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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纪录片《血战湘江》在央视

《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分为《冲破

封锁》《生死抢渡》《铁骨忠魂》3 集，倾

情讲述 90 多年前湘江战役那段“英雄

血染湘江渡”的悲壮历史，带领观众缅

怀红军烈士，弘扬红军官兵以血肉之躯

铸就的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

的精神。

该片注重从老百姓视角来展现战

斗的激烈、红军官兵的忠诚。在《生死

抢渡》中，连夜急行军的红军官兵抵达

一个集合点后，还没来得及休整，就迎

来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在战斗中，红

军官兵付出巨大牺牲，却不拿老百姓

分毫物品。村民深切地感受到“这是

自己的队伍”，于是自发援助红军，帮

他们带路、烧水给他们喝。一场激战

后，村民蒋忠太在上山砍柴路上发现 7

名红军战士的遗体，“看着这些和自家

儿子一般大小的孩子”，他悲愤不已，

冒着被杀的风险掩埋了他们的遗体。

不久，他的行为被敌人发现，他被捕入

狱。在狱中，他身患重疾。临终前，他

叮嘱家人要世代守护好烈士英魂。如

今，烈士墓地被修整得庄严肃穆，蒋忠

太之孙、年逾八旬的蒋石林悉心守护

着这几座红军墓。鲜血染山岭，青山

埋忠骨，观众从这份跨越时空的厚重

情感中感受着英勇无畏与使命传承。

村民刘发育曾目睹当年战场上的壮烈

一幕：一名红军战士至死都保持着射

击的姿态。讲述起红军官兵视死如归

的战斗事迹，这位老人眼含热泪。用

独特视角展现红军精神的同时，该片

也将这些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红军

故事以影像形式进行了搜集、梳理，对

湘江战役史料进行了充实和探索。

该片穿插呈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感

人故事，使红军精神焕发出新的时代光

彩。在《冲破封锁》中，红军官兵选定一

个渡口作为渡江点后，当地老百姓不顾

深秋寒凉，悄悄卸下自家门板帮助红军

搭建渡江浮桥。为了在离开时将门板准

确归还各家，红军官兵在门板上一一编

号。一幅民拥军、军爱民的画卷，跃然于

荧屏之上。但由于战事紧急，红军官兵

行动匆忙，有的门板安装错位。后来，人

们根据回忆，将门板进行错位复原并长

期展陈。其中所蕴藏的红军官兵的爱

民之情、老百姓对红军的尊崇与怀念，

历经岁月洗礼愈加动人。在《生死抢

渡》中，一场激战后，村民李清鸾的曾祖

父救了一名受伤的红军战士。身体刚

刚康复的战士，急着要去追赶部队。他

担心随身携带的一面红旗受到损坏，便

将其托付给李清鸾的曾祖父保管，说等

战斗胜利后再来取。后来，李清鸾一家

制作了一个小木箱，将其悉心珍藏。40

多年后，李清鸾将这面红旗上交国家，

并复制了一面继续珍藏在小木箱里。

那位红军战士是否找到了部队、后来又

有什么样的经历，为我们留下诸多猜想

与牵挂。这个动人故事与李清鸾一家

为红军战士守护的这份信仰交相辉映，

意蕴深邃。在《铁骨忠魂》中，因部队要

赶时间，老百姓冒着被杀的危险，将受

伤的红军战士、俸顺喜的父亲俸旺桂藏

起来医治。在村民的掩护照料下，俸旺

桂伤势逐渐好转。但因战局复杂，他没

能找到部队，在村民的关怀下留在了村

里。后来的几十年里，俸旺桂常到战斗

过的江边悼念牺牲的战友，路过的村民

也常驻足陪伴在他身旁，并向烈士默

哀。关爱这位红军战士及其家人，成了

一 代 代 村 民 告 慰 红 军 英 烈 的 特 有 方

式。湘江之畔，一曲曲军民鱼水情的赞

歌历久弥珍、动人心弦。

该片整合文献资料、口述历史等素

材，展现后人对红军烈士的缅怀和对湘

江战役精神的纪念。在《铁骨忠魂》中，

被称为“铁流后卫”的红 5 军团大部分

官兵来自闽西。地处闽西的一个村庄，

当年全村 300 多户人家，加入红军队伍

的有 100 多人。黄尚贵 1934 年从军后

便与家人失去联络，1982 年被追认为

