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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四渡赤水》由八一电影制片

厂摄制，于 1983 年公映。影片呈现了

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在毛泽东同志

领导下四渡赤水的光辉历程。该片于

同年被原国家文化部评为“优秀影片

奖 ”二 等 奖 ，次 年 荣 获“金 鸡 奖 ”特 别

奖。这些荣誉彰显了其在电影艺术领

域的卓越成就，及其对红色历史经典

再现的杰出贡献。

《四渡赤水》电影海报以新颖的构

图、鲜明的色彩、深刻的象征意义，吸

引 着 观 众 目 光 。 海 报 整 体 色 调 为 暖

色，仿佛暖阳洒在长征路上，悲壮而热

烈。暖色调的选择，不仅赋予了画面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且营造出历史

厚重感与英雄主义情怀。

海报左半部为近景，硝烟弥漫中，

雕塑质感十足的红军官兵形象跃然于

纸上。团长高翔身姿矫健，持枪冲锋

在前，尽显英勇气势。政委卢青松屹

立 于 阵 中 ，手 持 军 旗 引 领 战 士 们 冲

锋。二人身后，战士葛天明奋力投弹

杀敌。三人冲锋陷阵的群像，生动再

现 了 红 军 官 兵 在 战 斗 中 的 英 勇 与 决

绝，让观者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现

场。在紧张的战斗画面之外，远处隐

约可见运盐工范天亮的形象。红军官

兵第一次抢渡赤水河时，团长高翔救

下被敌军毒打的范天亮，还慷慨地将

仅有的一小袋盐送给他的女儿。范天

亮感念红军的情义，忍着伤痛帮助红

军打开通道。这一情节深刻反映出四

渡赤水期间军民紧密相连的情意。片

中，红军长征沿路都得到老百姓支持，

范天亮便是广大拥护红军的老百姓的

代表。他的形象出现在高大的红军官

兵身后，既展现出红军对老百姓的庇

护，又体现出老百姓是红军的坚实后

盾。这种设计暗示着民心所向是红军

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人民是革命胜

利 不 可 或 缺 的 力 量 源 泉 。 正 如 片 中

毛泽东与战士互换草鞋的情节：毛泽东

看到熟睡中的战士草鞋破损严重，便主

动换下自己的鞋并亲手为战士穿上，这

一 过 程 中 他 因 怕 惊 醒 战 士 而 动 作 轻

柔。这一“换”一“穿”，凸显出毛泽东对

战士细致入微的关怀，生动而真切地呈

现出领袖对人民子弟兵发自肺腑的关

爱，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官兵一致、战友

情深。此外，海报中对人物雕塑质感的

刻画别具匠心。这种表现手法立体地

强化了人物形象，使其成为视觉焦点，

生动传达出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勇

往直前的顽强斗志。

海报的中间部分，政委卢青松手

持呈箭头状的红旗，旗帜顶部直指远

景中大部队前进的方向。这面红旗，

是长征胜利的希望所在。它以一种无

声的语言，诉说着红军官兵在毛泽东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领导

下，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积极

寻找战机，有效歼敌的英勇事迹。红

旗呈三角形箭头状也暗示着红军官兵

进 攻 的 方 向 和 部 队 的 锐 不 可 当 。 同

时，三角形也成为分割画面的对角线，

巧妙构建出稳定的视觉结构。正如红

军官兵在四渡赤水战役中，虽面对重

重艰难，但凭借指挥得当，在复杂战局

中稳步推进，并走向胜利。

海报的右半部是远景的描绘，以

中国传统水墨的绘画风格呈现。“之”

