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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是你无声的信念；忠

心赤胆，是你高贵的品格。”近期在央视

电视剧频道、四川卫视播出的电视剧《我

叫张思德》，生动呈现了张思德的成长轨

迹，立体展现了一位战士如何用一生来

锤炼革命信仰、践行“为人民服务”初心

的故事。

从 人 民 中 走 来 ，始 终 扎 根 于 人

民。该剧将张思德置于其所处的现实

土 壤 中 ，展 现 其 通 过 一 件 件 小 事 如 何

摸 索 前 进 、坚 定 信 念 的 成 长 历 程 。 参

军前的张思德，面对匪首时不敢开枪，

被 赶 到 的 红 军 救 下 。 入 伍 后 ，在 团 长

陈 宝 明 的 耐 心 开 导 下 ，张 思 德 破 除 了

心结，枪法日渐精进。烈日下，陈宝明

和 战 士 们 一 起 帮 着 老 百 姓 收 割 稻 子 ，

大家都挥汗如雨。这个画面如同一粒

种 子 ，将“ 红 军 官 兵 平 等 ”的 理 念 深 深

植 入 张 思 德 的 心 田 。 当 新 兵 们 讨 论

“ 真 正 的 红 军 战 士 是 什 么 样 ”时 ，陈 宝

明的话掷地有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

红 军 ，就 是 时 刻 要 把 老 百 姓 真 正 地 放

在我们心里面。”这句话成为张思德一

生 的 信 条 。 张 思 德 一 心 为 民 的 作 风 ，

从诸多细节中展现出来。他勇闯敌人

盘 踞 的 金 城 寨 、主 动 请 缨 完 成 烧 炭 任

务、伤病未愈便投入作战、长征途中为

试 野 菜 毒 性 险 些 丧 命 。 在 沙 窝 窝 村 ，

面 对 甘 泉 井 堵 塞 ，他 主 动 下 到 幽 深 的

井 底 清 理 淤 泥 ，几 次 差 点 因 缺 氧 窒

息 。 当 清 水 慢 慢 溢 出 井 底 时 ，他 和 战

友 们 已 悄 然 离 去 。 全 民 族 抗 战 爆 发

后 ，张 思 德 已 成 长 为 一 名 优 秀 的 通 信

兵 。 在 一 次 夜 间 巡 查 中 ，他 凭 借 敏 锐

的判断力和丰富的侦察经验识破日军

特 务 ，避 免 了 我 军 重 要 情 报 的 泄 露 。

无 论 是 调 任 师 部 通 信 兵 ，还 是 奔 赴 前

线，每当战友问及近况，他总是平静地

回 应 ：“ 在 哪 都 是 当 红 军 。”这 份 纯 粹 ，

正 是 陈 宝 明 当 年 在 他 心 中 播 下 的 火

种。从光着脚丫在仪陇老家田间奔跑

的少年，到战火中冲锋陷阵的“双枪小

老虎”，再到安塞窑洞前默默烧炭的普

通 士 兵 ，张 思 德 的 每 一 步 成 长 都 扎 根

于这片土地。

该剧还刻画出了 信 仰 坚 定 的 我 军

官 兵 英 雄 群 像 。 如 睿 智 果 决 的 团 长

陈 宝 明 、勇 敢 坚 毅 的 营 长 谭 根 红 ，以

及 点 燃 革 命 星 火 的 列 宁 小 学 校 长 陈

淑 良 等 众 多 人 物 。 他 们 的 革 命 经 历

共 同 书 写 出 革 命 历 史 的 血 性 肌 理 与

时 代 质 感 。 战 士 张 行 发 在 战 斗 中 不

幸 中 弹 失 明 ，部 队 将 他 托 付 给 当 地 老

乡 。 敌 人 搜 查 时 ，为 保 护 藏 匿 他 的 老

乡 不 受 牵 连 ，张 行 发 毅然选择暴露自

己，踉跄着走出门嘶喊：“我是红军，我

在 这 个 地 方 ，有 胆 子 就 上 来 啊 ！”连 中

数 枪 后 ，张 行 发 拉 响 手 榴 弹 与 敌 同 归

于 尽 。 抗 战 时 期 ，身 负 重 伤 的 团 长 廖

文 山 ，在 没 有 麻 药 的 情 况 下 强 忍 剧 痛

截掉一只胳膊。伤愈后，他凭借“还有

一只胳膊可以打枪”的勇气，毅然投身

抗战，最终壮烈牺牲。此外，还有拼死

打开敌城 门 的 侦 察 连 穆 连 长 、过 草 地

时 被 严 寒 冻 僵 而 牺 牲 的 红 军 战 士 、在

反“ 扫 荡 ”中 为 抢 救 伤 员 而 被 日 军 偷

袭 刺 杀 的 陈 淑 良 ……这些身影共同铺

展出一幅用生命织就的英雄群像图。

该 剧 从 家 国 同 构 的 视 角 出 发 ，通

过 个 人 命 运 与 家 国 情 怀 的 交 织 ，展 现

出 感 人 肺 腑 的 母 子 情 、兄 弟 情 、夫 妻

情 、兄 妹 情 。 剧 集 开 篇 ，镜 头 缓 缓 推

进 ，此 时 的 张 思 德 正 担 任 毛 泽 东 同 志

的 警 卫 员 。 他 轻 声 念 着 家 信 ：“ 娘 ，我

是谷娃子。您和妹妹都还好吧？我整

整十年零七个月没回过家了。我在做

着 很 多 很 多 有 意 义 的 事 。 遗 憾 ，不 能

在 您 身 边 尽 孝 道 ……”这 份 情 真 意 切

的家书，语言朴实，字字饱含张思德对

母 亲 的 思 念 与 愧 疚 。 又 如 ，与 张 思 德

情同手足的 3 名仪陇青年的革命生涯，

始终推动着剧情发展。面对双目失明

的 张 行 发 、因 作 战 失 利 而 心 怀 愧 疚 的

牛 娃 子 、腿 负 重 伤 后 留 守 后 方 而 情 绪

低 落 的 黑 老 潘 ，张 思 德 总 是 以 温 情 抚

慰他们，鼓励他们坚守信仰直面困境，

共同建设“光明而温暖的新世界”。从

陈宝明与陈淑良夫妻坚贞不渝的革命

爱 情 ，到 护 士 廖 小 湘 同 哥 哥 廖 文 山 多

年 未 见 、却 因 抢 救 伤 员 错 过 了 见 哥 哥

最 后 一 面 的 机 会 ，这 些 细 腻 的 情 节 无

不令观众动容。

从电影《张思德》聚焦张思德在延

安 的 质 朴 奉 献 ，到《时 代 楷 模》系 列 纪

录 片 里 的 深 情 回 望 ，再 到《军 旅 人 生》

节目中的倾情讲述，张思德“平凡中的

伟大”的英雄形象，在党史长河中焕发

着 蓬 勃 生 机 。《我 叫 张 思 德》填 补 了 张

思 德 题 材 在 电 视 剧 领 域 的 空 白 ，采 用

倒 叙 手 法 ，以 青 春 化 叙 事 助 力 张 思 德

精神在具象化中愈发鲜活。正如剧集

结尾所言：“张思德同志作为一名平凡

的战士，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成为时

代的楷模、战士的荣耀。他把自己化作

种子，埋在了一个炭窑里，升华出一种

伟大的精神——为人民服务！”这颗种

子已经在无数官兵心中生根发芽、茁壮

成长，激励他们以张思德为榜样，扎根

岗位、无私奉献。

上图：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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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伟大士兵的初心故事
■丁松虎 赵春辉

