。”凌云壮志，代

有传承，一群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的

学生首飞成功。学生王宣登在空中俯

瞰祖国壮美山河时惊叹：“我心里油然

而生保护它的愿望。”缅怀英烈，身体

力行，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师

生，对无名烈士墓地进行考古鉴定，为

烈士复原数字形象。学生蒋紫溪发现

嵌在烈士骸骨中的多枚子弹，感动地

说：“我正从一个科研工作者变为一个

传承者，我们要让英雄的相貌被更多

人看见。”伴随着国防教育的法律保障

不断完善，正汇聚起更多人为国防事

业添砖加瓦的热情和力量。

大国重器彰显国之底气，节目展现

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创新成果。演

训场上铁流滚滚、硝烟四起，陆军某部

官兵驾驶新型坦克，与“敌”战斗，展现

了“陆战之王”信息化能力强、防护能力

强、火力系统强等多项优势。新一代空

中加油机伸出加油管，在高空气流中找

到与战机的平衡完成加油，成为远程机

动的“倍增器”。福建舰赴相关海域进

行航行试验，挺进深蓝。来自各军兵种

的官兵响彻云霄的铿锵誓言，使观众深

切感受到新时代官兵奋斗强军的共同

心声。

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

障。今年是《国防公开课》播出的第 3

年，节目针对全民国防观念新变化、全

民国防教育领域的新规范新要求，不断

拓展国防教育内涵和表现形式，是对新

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实践的有益探索。

共
筑
国
防

有
你
有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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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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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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