字形的前进道路体现了红军官兵在四

渡赤水过程中的曲折与艰难，同时也

暗 示 作 战 的 灵 活 性 和 战 略 转 移 的 频

繁。点状红旗分布其间，是希望与每

一次胜利的标志，象征红军在党的领

导下紧密团结，凭借顽强意志和智慧，

在艰难险阻中不断寻找生机，最终成

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绘制者将片名“四渡赤水”以毛笔

字书写于海报右侧前景位置，与后景

水墨表达相呼应，水墨晕染出长征的

气势磅礴与征途艰辛，毛笔字则以遒

劲笔触强化历史厚重感，两者结合生

动呈现出四渡赤水的恢宏。从布局上

看，片名也起到了平衡画面的作用，醒

目的毛笔字宛如历史的烙印，让观众

一眼便能感受到影片所承载的伟大革

命历程与卓越的军事战略。

回望电影史，八一电影制片厂于

1961 年推出《突破乌江》，率先以震撼

画面展现长征途中的重要战役。多年

后，《四渡赤水》再度聚焦长征。这两

部电影的海报，在同一创作理念指导

下绘制，展现出八一电影制片厂美术

创作者的独到视角。它们都以宏大叙

事构图，将红军官兵的战斗英姿置于

视觉中心，借光影色彩生动勾勒战斗

场景。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者们借此

让观众从绘画之美中，深刻领悟革命

先辈们奋勇向前、舍生忘死的战斗气

概，激励人们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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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纪录片《三大战役》在央视纪

录频道播出。该片通过《四战四平》《塔

山之战》《经略中原》《决胜淮海》《解放

天津》《北平新生》等 12 个篇章，展现了

三大战役波澜壮阔的战争历程。

在创作结构上，该片从战略、战术、

战斗三层次入手，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以家国命运为己任的气魄担

当。在《血战徐东》中，毛泽东同志伏案工

作，背景是张贴在墙上的作战地图，紧接

着是他笑容满面站立着与他人讨论作战

方案的画面。这组珍贵纪实影像，是

毛泽东当年工作状态的生动缩影。旁白

同步解说毛泽东对当时战局的准确研

判，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家形

象跃然于荧屏之上。片中还多次出现粟

裕、陈毅、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指挥作战的场景，并同步引用电报、手

书等一手史料，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他们

在复杂多变的三大战役战局中，所展现

出的卓越领导指挥才能。如在《经略中

原》中，粟裕在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上反

复斟酌、仔细修改，最终取得中央军委支

持，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其间所展现出

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对

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风范，历经岁

月流转，熠熠生辉。

片中运用大量相关影像史料，来展

现我军官兵高昂的战斗风貌。在《塔山

之战》中，纵队政委莫文骅给部队做战前

动员，官兵簇拥在他周围，或高举拳头，

或高擎钢枪，齐声高喊：“誓与阵地共存

亡！”该集还展现了参加塔山阻击战的各

部队构筑工事的画面。大风呼啸，以塔

山为中心，蔓延东西的防御线上，官兵抡

起铁锹、铁镐挖战壕，仅用三四天时间，

便以简易工具构筑起掩体、交通壕、防坦

克壕等大量工事。在全景画面中，官兵

在“Z”字形交通壕中紧张穿行、认真备

战，架设火炮、装填弹药等动作一气呵

成。这组塔山前线纪实影像，让观众直

观感受到战局的紧张以及我军官兵坚定

果敢的英勇气概。正如莫文骅在回忆这

段历史时所写，官兵一旦明白了自己为

谁当兵、为谁打仗时，他们的力量就会

迸发出来。凭借这股力量，坚守塔山的

指战员顽强阻击，用生命践行了“人在，

阵地在”的铮铮誓言。在《经略中原》

中，身着冬装的我军官兵冒着炮火在狭

窄的战壕中屈身前进，他们爬坡过坎，

连连发起冲锋。济南战役取得胜利后，

群众打着快板、欢呼着欢迎解放军入

城。环境的艰苦、战场的凶险、胜利的

喜悦，牵动着观众的心。该片将相关影

像史料进行创新编排、整合，使老影像焕

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片中呈现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

