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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

发动全面进攻，虽然以历时 8 个月、被歼

灭 70 余万的结果宣告破产，但他们不甘

心失败，转而采用重点进攻的策略，集

结 重 兵 ，对 陕 北 和 山 东 解 放 区 发 起 攻

势 。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在 两 处 战 场 上 均 告

失 败 ，解 放 全 中 国 的 时 间 表 因 此 大 大

提前。

1952 年，当一支穿着国民党军装、携

带美式装备的队伍再次走进山东沂蒙山

区时，当地百姓旧日的怒火被点燃，他们

捡起石头就投向队伍。军事参谋赶紧跑

过来，向父老乡亲们解释说：“我们这是

在拍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

战争史诗片、军事片《南征北战》。

老乡们的怒火平息了下来，国民党

军的扮演者却很难被说服，因为他们其

实 是 刚 刚 从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上 归 来 的 志

愿军将士。让“最可爱的人”去扮演“最

可恨的人”，同志们实在想不通，不免闹

情绪。领兵的营长耐心教育大家，拍电

影、演反派也是光荣的任务，是要揭露

国 民 党 反 动 派 的 罪 行 。 这 才 做 通 了 战

士们的思想工作，他们终于愿意服从导

演 的 指 挥 ，毫 不 含 糊 地 投 入 到 新 任

务中。

另 一 个 与 真 实 历 史 和 电 影 情 节 高

度相似的，是老乡们的深情厚谊。为再

现解放战争中民工踊跃支前的场面，摄

制 组 邀 请 当 地 老 乡 来 做 群 众 演 员 。 由

于老乡们散居在各个村落，成荫导演一

度 担 心 他 们 不 能 按 时 到 达 拍 摄 地 点 。

出人意料的是，老乡们提前赶来了，还

找出那几年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物件，

一起带到了现场。拍摄时正值初夏，当

老乡们听说要拍冬天的戏时，马上帮着

剧 组 把 摄 影 机 取 景 框 内 出 现 的 树 叶 都

捋了个干净。

人民群众对人民电影的支持，一如

他 们 对 人 民 战 争 的 支 持 。 志 愿 军 将 士

对人民电影的贡献，也一如他们在人民

战争中的贡献。他们不懂电影专业，但

他 们 义 无 反 顾 。 这 一 前 所 未 有 的 电 影

创作模式，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波澜壮

阔的战争史诗片《南征北战》。在距今

近 70 年 的 时 光 里 ，《南 征 北 战》受 到 广

大观众的热爱，成为几代人不可磨灭的

共同记忆。

《南征北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创作

过程。1951 年初，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

剧院创作并演出了话剧《战线》，反映解

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上的英勇事迹。在

陈毅同志的指示下，华东军区政治部决

定把《战线》改编成电影，编剧沈默君、顾

宝璋合作完成剧本初稿，反复修改时，原

话剧作者沈西蒙也加入了。负责拍摄的

任务交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是北京

电影制片厂的成荫。事实上，为保证拍

摄质量，这部影片统一调配了各单位和

军队的人力、资源，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汤

晓丹导演火线入组，与成荫兵分两路，分

别拍摄国民党军和解放军的戏份，然后

再“会师”完成全片。

陈毅同志一直关注《南征北战》的创

作，给出创作方向和修改意见，粟裕同志

也亲自参与影片的军事场面拍摄计划。

他们的参与，让《南征北战》拥有了英雄

主义气魄和革命浪漫主义气质。

《南 征 北 战》是 当 之 无 愧 的 艺 术 杰

作，在此之前，中国电影还未有过如此宏

阔、如此精美的战争历史画卷。

在叙事空间结构方面，影片用运动

轴 线 确 立 基 本 关 系 。 解 放 军 从 右 向 左

时，是向北大踏步地后退；从左向右时，