烈士。朱功霖的爷爷朱荣在 1931 年参

加红军，家人只知道他曾在红 34 师任

排长。该村留下姓名的烈士有 40 多

人，更多人没有留下名字，也无后代。

该村一位白发苍苍的红军烈士后人说，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追寻。幸存下来

的 红 34 师 干 部 韩 伟 是 湖 北 人 。 1992

年，他在北京弥留之际留下遗愿，将他

的骨灰送到闽西。他曾说：“我把他们

带出来，却没能把他们带回去，就把我

的骨灰送回闽西，告慰烈士家乡的父老

乡亲。”父亲魂归闽西，韩伟的儿子韩京

京也牵挂着出生于这片热土的红军英

烈。他和很多红军后人沿着红军的战

斗路线，探寻红军足迹。在广西桂林灌

阳县烈士陵园，矗立着一块没有名字的

墓碑。因种种原因，很多烈士的姓名无

法考证，韩京京等红军后人就在墓碑的

基座上刻下这样一句话：“你们的姓名

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酒海

井、甑子岩、耳目洞、水流坪，这一个个

曾鲜为人知的地方，伴随红军烈士遗骸

被挖掘打捞，而牵动国人的心。酒海井

位于灌阳县，湘江战役时，上百位红军

重 伤 员 被 敌 人 投 入 井 中 ，壮 烈 牺 牲 。

2017 年，灌阳县启动酒海井红军烈士

遗骸打捞工作，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鉴

定。从事近 20 年遗骸研究工作的李法

军被深深震撼。他说，这些红军战士平

均年龄不足 20岁，崇高的信念让他们在

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时，坚持战斗到生

命的最后一刻。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府再次对一些村庄进行遗骸挖掘，

曾被敌人扔弃在甑子岩洞中的烈士遗

骸重见天日，诉说着“寸土千滴红军血，

一步一尊英雄躯”的壮烈。追寻英雄足

迹，传承英雄情怀，该片将故事与情感

巧妙融合，触动人心。

红军渡过湘江后，人数锐减。在

《生死抢渡》中，敌机不断轰炸、扫射，

红军官兵在渡江过程中牺牲巨大。此

后，湘江沿岸有了这样的民谣：“英雄

血染湘江渡……三年不饮湘江水，十

年不食湘江鱼。”

英雄血染湘江渡
■王明哲 李 韬

由 央 视 纪 录 频 道 推 出 的 纪 录 片

《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以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走 过 的 非 凡 历 程 为

主线，展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艰苦奋

斗 、改 革 开 放 时 期 的 锐 意 进 取 、迈 步

走 向 新 时 代 的 昂 扬 风 貌 ，以 回 望 来

路 、展 望 未 来 。 片 中 选 取 的 75 位 人

物 ，来 自 军 事 、科 技 、医 疗 、农 业 、文

化 、教 育 等 关 乎 国 计 民 生 的 重 要 领

域 。 该 片 通 过 奋 斗 者 的 形 象 展 现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社 会 发 生 的 变 迁 。 该

片用以小见大的刻画手法，生动讲述

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者们投

身于时代浪潮参与国家建设，见证新

中国成长的动人故事。

书写强军兴军篇章。该片以较大

篇幅，讲述了人民军队不同时期、不同

军兵种奋斗者代表的感人故事，展示

强军征程上的重要成就，展现中国军

队形象与军人风采。“八六海战”中，被

誉为“钢铁战士”的麦贤得在头部重伤

情况下，凭借强大的意志力与过硬的

专业素养成功排除故障，使护卫艇恢

复 动 力 ，并 忍 着 剧 痛 坚 持 战 斗 。 2017

年，他被授予“八一勋章”。英雄事迹

令人景仰，正如他所说：“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革命的硬骨头精神永不变。”

