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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形容《志愿军：雄兵出击》是

“从影40年最为艰苦的创作”，可能对于

观众而言，这部影片也是今年国庆档最

难预估的选择。抗美援朝题材是近年影

视剧创作的热点，《跨过鸭绿江》、《能文

能武李延年》、《狙击手》等优秀作品从不

同维度讲述了这场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

雄故事，而陈凯歌联合林超贤、徐克执导

的《长津湖》更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的新

纪录。面对同样的题材，观众的“挑剔

“之处就在于，被誉为“第五代”导演中最

具精英意识和文人情怀的陈凯歌，能否

把主旋律的战争故事讲出新意。

《志愿军》让人印象深刻的观感首先

在于战争视野的宏大。从决策出兵的领

袖到冲锋陷阵的士兵，从冰天雪地的苏

俄到春暖花开的北京，从枪林弹雨的战

场到义正词严的联大会场，故事涉及众

多的场景和人物，恰如影片宣传中所定

性的，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全景式展

现。无疑《长津湖》也有着近似的宏大视

野，但它的叙事偏重于战斗“如何打”，而

《志愿军》着力于表现“为什么打”。它艺

术性地再现了历史决策时刻的两难，朝

鲜内战爆发，归国的军工专家用数据证

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根本不是美军的对

手；但放任不管，国家就无从建设与发

展，如同影片中毛泽东的诘问，“今天扔

到东北的炸弹难道明天就不会扔到北

京？”