近期，纪录片《解放海南岛》在央视

《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历史为

镜，照见未来”为创作理念，依托珍贵的

历史影像、亲历者口述、先进的影像技

术，生动展现了解放军官兵用木帆船挑

战敌战舰，在琼崖纵队配合下解放海南

岛的壮阔征程。

全片的厚重感，源于对历史真实的

执着追寻。摄制组踏访海南、广东、广西

等地的近百处战场遗址，寻访多位年逾

九旬的老兵，通过三维动画、虚拟现实、

影像修复等技术尽可能还原历史场景。

在《战前筹备》中，三维动画让当年的战

场态势“动”了起来，展现了解放军官兵

划船拉帆、克服晕船、海上练兵等情景。

《木船破敌》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

“登上”颠簸的木帆船，体验海浪的凶险

和敌舰炮火的威胁，重现了解放军官兵

用木帆船劈波斩浪、突破敌防线的震撼

一幕。《绸缪海战》则通过影像技术修复，

提升了老影像里炮火中摇晃的木帆船、

登岛成功时官兵欢呼雀跃的画面质感，

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战场细节。

全片不仅展现宏大历史，而且刻画

出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形象。面对波涛

汹涌的大海，第四野战军这支从白山黑

水一直打到南海的“陆上猛虎”，再次面

临挑战。时任第 40 军第 118 师某营教

导 员 张 仲 先 回 忆 ，战 友 们 在 战 前 筹 备

时 看 着 盘 中 鱼 感 叹 ，“ 鱼 啊 ，现 在 我 吃

你，下一步可能你要吃我了”。张仲先

等 人 积 极 配 合 部 队 搞 动 员 宣 传 ，同 时

请当地船工教会官兵掌舵、拉帆、划船

等 必 备 技 能 ，破 除 了 官 兵 的 担 忧 心

理。时任第 43 军某部机炮连指导员姚

慕涛讲起木船智胜敌舰的往事，脸上洋

溢着自豪：“我们的炮手打了三发，第一

发就打到船帮上了。第三发后，他们就

掉头走了。”这些饱含温度的生命印记，

凝聚成解放军官兵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

一往无前的英雄图谱。

全片巧妙编织了历史与现实的对

话。在《海南新生》中，镜头在曾经硝烟

弥漫的临高角战场与如今高耸的航天发

射塔、深海科考船之间切换；昔日琼崖纵

队隐伏的密林营地，如今已成为孕育良

种的实验室。历史烽烟与时代光芒的交

汇，无声传递着一种精神接力：70 多年

前，先辈们以血肉之躯和简陋木帆船克

敌制胜；如今，后来者正以同样的勇毅姿

态向高新科技进军。

当片中承载着历史硝烟的一艘艘木

帆船的剪影，叠印在如今繁忙的琼州海

峡航线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精神血脉

在岁月长河中的流淌。那钢铁意志与坚

定信念，已成为这片热土走向更好未来

的不竭动力。

左上图：纪录片《解放海南岛》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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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东进序曲》由八一电影制片

厂摄制，于 1962 年公映。该片据顾宝

璋、所云平所著同名话剧改编，以新四

军以少胜多、突破国民党顽固派“围剿”