钱七虎是我国防护工程专家和现代防

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数十年来，他

指导构建的一系列防护工程，成为国

防安全的重要防线。走向深蓝是新时

代人民海军的鲜明特征。片中，海军

“微山湖舰”的主机技师符广海入伍 30

多年来，一直守护战舰。在执行撤侨

任务中，符广海带领轮机舱的官兵全

力保障战舰以最大航速前进，为完成

任务作出贡献。片中还介绍了一群优

秀空军飞行员，包括熟练掌握多种战

斗机型飞行技术、矢志践行奋斗强军

使命的战斗机飞行员高中强，苦练精

飞、在重大任务中表现出色的飞行员

穆特发·艾利等。他们的爱国情怀与

战斗精神，深沉而动人。

彰显爱国主义精神。该片向观众

展现了各行各业先进人物用行动践行

爱国主义精神的感人故事。镜头里的

袁隆平，对祖国和人民始终怀有深厚

的感情。正如他所说：“科学研究是没

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不

爱国，就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词曲作者，

原名曹峙，后改名为曹火星。曹火星

将自己的满腔报国志融入歌曲中，一

生 创 作 出 多 首 脍 炙 人 口 的 歌 曲 。 他

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

创作，而歌唱。”片中展现了医学家林

巧稚致力于治病救人的一生。新中国

成立后，林巧稚亲自选址并设计布局

了北京市第一所大型妇产医院，她说：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存在的场所便是

病房，存在的价值就是救治病人。”工

作 期 间 ，林 巧 稚 先 后 接 生 5 万 多 名 婴

儿 ，被 人 们 亲 切 地 称 为“ 万 婴 之 母 ”。

即便病重，她也不愿放弃工作，在轮椅

上、病床上，呕心沥血编撰完成 50 万字

的医学专著。义演筹资为祖国捐献战

斗机的常香玉、一心归国的科学家钱

学森、带病工作的“中国天眼”总工程

师南仁东等，还有梁军、孟泰、张秉贵、

邢燕子、杰桑·索南达杰等默默耕耘的

劳动者，这些奋斗者将自身命运与祖

国前途紧紧相连，共同书写家国情怀

与使命担当的华章。

于细微之处见力量。该片深入人

物生活，从细节出发对每一名奋斗者

进行深度展现，通过还原其社会背景、

家庭背景、个人情况等面貌，讲述他们

的奋斗故事。片中，1962 年，北京大学

历史系考古专业四年级学生樊锦诗主

动要求去敦煌实习，西北的漫天黄沙

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衬托出她勇于挑

战的决心。再如，医学家顾方舟为了

测试疫苗在儿童身上的有效性，瞒着

妻子偷偷给不满 1 岁的孩子使用疫苗，

直到 1 个月后孩子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他才放下心来。这段真实故事将他作

为疫苗研究科学家的职责和身为父亲

的舐犊之情有机融合，打动人心。这

些丰富的细节，让该片拉近了观众与

人物间的距离。

此 外 ，片 中 还 介 绍 了 在 新 中 国 奋

进历程中作出贡献的外国友人，以外

域视角呈现外国友人与新中国共同成

长的和美画卷。如教育家、人类学家

伊莎白·柯鲁克，曾因对我国教育事业

与对外交流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而被

授予“友谊勋章”。新中国成立后，她

在 北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坚 守 一 线 教 学 岗

位 ，与 众 多 专 家 共 同 完 成 了《汉 英 词

典》的编纂工作。退休后，她从人类学

研究角度出发，以走访方式忠实记录

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进程。厦门大学

外 籍 教 授 潘 维 廉 在 中 国 生 活 30 多

年。从教之余，他游历中国多地，把对

中国的真情写成一本本著作。至今，

潘维廉已出版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书籍

30 多本。

纪 录 片《新 中 国 —— 平 凡 而 闪 光

的足迹》中的每一个人物既是新中国

的奋斗者，又是新中国奋进历程的见

证者，该片塑造出了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 兴 历 史 进 程 中 奋 斗 者 的 群 像 。 他