电影叙事中的两难之选，几乎是有

艺术追求的影片不可或缺的手法，只有

在这种选择中，才会显露出角色真正的

性格。毛泽东的选择凸现着领袖的性

格，而一个民族的选择则张扬着民族的

性格。《志愿军》中类似的妙笔并不鲜见，

对志愿军司令彭德怀是敌情不明时大军

要不要过江的迟疑，他的选择让我们看

到横刀立马的大将风范；对38军军长梁

兴初是完成穿插任务和减少战士伤亡之

间的犹豫，悍不畏死的铁血虎将也有着

人道的柔软。可以说相较于某些主旋律

影片中扁平化的人物塑造，《志愿军》刻

画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而这些有

性格的人，也打出了有性格的战斗。

回到“为什么打”上，这是所有战斗

发生的前提。陈凯歌花了相当的篇幅在

阐释这个问题，如同电影剧作中最基础

的建置部分要为叙事的推进提供足够动

力，“为什么打”确立起了这场战争情理

上的道德性和法理上的正当性，它让那

些惨烈残酷的战争场景有了内在的意

义，战士们的前赴后继有了正义的道德

内核，那些死亡才成为了牺牲，那种血性

才成为了阳刚。《志愿军》是三部系列片

中的第一部，它在叙事结构上的扎实，不

仅为后续两部影片支撑起了叙事的空

间，也让这部重写“立国之战”的电影一

扫之前某些作品中将战争奇观化、浪漫

化的叙事浮夸，有了崇高与悲壮交织的

大片气韵。

另一层意义的宏大在于影片的历史

视野，它把朝鲜战争置放在二战之后美

苏争霸的国际环境之中，而不只是简单

的两军对垒。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毛泽

东访苏归来的专列行驶在严冬的雪野，

寒冷阴郁的画面暗示着险恶的国际政治

环境，道路前方依稀可见的阑珊灯火，象

征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穿过黑暗才能抵

达光明。有一定历史常识的观众都知道

朝鲜战争爆发的国际政治成因。松骨峰

战斗与伍修权在联合国发言的平行蒙太

奇段落，从情节上是文与武两个战场上

斗争的共时性再现，而在社会文化层面

则是战争观的表达，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而政治的得失也以战场的胜负为依据。

这两场斗争的实质都是改写规则，以“上

下同欲者胜”改写火力强大者胜的战争

规则，以“到县衙门控告县太爷”改写霸

权和强权的规则，而今天“贸易战”“芯片

战”等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实仍在继续，这

样的表达应该能和当下的观众达成广泛

的共鸣。

需要指出的是，在类似的题材的宏

大叙事中，如何讲清楚纷繁复杂的战争，

如何有条理地展示战争中的人物群像，

对导演的叙事功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有论者批评《长津湖》中毛岸英牺牲、杨

根思舍身炸敌、冰雕连等情节，没有被巧

妙地嵌入到叙事链中，与主线分离，导致

影片从结构上“有佳句而无佳章”。《志愿

军》以“秘书/参谋视点”巧妙缝合了叙

事，避免了突兀的跳转，借由毛泽东秘书

叶子龙的视点，观众参与/见证了中央领

导集体决策的过程；通过志愿军司令部

高级参谋李默尹的战场经历，观众也参

与/亲历了影片中的三场战斗。影片中

除开一些抒情性和交代性的镜头，其他

的镜头调度都有着严格的视点依据。依

托于叙事和用镜的技巧，影片让观众有

着强大的“临场感”。历史仿佛客观地呈

现在我们的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

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

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让历史成为了

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

作为战争片中最重要的战争场景，

《志愿军》也表现得可圈可点，在以实景

拍摄和严格的服化道要求保证画面真实

感的基础上，三场战斗表现得各有特

点。入朝首战两水洞战斗是伏击战，师

长邓岳粗犷豪迈，求战心切的志愿军歼

灭懵懂开进的韩军，不明底细的双方混

战有着一股乱劲；三所里战斗是二次战

役能够成功的关键，师长江潮固执多谋，

偷渡大同江和奔袭三所里的战斗突出了

“智”；三连固守松骨峰是阻击战，突出了

基层指战员之间的兄弟之情和袍泽之

义，整场战斗的气氛表现为英勇惨烈，这

场战斗也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而

家喻户晓。

情感的细节和战争的细节一样，是

《志愿军》突出表现的重点。毛泽东与

毛岸英的父子之情、李默尹与李晓之间

的父女牵挂、新兵杨三弟对排长之死的

懊悔愧疚和他在毛岸英身上获得的温

暖与激励等交织构成了这部影片的情

感谱系。这些常人的情感质朴动人，在

与观众共情之外，也因外影片分集的关

系，没有形成叙事的闭合，比如杨三弟

会如何成长为英雄？片尾彩蛋中李晓

与哥哥李想的战场重逢等命运和情感

的悬念，形成了对《志愿军 2》强大的观

影期待。

《志愿军》可以称为是一部故事好

看、艺术精良的战争史诗片。它描写

了这场 70 多年前的战争，更书写了战

争中的国与家。或许陈凯歌所说的艰

苦，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执着之中，也

包含着再次转型的追求和努力。《志愿

军》中看得到他的文化底蕴和导演功

力，却隐去了精英姿态和玄幻表达，但

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性的消失，正如学

者贾磊磊所评价的，“陈凯歌的电影是

关于命运的电影。确切地说，是关于

个人命运的电影，也是关于民族、国

家、文化命运的电影”。这份以战争史

诗写家国命运的匠心，无疑值得我们

的尊重和致敬。

好的战争电影，总能为我们还原真

实的历史背景，在客观辩证的总结战争

制胜机理的同时，带给我们无穷的精神

力量。从这一点来看，电影《志愿军：雄

兵出击》绝对是上乘佳作，它明确地告诉

我们：抗美援朝真的是太艰难了，但历史

证明，这一仗我们打对了！

电影中设计了李默尹这个历史上并

不存在的人物，作为一名军事观察员，他

仿佛是我们的眼睛，带我们走进了那场

残酷的战争。

信念的力量，

创造了战胜的伟大奇迹

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干涉朝鲜

内战，组建海陆空“联合国军”参与作战，

公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对朝鲜发动全

面战争，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

“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试图将战火烧

到新中国的土地上，严重威胁到我国东

北地区人民生命安全。摆在眼前的境况

异常严峻，面对朝鲜的支援请求，如果我

国不出兵，一旦美帝国主义侵占朝鲜，那

么新中国将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然而

1950年的新中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

各行各业技术落后、产能不足，武器装备

和工业发展较比美帝国主义相差甚远。

这种形式之下，对于是否出兵援朝，国内

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这几乎是一场

不可能胜利的战争，我们应该如何抉择？

影片真实再现73年前的国庆日，由

唐国强老师扮演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上意味深长地说：“新中国，一岁了呢。”