的关键战役郭村保卫战为原型，讲述在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新四军挺进纵

队在突破封锁、东进抗日途中，攻克被

日寇占据的战略要地桥头镇后，与国民

党苏鲁皖部发生摩擦。随后，挺进纵队

派出政治部主任黄秉光同国民党顽固

派谈判，积极争取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海报整体采用三角形构图，以策马

凝望的黄秉光为视觉中心。他骑在黑

色骏马之上，身形挺拔，构成了画面稳

定、突出的三角形顶点。这孤身一骑，

正是他肩负特殊使命，深入敌营进行谈

判的瞬间写照。黄秉光的历史原型，是

时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

同生。他要在日寇环伺、国民党顽固派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形势下，前往

国民党苏鲁皖指挥部，与国民党顽固派

周旋，并团结国民党中的亲共派、中间

派联合抗日。海报中的黄秉光面色凝

重，眼神坚毅地望向远方。前方是未知

的艰险，但他沉着果敢、正气凛然，有着

必胜的决心。三角形的稳定结构，象征

着黄秉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智慧

与岿然不动的战斗信念。

从 黄 秉 光 身 后 延 伸 开 来 的 ，是 海

报中另一股强大的视觉力量——一道

由持枪战士汇成、同样呈三角形构图

的 人 墙 。 他 们 从 画 面 左 上 角 奔 涌 而

出，汇聚在黄秉光身后，刀刻般粗犷有

力的笔触勾勒出人墙的底部。黄秉光

虽是单枪匹马，但他背后是由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筑就的钢铁长城。联合抗

日是人民的心声，这道人墙不仅有不

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官兵，而且

有为抗战贡献“最后一碗米、最后的亲

骨肉”的普通百姓，以及具有爱国良知

的国民党军官。

海报的视觉语言对比强烈。光线

造成的明暗对比鲜明，黄秉光面部、军

装乃至马首有清晰阴影，烘托出新四军

所处战斗环境的险恶。片名“东进序

曲”以醒目的红色矗立，与作为背景的

黑色骏马形成较强的颜色对比。这也

是影片核心冲突的视觉化表达：红色代

表新四军正义的东进抗日征程，代表新

四军官兵用鲜血书写的胜利曙光；黑色

则象征着国民党顽固派以及日寇、伪军

的黑恶势力，预示着新四军东进道路上

的重重阻碍。海报大面积的留白处理，

意在引导观众想象黄秉光前路未卜的

艰险。

“武戏文唱”是《东进序曲》的创作

特点，影片通过黄秉光的谈判展现新四

军与国民党顽固派、日寇、伪军等多方

的激烈斗争。海报精准地把握住了这

一点，以黄秉光为视角，再现了《东进序

曲》中围绕争夺桥头镇展开的政治谈判

与军事交锋的双重博弈。它将苏北大

地四面受敌的艰难处境、新四军官兵众

志成城的顽强战斗精神以及敢于胜利

的坚定信念，淋漓尽致地绘制了出来。

此幅海报本身就是那波澜壮阔、动人心

弦的东进凯歌的一个震撼音符，吸引观

众去聆听烽火岁月里新四军官兵用信

念与鲜血谱写的恢宏序曲。

左图：电影《东进序曲》海报。

八一电影制片厂提供

勇敢与智慧的交响
■陈东倬

今年 7 月 3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主题

展览和推出优秀文艺作品、文艺活动

有关情况。其中，《亮剑》等多部抗战

题材优秀影视作品重播，引发广泛关

注和热议。

展播作品中，既有近 20 多年来赢

得良好口碑的电视剧《悬崖》《记忆的证

明》《闯关东》《八路军》《彭德怀元帅》

《太行山上》《亮剑》《历史的天空》等，也

有电影《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八女投

江》等红色经典。这些作品从不同维度

聚焦抗日战争，立体呈现了中华儿女浴

血抗战的英勇事迹与舍生忘死的英雄

气概。

这些作品为何能在人们心中留下

长久记忆，值得我们深思。艺术创作扎

根于人民，扎根于生活。抗战题材的影

视剧创作，只有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

实的统一，生动刻画历史细节、塑造人

物形象，方能不负那段艰苦卓绝的岁

月，不负每一双凝视抗战历史的眼眸。

电视剧《八路军》从红军改编为八

路军、奔赴山西为起点，以恢宏笔触铺

陈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壮

阔篇章，展示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

背景下，八路军抗战的历史画卷。剧中

呈现大小战役 20 余场，从平型关大捷

雷霆万钧之气势，到百团大战烽火连天

之悲壮，无不力求真实还原。作品不仅

描绘了炮火轰鸣的宏大场景，而且用镜

头语言诉说战争的惨烈与悲怆。如平