是向南大踏步地前进。进退之间，是胶

着的战斗过程，加入了纵深、高下两个

方向的构图和调度。这让观众对“运动

战”“阻击战”“歼灭战”等军事术语都能

一目了然。片中数次展示作战地图，对

重要战场的位置坐标一再提示，帮助观

众 把 场 景 画 面 和 整 个 战 场 形 势 联 系

起来。

叙 事 时 间 方 面 ，由 解 放 军 的 退 与

进 、静 与 动 、守 与 攻 造 成 了 心 理 节 奏 。

开 场 台 词 交 代 出 战 争 主 题 从 抗 日 向 解

放转变，置景着装呈现故事发生的特定

季 节 。 通 过 战 士 行 军 途 中 的 主 观 运 动

视点，让将军庙、摩天岭等场景先后进

入 观 众 眼 帘 。 战 士 与 家 人 的 短 暂 相 聚

造成惊喜，接踵而至的撤离又带来不舍

不解。这时，我 们 会 理 解 到 ，为 什 么 导

演选择冯喆来出演主角高营长，他身上

文 武 兼 备 的 儒 将 气 质 恰 到 好 处 地 抚 平

了 从 银 幕 上 的 士 兵 到 银 幕 下 的 观 众 都

接近顶点的情绪，也为接下来一连串的

阻击、追歼储备了足够的能量。冯喆和

张 瑞 芳 都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在 上 海 电 影

行业里成长成名的演员，他们很好地把

早 年 左 翼 进 步 电 影 的 传 统 和 经 验 移 植

到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土壤中，并奉献出

新 的 表 演 状 态 。 张 瑞 芳 扮 演 的 民 兵 队

长率领民兵阻止敌军炸坝的一场夜戏，

在 全 是 男 性 角 色 的 主 战 场 之 外 别 开 生

面 ，也 为 她 十 年 后 在 电 影《李 双 双》中

的出色表演奠定了基础。

造型设计基于史实，又有所选择与

创造。凤凰岭阻击战斗，镜头交替表现

敌我两军同时从南北两侧上山，自然日

光 造 成“ 阴 阳 割 昏 晓 ”的 效 果 。 同 时 ，

解放军士兵手握钢枪，枪口时时向前，

国民党军士兵用肩扛的姿势，枪口常常

朝后。战斗尚未打响，胜负已可预判。

显然，主创们不仅仅追求再现历史的表

象 ，而 且 充 满 创 造 性 地 寻 找 艺 术 的 形

式，呈现历史的本质。

今天重看《南征北战》，我们不但不

会感觉沧桑，还会被影片扑面而来的勃

勃 生 气 和 大 家 风 范 的 电 影 语 言 深 深 震

撼。重温红色经典，我们所得到的不仅

仅是一部历史，更应感悟创作者用心绘

就的蓝图。蓝图中有传统文化与电影资

源的积淀，有现实主义与现代美学的探

索，有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气质的交织，

最关键的是对历史内在逻辑的揭示。历

史的力量来自人民，艺术的力量也来自

人民，与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才能

汇聚无坚不摧的磅礴伟力。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

究员）

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片《南征北战》
左 衡

父亲是贫苦农民，兄弟 5 个中他排行

老三。他从小缺衣少食，由于家里穷，爷

爷 奶 奶 只 能 把 最 小 的 儿 子 送 给 别 人 抚

养。为了补贴家用，父亲 12 岁时就给地

主家打短工、放牛。

1938 年，日寇入侵沂蒙山区，21 岁的

父亲被抓去当了苦工，给敌人修筑碉楼

和公路。他一天只允许吃一顿饭，被痛

打和折磨却是家常便饭，一次搬运石块

时由于动作慢了点，便横遭一顿毒打。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趁着敌人不备，侥

幸脱逃。在路上，他亲眼看见日寇杀害

了一名无辜村民，只是因为这位村民不

肯带路。这一幕，深深震撼了他。那时

起，他便暗自下定决心：一定加入党的队

伍 ，与 父 老 乡 亲 们 一 起 赶 走 日 本 侵 略

者。那一年，他找到抗日游击队，加入了

民兵组织。

1944 年的 4 月，父亲终于如愿加入

党组织。那天，入党介绍人对他说：“从

今往后，你是有组织的人了，今后多带

领 群 众 为 队 伍 做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事 儿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也努力了

