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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光影书写历史和社会变革，展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塑造民族英雄人物形象，

始终是中国电影人的奋斗目标。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中国人民解

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先后取得

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

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上世纪 90
年代初，电影《大决战》横空出世。该系列电

影分为《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

3 部影片，总时长 11 个小时，是当之无愧的鸿

篇巨制。它不仅用影像书写了解放战争雄浑

壮丽的史诗，让观众领略三大战役的全局面

貌，更以雄辩的气势向观众证明着颠扑不破

的伟大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

剧本创作历时 3年半，八易其
稿，查阅各类资料 6000万字

改革开放，迎来伟大时代，文艺战线也迎

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电影事业复苏，创作

生产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从上世

纪 80 年代开始，反映我党我军光辉历史中的

重 大 事 件 、重 要 人 物 的 影 片 有 了 突 破 性 发

展，极大地鼓舞了观众的观影热情，激发了

人民群众对党、对人民军队、对社会主义国

家的热爱。中国电影开创了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电影的新类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

影 伴 随 着 改 革 开 放 的 大 时 代 繁 荣 发 展 起

来。在此背景下，上世纪 90 年代，电影《大决

战》应运而生。

剧本，一剧之本，是拍摄基础，也是制胜

关键。电影《大决战》的剧本由著名作家徐怀

中领导并参与创作，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

剧史超、王军、李平分等组成创作组。主创人

员全身心地投入剧本创作，夜以继日、废寝忘

食地翻看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查阅各类资

料达 6000 万字之多，多次邀请党史军史专家

专题授课，实地走访当年的战场和相关旧址，

登门拜访亲历三大战役的老同志，深入听取

他们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他们分工合

作，在剧本写作期间字斟句酌。从 1986 年 3
月至 1989 年 10 月，剧本创作历时 3 年半，其间

八易其稿。

三 大 战 役 的 各 个 阶 段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整

体，3 个战场，相距数千里，为电影创作提供了

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经过反复研讨，主创

人员将《大决战》定位于“文献性、史诗性的故

事片”。

文献性，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真

实、艺术地反映三大战役的历史。真实性是

表达基础，艺术性是表现要求。本着“大事不

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可以进行创造性

的艺术虚构，艺术虚构必须符合历史真实的

要求，使影片内容达到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的统一。

史诗性，就是将纪实与写意相结合，将军

事战略意义上的大决战置于时代背景中。中

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所向，决定了战争

的胜负走向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为史

诗性影片提供了价值取向。

剧本精心设计了一些带有中华文化美学

特质的情境。比如，3 部影片开篇都运用古典

诗词赋比兴的手法，巧妙化用于电影语境。

《辽沈战役》开篇黄河开冻、浊浪排空，《淮海

战役》开篇中原逐鹿、万马奔腾，《平津战役》

篇首则是在抒情配乐中，镜头缓缓推移，古都

北平的老城墙和古建筑尽收眼底。这些以景

抒情、寓意深远的画面，为构建影片的史诗性

品格起到重要作用。

追求“刀削斧砍不失其细，精
雕细刻不失其雄”的艺术风格

1989 年 1 月，影片正式投入拍摄，计划用

两年半左右时间完成 3 部 6 集影片的摄制工

作，向建党 70周年献礼。

八一电影制片厂组织动员全厂近千人参

加摄制工作，成立了以李俊为总导演，杨光

远、蔡继渭、韦廉分别为辽沈、淮海、平津三个

组的首席导演，后又成立了景慕逵、翟俊杰为

导演的 5 个摄制组，统一协调，独立拍摄。总

导演李俊这样总结电影追求的艺术风格：“刀

削斧砍不失其细，精雕细刻不失其雄。”要求

影片既有宏大气势与视觉冲击力，还必须挖

掘打动人心的细节，产生情感冲击力、艺术感

染力。

电影《大决战》中涉及人物众多，其中包

含 60 多位重要历史人物。影片精心塑造了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

体形象。影片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

时等人物形象亲切自然、各具风采，直接指挥

三大战役总前委的领导人刘伯承、陈毅、邓小

平、粟裕等果敢坚毅、叱咤风云。影片还细致

入微地刻画了普通官兵的艺术形象。如，《辽

沈战役》中炊事班长面对牺牲在阵地上的战

友那句“同志们，开饭了，猪肉炖粉条子”的哭

喊，《平津战役》中小战士为了包抄敌人赤身

在寒冷中蹚冰河的场景等，都感人至深。

电影《大决战》另一大特色是气势磅礴、

规模宏大的战争场面。当时没有数字特效

合成技术，只能靠真人实景拍摄。为了真实

还原当年战场情景，摄制人员和参拍部队、

群众演员走遍祖国万里山河，拍摄区域北起

黑龙江、南至苏皖平原、东起黄渤海、西至陇

海铁路。

其中，有多处震撼人心、万人以上的战争

大场面。如：我军围歼国民党廖耀湘兵团的

战役，华野攻打双堆集敌军百辆汽车围成阵

地的大兵团冲锋，平津战役中我军胜利会师

天津金汤桥，等等。这些场面均采用直升机

航拍，用镜头铺陈开雄奇壮观的历史画卷，成

为代表中国电影摄制高水平的经典之作。

电影《大决战》上映后，八一电影制片厂

又集中力量拍摄了反映人民解放军千里跃进

大别山的电影《大转折》和向全国胜利进军的

《大进军》系列电影，共 5 部 9 集。人民解放战

争的历史得以全景式地展现于银幕，成为党

史、军史和革命光荣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电影《大决战》气势宏伟、制作规模空前，