他的眼神似乎在说明：为了这一岁，千万

革命将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血

肉之躯换取了山河无恙、家国安稳。那

晚的夜空中无数烟火绽放绚烂的光芒，

广场上汇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民，各行各

业的优秀代表齐聚盛典，他们兴高采烈

地庆祝新中国生日和民族团结，庆祝这

来之不易的和平时光和安定生活。影片

中巧妙地设计了协和医院的医生代表和

主席的一番对话，这段对话为我们揭示

出，正是因为人民对和平的向往之情，因

为人民对新中国的守护之心，让主席更

加坚定了出兵支援朝鲜的决心。

然而面对美军与我军武器装备精确

分析后出现的诸多质疑，由朱亚文饰演

的归国武器专家十分困惑：我们凭什么

能打赢美帝国主义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

队？此时，周总理给出了铿锵有力地回

答：只有赢了，中国人才能生存下去！

影片中多处细节为我们传递着这份

信念的力量，正是因为新中国有了保家

卫国的坚定信念，才有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不畏强敌、不怕牺牲，打破美帝国主义

不可战胜的神话，树立了中华民族走向

胜利的里程碑，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不

可复制的伟大奇迹。

先辈的牺牲，

换取了吾辈的家国安邦

《志愿军：雄兵出击》好看，因为它以

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还原历史。

入朝首战，38军军长梁兴初在第一次熙

川作战时犹豫了，原本说的敌方一个韩

军营，突然变成了一个美军黑人团，他觉

得：“我想尽量减少伤亡，我们牺牲的人

太多了，战士们仗都已经打到看见新中

国了，看见好日子了。”这个桥段的设计

极为贴近真实，摆脱以往战争作品中常

见的“伟光正”，展现出那个特殊时代背

景下部分战士纠结的心态。然而正是因

为他对伤亡的担心，延误了战机，最终放

走了敌人。为此，梁兴初愿承担所有责

任，甚至接受军法处置。彭总司令勃然

大怒，但冷静过后，他语重心长地说：“牺

牲是我们这辈人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

不付，儿子付，孙子付，我们这辈人一身

血两脚泥，还是我们付吧！”这段震撼人

心的话语，洗刷了梁兴初的纠结与不安，

也说出了当时无数志愿军的心声。不久

后，38军奔袭三所里、抢占龙源里、血战

松骨峰，他们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决心，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英勇。他们不负众望

完成了阻击任务，谱写了现代战争史上

的绝色一笔。

影片中浓墨重彩地重现了松骨峰阻

击战，范天恩团英雄 3 连以百人兵力阻

挡美9团上千人的进攻，最终全连111人

只存活 7 人，他们就是魏巍笔下的那些

“最可爱的人”。五次阻击进攻，次次惨

烈悲壮，当三连连长戴如义的那声“三连

的，还有活着的吗？还有能打的吗？”响

彻山谷，当废墟中战士们一只只血肉模

糊的手坚定地举起，和着冰雪泥浆重新

端起枪，义无反顾地冲向敌军......你一定

会在心中大声地呐喊，这就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这就是保家卫国的先辈！他们

希望献出自己的一切，为子孙后代搏出

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用他们这辈人的

牺牲，换取后辈人的和平岁月，国泰民

安。正是有了他们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

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

诚精神，才换来了新中国后几十年的和

平发展。

必要的胜利，

赢得了今天的国际地位

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用军事战和

外交战“多维度交锋”的方式为我们展示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与美国互为主要对手

的一场军事、政治、外交的全面较量，是中

国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

面对交战双方国际地位对比悬殊、综合国

力极不对称的艰难局面，军事战场上的胜

利，似乎成为了谈判桌上的一个必要条

件，也决定着一切较量的成与败。

因为外交需求，毛主席安排伍修权

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赴联合国揭露美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1950