一辈子。

1945 年 3 月，日寇对沂蒙山区再次

实施“大扫荡”。那时父亲已是一名民

兵排长，他主动请缨，带领周边群众拥

军支前。他一边发动群众，一边收集拥

军给养，然后由我的大伯父负责带队，

送往八路军指定的地点。父亲说：“我

们没黑没白地走村串户凑军粮，嘴说干

了，腿跑累了，但这比起上前线的战士

们都不算啥。”

“最后一匹布做军装，最后一粒米做

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说的是

革命战争年代咱沂蒙山区的老百姓拥军

支前。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沂蒙地区

人口约 420 万人，其中就有 21.4 万人参

军参战，120 万人拥军支前。沂蒙人民

用小推车，将物资源源不断推到前线，

我 的 父 亲 董 长 松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他 曾

带领 40 多个民兵支援兖州战役、济南战

役、淮海战役。

打淮海战役时正值严冬，寒风呼呼

地刮着，敌机不断地狂轰滥炸，民兵们就

推着小推车边躲边走。累了，在路边轮

流打个盹儿。饿了，简单吃点红薯、高粱

面。渴了，砸块河沟的冰块含在嘴里。

鞋子跑掉了，顾不上回头去找，脚磨出了

血泡，也没心思坐下来歇一歇……就这

样，他们辗转数百里，终于把军粮送到了

前线，送到了子弟兵手上。

从小听父亲讲这些往事，我们常常

问他当年怎么发动大家，这么苦这么危

险为啥能坚持下来。父亲说：“共产党的

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咱搞好给养保障，

就是让人民军队多打胜仗，让咱老百姓

赶快过上好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依然履行着为

人民军队多做事情的诺言。对于军属的

事情，他更是时时刻刻挂念着。下雨时，

军属家的房屋漏雨了吗？冬天来了，军

属家的屋子冷不冷？他总是让我带着人

挨家挨户看一看，问一问，想方设法帮助

军属解决困难。

2015 年 9 月 3 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

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经过组织推荐、考

察，父亲有幸参加了盛典。那时他已接

近百岁，看到威武雄壮的人民军队、如山

如海的群众队伍，他不知不觉流下了泪

水。“忘不了，忘不了啊！这是俺一辈子

的荣耀……”如今，一说起阅兵的盛况，

父亲总是重复这些话。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

国上下都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许多人

来家里慰问父亲。父亲年纪大了、口音

也浓重，我们全家人就成了他的翻译。

作为支前民兵的后代，我们愿意将父辈

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更多年轻人了

解那段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口述人为山东临沂市蒙阴县桃墟

镇野老峪村党支部书记董富君，肖家鑫、

傅家德采访整理）

104岁、77年党龄支前民兵董长松的后代讲述——

这是父亲一辈子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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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电影《南征北战》剧照。

图②：《南征北战宣传画》（局部）。

图片来源：中国电影资料馆

图③：董长松。

图④：淮海战役中的支

前小车，由江苏农民捐赠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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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百 年