事，展现了普通战士和人民群众为三大

战役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攻克锦

州》中，原东北野战军战士宋广学身穿笔

挺的旧军装，胸前挂满军功章，动情回忆

了攻城时的情形。他和战友们用大规

模的火炮打开缺口，扛着弹药勇往直前

发起冲锋。镜头切换到宋广学青年时

期的军装照，当年的年轻战士如今已是

满头银发，忆起那向着胜利冲锋的历史

时刻，他眼含热泪。《决胜淮海》呈现了

摄影家王勇多年来跟踪采访淮海战役

支前民工的故事，为观众提供了了解支

前工作的独特视角。刘克忠、李振德、

徐秀民、张保付等一位位耄耋老人，都

曾支援淮海前线。淮海战役前正值秋

收，刚挨过饥荒的一户户农家，没有为

家里做上一顿饱饭，就将粮食交到解放

军手中。刘克忠说：“那时成年都吃不上

好面，口粮先支持前线。”为什么自家吃

不饱饭也要支援前线？对这个问题，大

家有着一致的答案。李振德说：“解放军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农民好得很，群众

都很喜欢他们。”淮海战役期间，粮食、弹

药、柴草、马料、木料等数量巨大的物资

都需要从后方运达前线。王勇在走访过

程中，见到了当年运送物资的主要运输

工具——木质推车。“让牲口拉，牲口都

累得不能走。人也累得腿都肿了，但大

家伙儿都能咬牙坚持。”徐秀民回忆当年

运送物资面对的困难时说。张保付在运

送物资途中遭遇敌机轰炸，他躲在土堆

之间，被炸塌下来的土压住。敌机飞走

后，他站起身拍掉身上的土，推起车继续

快步行进。这些困难都没能阻挡人民群

众支前的脚步。淮海战役创造了以少胜

多的战争奇迹，浩大的支前工作起到了

重要作用。

全片在今昔对照中，延展了历史纵

深面。在《四战四平》中，镜头掠过四平高

空，可以看到四平已发展为一个高楼林

立的现代化城市，纵横交织的柏油马路

上车辆行人川流不息。在远离闹市的一

片苍翠树林环抱下，四平英雄纪念碑威

严矗立，镌刻着无数先烈为了这座城市

的和平安宁而前仆后继的热血记忆。《攻

克锦州》用一组航拍镜头展现了锦州的

地理景观，群山环抱的锦州城祥和宁

静。绿树掩映中，配水池战斗遗址的墙

上弹孔密布，记录着这一战的惨烈，映照

着先辈英勇无畏的战斗风采。在《解放

天津》中，有着百年历史的天津耀华中学

的墙上留着当年那场战役的弹痕。这里

是天津战役中，我军攻克的最后一个据

点。为了保护学校，我军没有使用重武

器。与此同时，工厂、居民区等也没有遭

受破坏。当时的老百姓说，解放军的炮

“有眼睛”。历史与现实辉映，让观众在感

受当下美好生活中触摸到曾经的岁月峥

嵘，激发勇毅奋进的持久动力。

几十年来，以三大战役为背景的优

秀影视作品不断涌现。20 世纪 90 年代

初，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系列电影

《大决战》相继公映，影片以恢宏气势立体

再现了三大战役，成为影响几代人的银

幕经典。2021 年，由央视推出的电视剧

《大决战》受到观众青睐，三大战役的伟大

胜利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纪录片《三大战役》以丰富新颖的

视听手段、多维立体的历史资料，细腻

描摹了三大战役胜利的光辉历程，成为

人们深刻理解三大战役的又一生动载

体。与此同时，如何讲好历史革命故

事、挖掘好珍贵史实中所蕴含的时代价

值，纪录片《三大战役》为革命历史题材

影视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不久前，纪

录片《三大战役》入选 2024 年度优秀国

产纪录片选集。

创新再现战略决战的壮丽史诗
■蔡润晗 李 韬

由央视《国家记忆》栏目推出的纪录

片《老朋友》，聚焦记者斯特朗、军医傅

莱、护士霍尔等多名活跃在中国抗日战

场上的外国友人，讲述了从 20 世纪 30 年

代到 80 年代，在我党的感召下，怀揣国

际主义精神的国际友人投身我国革命、

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以其特有方式支持

中国人民的动人故事。

该片以外国友人的独特视角，向观众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质朴的革命风范。