年11月24日纽约时间6时13分，一架载

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

的飞机，在纽约机场着陆了，伍修权则率

领“文装解放军”在联合国的战场上与美

国进行了另一场短兵相接。影片中此处

的一个设计极抓人心，伍修权让翻译唐

笙女士在联合国大会上仔细确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名牌，每一个英文单词都必

须对，新中国有了全新的名字，这个名字

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性的大会上，一定要

对，因为新中国从此不容轻视。然而，美

国拒绝讨论伍修权提出的建议，美代表

奥斯汀不屑一顾，甚至以朝鲜战场上的

局势搪塞和侮辱中国。弱国无外交，这

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令人没有想

到的是，此时另一边浴血战场的志愿军

们取得了松骨峰一战的胜利，这一战打

出了威名，震慑了美军，中国取得了战争

的主动权，也获得了外交谈判的话语权，

成就了中国外交战场上的历史时刻。虽

然此处设计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并没

有无理架空史实。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向

全世界发出的正义之声，展现了新中国

对待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的坚定态度，

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第一次置于安

理会的被告席上。历史证明，抗美援朝

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妄图扼杀中国

崛起的野心，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

站在世界之林的民族自信心，为中国走

向世界舞台奠定了基石。因为我们的顽

强抵抗、奋勇斗争，维护了亚洲乃至世界

的和平，也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

事务中的重要地位，鼓舞了全世界被压

迫的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

放的正义事业。

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告诉我们，

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打对了！这一仗

使中国获得战略利益是巨大的，甚至超

过了原先的预料。纵观历史，抗美援朝

战争胜利后，美国再也不敢轻易在军事

上作侵犯中国的尝试。新中国拥有长期

的和平建设和社会改革环境，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得益于抗美援朝的正确战

略决策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强调：“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

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

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73 年后的今天，中国迎来

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风云变

幻，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国

家安全和人民利益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我们要回顾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和