的重大时间节点，一批重磅作品陆

续推出，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电视剧涌现了不少佳作。前不久

在江苏卫视、浙江卫视热播的电视

剧《大浪淘沙》，便是一部追求历史

深度与叙事创新、见人见史见丹心

的深情之作。

《大浪淘沙》讲述自 1919 年到

1945 年，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世界、

探 索 救 国 救 民 道 路 的 艰 苦 奋 斗

史。品观全剧，有感动，有惊喜，更

有沉思。感动于叙事手法，全剧以

人物命运之舟颠簸穿行于历史长

河的惊涛骇浪，宏大叙事画卷上浓

墨 泼 洒 着 大 色 块 的 人 文 观 照 之

美 。 惊 喜 于 形 式 表 现 ，剧 中 引 入

2021 年新时代青年的视角，在对这

段历史的回望中，历史与现实以青

春之名同频共振。沉思于主题表

达，那一群群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

继献身历史的波澜壮阔，唯见初心

如磐、信仰如山。尤其难能可贵的

是，这一切都是建构在对党史的真

实呈现与深度解读基础之上所呈

现的力量与美！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电 视 剧 关

注影响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

事件，书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革命

奋斗生涯，注重史诗品格，彰显崇

高之美。近年来，随着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整体创作能力的提

升，以及创作者对历史脉络、重大

事件、重点人物的深入挖掘，电视

剧的艺术表达、故事结构也日渐丰

富多元。因此，我们发现，思想史

可以拍出电视剧，政治史也可以拍

出电视剧。基于党史题材创作本

身对历史真实性的高标准严要求，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某种程

度上已担负起了当今时代记录正

史、传承信史的重要职能。《大浪淘

沙》全剧几无虚构，完全选取真实

人物与真实事件。它从中国共产

党始终初心不移的奋斗视角切入，

循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

逻辑，真实呈现历史原貌的奇峰突

起与悠远宏阔。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大浪淘沙》以剧载史，通过浓

郁的纪实风格、严谨的史实结构、

信息量密集的党史内容，成为及时

有效的影视化党史学习载体。

历 史 剧 的 宝 贵 在 于 有 思 维 高

度和思想深度的历史解读，且与社

会 现 实 密 切 呼 应 并 引 发 时 代 共

鸣。有观众评价：“《大浪淘沙》有

着鲜明的政论体风格。”这正是该

剧追求深层价值表达与人物精神

传递的结果。全剧情节点密集，五

四运动、中共一大召开、国共合作、

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南 昌 起 义 、秋 收 起 义 、五 次 反“ 围

剿”、遵义会议、长征、西安事变、抗

日战争、中共七大等，这些大事件

固然是那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运动的结果，

但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剧中最大的

矛盾对立面蒋介石与日本人并未

正面出场，因为它将篇幅巧妙地集

中于剧中“13+2+1+N”的主要人物

身 上 。 按 照 导 演 嘉 娜·沙 哈 提 所

说，“13”代表 13 位中共一大代表，

“2”是“南陈北李”两位创始人，“1”

是中共一大会议幕后功臣王会悟，

“N”代表的是后续入党、不断奉献

的共产党人。

剧中的历史流动与主要情节，

始终对焦主要人物对事件的参与

解析，同时辅以客观人物陈启航的

深度点评补充。比如，西安事变和

平解决段落中，有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的长篇激烈讨论，讨论犹不

足，还有毛泽东对普通战士的耐心

解说，再辅之以狱中陈独秀、陈松

年父子的长谈。剧中人对事件与

局势的认知在争论中螺旋式上升，

人物的内心变化也通过信息量巨

大的台词对白，转化为层次丰富的

情感奔涌，令人印象极深。如“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白色恐怖

笼罩，党员人数从近 6 万人锐减至 1
万多人。沉痛气氛之下，插入了一

段跳出历史的讨论与感悟，“有人

脱党叛变，有人倒下牺牲，但更多

的人站起来无惧生死逆浪而行”，

“总有些底色，无论岁月如何冲刷，

始终不变”！这正是红色基因的代

际传承，青年有信仰，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将更加充满力量。

诚然，现实与历史呼应跳转手

法的运用在剧中还可精益求精，但

不可否认，它服务于内容的真实性

与深刻性，是本剧的独到之处。历

史大潮之下的人物命运感，是本剧

不得不说的另一个亮点。这种命

运感，既是身为革命者，政治命运

的历史真实；也是作为普通人，情

感命运与生活逻辑的真实。

《大浪淘沙》还表现出李达的

不屈与坚守、王尽美的壮志未酬英

年早逝、何叔衡的壮烈牺牲、邓恩

铭的英勇就义，等等，让今天的观

众从只知道一个名字，到了解他们

的 事 迹 ，更 感 动 于 他 们 的 精 神 追

求，这是向革命先辈先烈们的崇高

致敬。剧中情感命运质朴动人，却

不曾刻意雕琢，呈现出真实的生活

流质感。

沧 海 横 流 ，大 浪 淘 沙 。 前 进

中，或许有人落荒颓唐，但千千万

万革命者在艰难困苦中淬炼信仰，

坚守初心，拼尽全力共同托举起一

个崭新的中国！愿每一位身处时

代大潮的前行者都拥有如磐初心，

不负使命，奋进新征程！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

上图为电视剧《大浪淘沙》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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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党史题材创作本身对历史真实性的高
标准严要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某种程
度上已担负起了当今时代记录正史、传承信史
的重要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