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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插曲《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
成永恒的旋律

1956年，电影《上甘岭》公
映后，插曲《我的祖国》成为令
人难以忘怀的经典歌曲。在缺
粮、少药、断水的坑道里，年轻
的女卫生员王兰深情地为志愿
军的伤病员们唱起了这首歌。
战争的残酷与音乐的美好形成
了强烈的“对位”，产生了巨大
的戏剧张力，将全剧推向了一
个高潮，也对该歌曲之前紧绷
的战斗情节起到了缓冲和调色
的作用。歌曲《我的祖国》乘着
电影《上甘岭》的翅膀，飞入了
共和国的寻常百姓家，成为一
首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

该片导演沙蒙首次找到作
曲家刘炽时，便对电影《上甘
岭》的插曲提出了一个“小小的
要求”——“过了若干年，也许
电影早已被人遗忘，但这首电
影插曲却能牢牢地永驻人们的
心头”。事实证明，沙蒙的这个
目标显然已经超额实现。一般
来说，电影音乐有三种境界：一
是音乐镶嵌于电影之中，成为电
影这门综合艺术的一部分；二是
音乐贯穿于电影的故事之中，有
力地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三
是音乐能够脱离电影母体，可以
作为一门部“纯音乐”作品而独
立存在。很显然，作为一首电影
插曲，《我的祖国》已然进入电影
音乐的第三种境界，也是电影音
乐的最高境界。

不论是作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歌
曲”，还是作为 20 世纪中国音
乐史、20世纪中国电影音乐史
的一个历史坐标，歌曲《我的祖
国》都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
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
了一个时代的音调，代表了一
个时代的心声，与《歌唱祖国》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为
祖国献石油》等歌曲一道，成为

“时代的代言”。
刘炽没有辜负沙蒙的希

望，《我的祖国》这“一条大河”
穿越了时空，成了永恒的旋
律。 （项筱刚）

近年来，抗美援朝一直是十分热门的影视题
材。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带动之下，中国电影创作
中出现了一大批这个题材的影视作品，其中包括
《金刚川》《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志
愿军：雄兵出击》《志愿军：存亡之战》等。这些作品
大多属于“重工业电影”，不但投资巨大，而且由国
内著名导演执导，由大批明星出演。在上映之后，
这些电影往往备受关注，也获得了比较好的社会反

响。
相较于其他抗美援朝题材的文艺作品，此次播

出的《上甘岭》另开新局。由于是电视剧的缘故，
《上甘岭》在篇幅上比同题材电影要长很多，这使得
故事的展开更为从容舒展。《上甘岭》讲述了上甘岭
战役的全过程，详细地铺陈了整个历史事件的来龙
去脉，并与1956年的那部经典电影《上甘岭》构成
了遥远的互文对话关系。

电视剧《上甘岭》：

与老电影“互文对话”
■ 汪荣

链接

《上甘岭》是历史正剧而不是传奇剧或戏说剧，
因此这部剧集的创作有着非常严肃的历史考证和
历史还原。真实，是这部电视剧最大的风格和特
色。而这种“真实”的质感是通过“故事的真实”和

“影像的真实”两个方面体现的。
故事的真实，来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

作理念。为此，主创团队深入挖掘历史文献材料，
采访军事专家和烈士后代，还聘任了军事顾问和文
学顾问，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为电视剧奠定了良好
的剧作基础。于是，上甘岭战役涉及的历史人物，
剧集里都予以了细腻的刻画，力求真实地再现。而
更为复杂的战役过程，包括军事策略、战事布局、战
术特点等，也在电视剧中进行了完整的还原。

影像的真实则更为直接。作为一部战争题材
的剧集，真实再现战争的细节和氛围是最重要的工
作。在视觉呈现方面，《上甘岭》无疑十分出色。无
论是服装化妆道具这些细节，还是山地战场的环境
和恶劣的天气，该剧都进行了完整的呈现。而在

最为直接的战争场面中，无论是枪林弹
雨的战争氛围还是惨烈的贴

身肉搏，都让

观众身临其境，沉浸式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氛围，
重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历史现场。

还原历史真实看似简单，其实有着对电视剧制
作水平的最高要求。《上甘岭》虽然是电视剧，但是
在影像呈现上却有着很强的“电影感”，体现了主创
人员对“工业美学”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该剧的
导演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刘伟强。作为“北上”多年
的导演，他此前已经参与过多部主旋律作品的创
作，他将香港地区成熟的电影工业经验带到了主旋
律作品中，创作了《建军大业》《中国机长》《中国医
生》等大片。他的加盟无疑保证了《上甘岭》的制作
品质。

总之，恰如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那些希
望自己的国家有所作为的人必须告诉人们，应该以
什么而自豪，为什么而耻辱。他们必须讲述富有启
迪性的故事，叙说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事件和英雄
人物。”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每个观众都需要知道今
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国家的和平稳定乃是由无数英
雄先烈用鲜血铸就而成。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创
作，电视剧《上甘岭》讲述的正是新中国的战争历史
和英雄人物。而铭记这段历史和这些英雄，则是我
们建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方式。

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中，英雄是最为核
心和关键的要素。有了光明俊伟的人物，整个作品
才有了灵魂。但是，如何塑造英雄形象且具有新
意，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电视剧《上甘岭》中，
主创结合了主要人物的塑造和英雄群像的描绘，从
而完成了“个”与“群”的双重凸显。

志愿军第十五军参谋段显峰的成长故事是这
部剧集的主要线索。段显峰主动请缨去朝鲜战场，
成为第十五军的作战参谋，后来被军长秦基伟派往
八连当副连长。他从一个强于理论的参谋，逐渐成
长为合格的指挥员。在战火的淬炼和火热的生活
中，他完成了主体的蜕变。这是一个充满个性也充
满人性的角色，青年的成长凸显了战争与人的关
系，也凸显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人物弧光。

同时，该剧的群像塑造也非常出彩。作为一部

战争大戏，该剧有名有姓的人物数量就超过了160
位。上至国家领导、军队干部，下至普通战士，该剧
创造了复杂的人物光谱和丰富的人物画廊。在剧
中，有黄继光、邱少云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和他们的
英雄事迹。层次分明的群像塑造起到了在多条副
线拓展故事的作用，强化了《上甘岭》作为史诗的叙
事面向。

英雄的塑造往往最能够体现作品的价值观和
精神导向。在各种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中，《上甘
岭》体现了战士们的家国情怀和崇高信念，而这种
深厚的情感力量也激励着后辈。主旋律影视的重
要作用是进行“认同传播”，在故事的讲述中完成对
共同体的想象，强化人们对国家的身份认同。《上甘
岭》回顾战争时代的记忆，强化英雄的榜样价值，无
疑具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

1952年10月14日，
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日
子。这一天，中国人民志
愿军与“联合国军”在上
甘岭及其附近地区展开
了上甘岭战役。72年后
的同一天，一部叙述当年
那场战役的电视剧在央
视一套黄金档首播，这就
是《上甘岭》。这部电视
剧由中国香港导演刘伟
强执导，黄轩、王雷等领
衔主演。通过充满电影
质感的鲜活影像，该剧再
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战
争岁月，也讴歌了那群为
新中国的和平而战斗的
英雄。

剧版《上甘岭》另开新局

英雄形象的重新塑造

历史再现的真实质感

电视剧《上甘岭》
中的人物像。

⬅ 电视剧《上甘岭》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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