们的家国情怀、奋斗精神汇聚成国家

力 量 、民 族 希 望 ，激 励 着 人 们 不 断 前

行 。 他 们 的 故 事 ，如 同 璀 璨 星 辰 ，照

亮了国家发展的道路，温暖了亿万人

民的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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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

地打”“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还得

靠我们步兵”……观众耳熟能详的这些

台词，出自电影《南征北战》。作为新中

国成立后拍摄较早的军事题材影片，这

部电影在原型选取、主题烘托、脚本改

编、人物情节、场景拍摄上都别具匠心，

成为银幕经典。

1947 年冬，国民党军队遭到我军重

创后，集结大量兵力对华东解放区发动

进攻。面对敌强我弱态势，陈毅、粟裕指

挥部队进行战略转移，在运动中大量歼

灭敌人有生力量，稳定了山东解放区大

局。电影《南征北战》取材于莱芜战役，

是对毛泽东运动战战略思想的生动阐

释。“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时，如果我

们不暂时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后退，那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片尾，

我军师长发自肺腑的感慨，揭示出“集中

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制胜法则。

声南击北、以退为进，全片以我军

某 师 1 营 执 行 3 次 特 殊 任 务 为 叙 事 主

线。片中运用以点带面的表现手法，透

过 1 营诱敌深入、南北转战的历程，折射

出战役全局。剧情按战斗进程主要分为

三个阶段：一是在大沙河摆出决战态势，

以阻击南部敌军，为大部队在北部凤凰

山包围敌人争取时间；二是在凤凰山总

攻前，转移到摩天岭拦截敌增援部队；三

是追击逃跑的敌军，占领车站，关上敌军

逃跑的大门，协助大部队完成反攻。

该片是基于史实的二度创作。创作

者们曾专程拜访粟裕请教相关历史细

节，了解到当时粟裕指挥部队进行山地

运动歼灭战，敌救援部队急着同大部队

会合，在我军阻击下硬是无法前进的故

事。这一细节给予了创作者们极大启

发，他们将其改编创作，成为片中敌我双

方抢占摩天岭时，敌方两名指挥员相互

扯着嗓门呼喊“赶快向我靠拢”等场景，

是对“拦头断尾、两翼夹击，迅速将敌歼

灭于运动中”的军事指挥艺术的具象化

呈现，为相关史实注入了艺术活力。

影片塑造了我军 10 多位指战员的

形象。他们的故事比重相当，如何避免

人 物 单 薄 化 是 剧 本 创 作 面 临 的 挑 战 。

剧本创作之初，陈毅便邀约创作者们座

谈、交换意见，指出“要表现真实作战中

的矛盾”。于是，片中人物形象多样，指

挥有方的师长、睿智果敢的高营长、善

战但不善于领会上级意图的张连长、情

绪转变的战士刘永贵等，构筑起我军指

战员的群像。

该片拍摄手法不拘一格。气势恢宏

的战斗场面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观影体

验。当时，拍摄技术条件有限，故事内容

又较为庞大，创作者们对拍摄手法进行

了创新探索，运用蒙太奇手法展现敌我

双方对阵，使用分切手法展现战斗的激

烈。如我军官兵与敌军从大山两侧同时

抢占摩天岭主峰时的战斗，就拍摄得非

常紧张精彩。

电影《南征北战》已公映70余载，一直

深受观众青睐。该片对作战理论的深刻诠

释，使其焕发着经久不息的艺术生命力。

银幕再现经典战例
■鲁泰来 王成业

扫码观看纪录片《血战湘江》宣传片

扫码观看电影《南征北战》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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