1938 年，美国记者斯特朗来到八路军总

部。在这里，她感受着八路军官兵的真诚

与淳朴。在交谈中，当斯特朗询问朱德

“八路军为什么能取得平型关大捷”时，朱

德向她耐心阐述了我军游击战法的巧妙

运用。随着对八路军的深入了解，斯特朗

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八路军总部紧邻

前线，却未受到敌军袭击。带着这个疑

问，她走进村民家中一探究竟。村民一句

发自内心的回答揭开了其中缘由：“这里

人人都爱八路军。”人民热爱军队，军队

爱护人民，汇聚成军民一心的无穷力量。

这种真挚情感深深感染了斯特朗。

该片立体呈现了国际友人在我党的

领导下，帮助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作出

的重要贡献。1939 年，奥地利医生傅莱

怀揣对反法西斯斗争的坚定信念，不远万

里奔赴中国。两年里，他辗转多地，四处

打听八路军的消息。后来，在地下党的帮

助下，傅莱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

臻热情接待了这位“洋大夫”。因他为追

求自由解放而选择帮助战火中的中国人

民，聂荣臻将德语“自由”的音译“傅莱”作

为他的中文名字。从此，傅莱与中国革命

紧紧连在一起。彼时，许多伤员由于缺

乏青霉素，导致外伤感染而失去生命。

傅莱决心研制出中国的青霉素，他利用

海外提供的实验器皿与资料进行研制工

作。虽然实验室条件简陋，但傅莱每日

工作超 10 小时，历经 50 多次失败，终于

成功研制出青霉素。一时间，青霉素迅速

成为治疗外伤感染等疾病的关键药物，挽

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有人曾问傅莱：

“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你觉得值吗？”傅莱

的回答朴素而坚定：“我觉得值，因为我做

了为中国人民应该做的事。”

该片围绕不同时期国际友人在中国

的经历，展现了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与

我党结下的深厚情谊。霍尔是一位来自

新西兰的护士，她还有一个中文名字：何

明清。抗战时期，在白求恩的影响下，霍

尔不顾自身安危，投入运送药品的危险

任务中。途中，她把药品藏在饼干下，凭

借智慧和胆识，镇定应对敌军盘查，多次

将药品成功送到八路军手中。后来，霍

尔因时局被迫离开中国，但她对这片土

地一直满怀思念。虽然归途困难重重，

但霍尔多次尝试重返中国。在她心中，

中 国 人 民 是 难 以 割 舍 的 牵 挂 。 直 到

1960 年 国 庆 节 前 ，霍 尔 才 再 次 来 到 中

国 ，并 登 上 天 安 门 观 礼 台 观 看 庆 典 活

动。如今，在霍尔曾救死扶伤的河北省

曲阳县宋家庄村，有一所以她名字命名

的学校：何明清小学。这所学校延续着

她的精神，凝结着她对中国人民的深情。

革命战争年代，他们跨越山海，为了

理想投身中国革命。后来，斯特朗定居

北京，走遍大江南北，以真挚笔触展现中

国建设成就，逝世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

墓；傅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国国

籍，长期致力于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曾

是全国政协委员；霍尔辞世后，遵照她的

遗愿，她的亲友将她的骨灰护送到曲阳

县 ，“ 战 地 天 使 ”永 留 她 魂 牵 梦 萦 的 中

国。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与眷恋，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敬重与怀念，

在历史上书写下闪耀着国际主义精神的

动人篇章。

真挚动人的国际友谊
■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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