型关战役后那缓慢推进的镜头：从满身

伤痕的战士，逐渐移向满目疮痍的战场

全景。这些镜头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无声陈述着中国人民为了抗战胜利

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呈现出触动人心的

史诗质感。其间也不乏对普通百姓为

抗战挺身而出的描摹。冰雪覆盖的神

头岭，一位放羊老汉赶着羊群意外进入

八路军设的伏击圈。明了战斗形势后，

他不顾潜伏在壕沟里的陈赓劝离，反而

赶着羊群走向日军队伍，被抓后佯装当

起向导，冷静地将日军带入伏击圈。战

斗打响后，放羊老汉抱起一只小羊羔

跑，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倒在血泊之

中。战斗结束后，小羊羔无助地在战场

上徘徊着、找寻着。此种写意式的处

理，以细节填充赋予抗战史温度，是抗

战时期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

生动写照。

纵观这些作品，一个个性格特征鲜

明的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电

视剧《彭德怀元帅》以彭德怀的革命生涯

为轴线，塑造了一位血肉丰满、铁骨铮铮

的元帅形象。创作者紧紧抓住彭德怀那

句掷地有声的自述：“一个人如果只想到

自己，那是最可耻的……”以此作为人物

塑造的“魂”。于是，我们看到了彭德怀

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入党、组织领导平江

起义的勇毅，在井冈山上从大局出发主

动整编红五军的胸襟，在百团大战中运

筹帷幄的谋略，在抗美援朝时临危受命

的担当。这些鲜活片段，让观众真切触

摸到“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句诗背后的胆魄与风范。战功赫赫、

信仰坚定的元帅形象跃然于荧屏之上。

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这一角色深受

观众喜爱。他果敢坚毅、血性十足，但

个性粗犷。这种“不完美”恰恰给观众

一种真实感，让人们感受到他独特的人

格魅力。一次战斗前，当李云龙得知进

攻方是日本精锐部队坂田联队时，他通

过研判战场形势，认为正面突围对我军

更有利，没有听从上级从包围圈薄弱的

俞家岭方向突围的命令，带领部队立即

发起进攻，一举击溃敌方精锐。当他高

举大刀呼喊着“狭路相逢勇者胜”率先

冲锋时，其粗中有细、智勇双全的性格

特征被凸显。得知一营长张大彪被困

在敌人包围圈后，已成功突围的李云龙

当即带队折返，救回负伤战友。他对国

家尽忠、对战友有义、对妻子有爱。李

云龙形象的成功塑造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精神光芒往往在矛盾与冲突中最为

耀眼。这为影视剧人物艺术形象的塑

造提供了借鉴。

抗战题材优秀影视作品之所以能

持续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更深层次在

于其承载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

民族精神。无论是《地道战》中人民群

众因地制宜、以弱胜强的战斗智慧，还

是《闯关东》中朱开山一家在时代洪流

中展现的坚韧乐观、将家国命运系于己

身的朴素情怀，都指向同一个精神内

核：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中华儿女以

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

以灼热的信仰信念、炽烈的家国情怀，

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壮歌。《太行山

上》《平原游击队》中气壮山河的抗战传

奇，或是《悬崖》中我党地下工作者隐秘

而伟大的战斗征程，无不是这种精神在

不同层面的投射。也正因如此，这些抗

战题材影视作品才能穿越光影长河，让

观众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此次跨

越时空的荧幕重逢，是对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这一历史节点的庄严回应，更是对

无数为民族独立甘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的崇高致敬。它们将抗战故事娓娓道

来的同时，也是一场精神激发——穿越

抗战烽火淬炼出的红色基因，在这些优

秀作品的重播中再次激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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