宝贵经验，深刻挖掘抗美援朝精神的丰

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在新时代汲取战略

决策的精髓和智慧，将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作为矗立在民族复兴航程中的灯塔

与坐标，凝聚全体华夏儿女的力量，为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

大贡献。 （作者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

9月30日，在德国开姆尼茨第

28届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颁奖

典礼上，中国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

的儿童片《小马鞭》获得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国际儿童电影中心给予

的最佳影片奖，该奖属于本届电影

节的大奖。《小马鞭》是一个关于勇

敢、友情、爱与美的故事。即使我

们放眼近十年的中国儿童电影，

《小马鞭》也值得排在优秀作品的

前列。这部影片让观众看到了动

人的形象、真挚的情感、壮美的风

光；更重要的是，作品让我们感受

到美好的心灵，使我们对当代新疆

各民族和谐美好的生活有了近距

离观察和更深刻的理解。

影片中山河壮丽，雪山、牧场、

森林、河流的美景如油画一般，不

动声色地铺陈在我们眼前。“天地

有大美而不言”，对于久居城市来

说，田园牧歌式的美令人赏心悦

目。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么美

的地方一定有美好的故事发生，也

一定会有美好的人存在。故事主

人公昂赛尔是个普通的哈萨克少

年，一名个子不高的小学生，或许

是因为民族天生的禀赋，也可能是

少年对英雄主义的追求，他一心想

成为最好的赛马手。

现实世界没有童话，昂赛尔必

须去学会理解、忍耐和奋斗。父亲

最初不同意他骑马，在与父亲的争

辩中，孩子有机会走进上一辈人沉

重而不乏荣耀的记忆之中。此外，

昂赛尔骑马的机会总是被哥哥抢

去，但是当看到哥哥要去遥远的地

方上中学，他宁愿把自己最心爱的

小马鞭送给哥哥，兄弟情在“摸头

杀”的动作中尽显默契。平时欺负

过昂赛尔的小伙伴海拉提心爱的

马死去，无法再参加比赛，他希望

昂赛尔能为他们共同的荣誉去赛

马。此时，有一个镜头拍得特别唯

美，昂赛尔呆坐在草丛里，夕阳的

光辉像抚摸一样铺满他的全身，黄

昏的色彩非常微妙，但是那一瞬

间，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孩子完成了

一次内心世界的跨越，他开始思考

一些本质的、重要的问题，比如赛

马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不久，当

他得知好朋友小美丽的心事，昂赛

尔彻底决心不再为自己小小的愿

望去战斗。他有了更深的心事，我

们明显感觉到他长大了。在成为

骑手的过程中，这个孩子面对的每

一个问题都不简单。我们看到了

另一种更美的风景，那就是成长的

风景。昂赛尔最初天真的愿望在

他的心里结出了最美好的果实。

孩子终于如愿以偿，但见少年热血

满腔，飞纵山野。一个顽童成长为

英雄，高山与草原记录下他心灵的

征途。

从一个孩子身上，我们看到一

个家庭；从一个家庭，我们看到了

一个民族。哈萨克族生活在高山、

峡谷和草原之间，这些具体环境在

影片里也象征了民族文化的厚重，

我们看到了精神的沉淀。父亲对

孩子的教育包含了这个民族特别

宝贵的精神特质，包括世界观、价

值观和道德观，比如哈萨克族对于

马的感情、对于马的品质解读是精

妙的。这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影片，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都

是真实的，尤其是人与马的互动不

是演出来的。昂赛尔师长们的话

语可能会使久居城市人感到陌生，

但同时也会深深认同，“手心的好

事永远不要让手背知道……骄傲

一来了，良心就没了”“学习重要，

但是勇敢也很重要”……

民族关系的和谐友善也是这

部电影的风景，作品表达了各民族

之间的融洽相处，各美其美。这是

一部有情有义的作品，故事里有兄

弟情、父子情、母子情、师生情等

等，感情表达自然、含蓄、真挚，令

人信服。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影片

还切入了历史维度，汉人张守义和

努尔泰的父辈就是战友，这种友谊

从祖辈延续到今天。更久远一点，

故事还透露了哈萨克族古老的滑

雪运动，阿尔泰地区是世界承认的

人类滑雪运动发源地，这个地方积

淀了数千年历史文化，故事可以一

直讲下去，也许这部电影的续篇可

以叫《小滑雪板》。

众所周知，电影行业里有两类

电影最不好拍，一类是孩子戏，一

类是动物戏，而《小马鞭》偏偏迎难

而上。这证明了天山电影制片厂

在市场改革和艺术创新上迈开了大

步。主创团队由多民族的年轻人

组成，创作态度是认真的。更重要

的是，他们对于天山厂的文化传统

不仅有继承，也有创新。《小马鞭》

就是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讲中国故

事，表现了当代新疆丰富、深沉、和

谐、乐观的精神面貌，现代感十足。

编导用原生态的方式表现了当

代哈萨克人的生活，尊重民族文化、

历史和习俗，并且也没有特别刻意

地把昂赛尔仅仅塑造成一个孩子，

而是很有耐心地呈现他的日常状

态。“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孩子的

语言。货厢中的马像一件礼物被打

开的那一瞬间就是孩子的视角。昂

赛尔吃饭时还拿着心爱的小马鞭，

最喜欢的东西不能离开手就是孩子

的动作。这些细节都特别用心。《小

马鞭》不逊于《小英雄托托》《英俊少

年》《小鞋子》等世界优秀儿童名片，

昂赛尔也很有希望成为中国儿童电

影中的经典形象。

儿童片不仅是“关于儿童”的

电影，其本质是关于人类心灵的作

品，呈现人类的灵性状态和无限可

能的状态。艺术工作者通过作品

探究人类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心

灵的本质。《小马鞭》是一部很美的

电影，让我们的目光不忍离去，她

有童话般的景色、田园牧歌式的故

事、迷人的历史文化，也描绘出了

金子般的心灵。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研究员、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

副会长）

心灵的征途
——儿童电影《小马鞭》观后

《志愿军：雄兵出击》：

以战争史诗写家国命运

《志愿军：雄兵出击》：

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打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