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多项纪录，堪称“现象

级”之作。

《大决战》自 1991 年 7 月开始上映以来，

每次上映都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在当时

电影票价 1—2 元钱的情况下，据 1991 年中国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计，《大决战》当年上映

的全国票房就突破 1 亿元。各大城市、工厂、

企业、学校都出现踊跃争看电影《大决战》的

动人场景。

历时多年，《大决战》仍久映不衰。2019
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专场连续放映《大决

战》，观众自发购票，上座率仍然达到 80%以

上。优秀影片拥有长久生命力，在时间的长

河中永远闪烁光芒。

（作者为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八

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左上图为电影《大决战》中《淮海战役》

剧照。 图片来源：中国电影资料馆

左图为电影《大决战》中《平津战役》我军

胜利会师天津金汤桥场景。

制图：赵偲汝

鸿篇巨制书写鸿篇巨制书写
解放解放战争的大决战战争的大决战

明振江明振江

你就拿起这封信来去读给母亲听吧，她

老人家听了心里一定很欢喜的，我现在就把

我们过江以来的许多事情捡（拣）重要的讲给

你们听吧。

在四月廿一日那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下了命令，叫我们三路解放大军一齐过江，去

把国民党反动军队消灭光，解放江南人民，建

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们接到命令后就

过江了，因为队伍成千成万的，很多，一时过

不完，我们等到廿四日才渡过长江的。

廿三日这天晚上，我们冒着大雨跑了七

十里路，赶到长江边，住到一个村子中，这地

方是安徽省桐城县，这村子的名字叫随河集，

到长江只二里路，村旁有条河直通长江的，我

站在这河堤上顺着河面一直望去，只见白茫

茫一片，问老百姓以后，（才）知道这片水就是

长江。有许多挂着白帆的船从那里开来，停

在村子旁，江边驻的十七军的同志告诉我，这

许多船都是回来休息的，刚才有我们大批队

伍过江去的。

这天晚上，我在灯下拿出纸和笔来要写

信给你，想把许多事情告诉你，我写了一张就

再也写不下去了，原因是我疲劳得很。

第二天一早起来，跑到江边，这时有十多

条帆船靠岸排着，天气很阴沉，下着蒙蒙的细

雨，一眼望去，白茫茫的一片水。对岸的树看

起来很小，要往东西望，就望不到边的，船夫

说这地方的江面是四里路宽，我们上了船，静

静地在水上走着，十多条船一齐开，船头上的

水打着船板，泼啦泼啦地响，在岸上看江面还

不算宽，船一到江心，就看出江面是很宽了。

我就和水手谈起话来了，我问他第一批

队伍是怎样过的。他说：“廿一号下午，太阳

还没有落，许多解放军就来了，船是早已预备

好了的，大炮都架在船上，机关枪架在船头，

岸上也架满了大炮，一阵风把船推开江岸时

候，机枪大炮就打起来了，这时候耳朵只听见

轰轰地响，啥也听不见了。”

“敌人在那边也打枪打炮的。”他指着船

帮上的一个洞说：“这个窟窿就是被国民党军

队打的。”

“以后呢？”我问他。

“以后敌人没等你们上岸就逃走了，你们

人一上岸就追。我开船回来的时候，是带了

七个俘虏回来的。嘿，我一辈子也没见这样

多的军队，过了四天四夜都没过完。”

我告诉他：“这些队伍不过是一小部分，

有几百万人都在一齐过江呢！”

“嘿！”水手伸伸大拇指说：“我是和同志们

第一批打过去的！”他对参加作战，觉得很光荣。

船 有 四 十 分 钟 的 工 夫 就 到 对 岸 了 。 南

边岸上敌人挖了许多战壕，修了许多地堡。

在这战壕、地堡周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坑，

那都是被炮弹炸的。田里的麦子像用镰刀

割 了 一 样 ，还 有 的 烧 焦 了 ，也 都 是 炮 弹 炸

的。从这上面看，当时我们的炮火，打得敌

人头都抬不起来的。

一过江，走了两天，就到山里来了。走到

贵池县的南边，老百姓因为不了解我们是什

么队伍，他们听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所以都

跑掉了。我们在路上走了五六天，就没见到

一个老百姓，他们都跑到山上躲起来了。

这些老百姓因为不了解我们，跑到山上

去逃难。胆子大的硬着头皮回家，进家一看，

队伍一个没有了，东西一点也不少，烧的草吃

的米还留下钱。他们看了又惊又喜，想不到

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的队伍，于是回到山上把

所有的人都叫回来。

我 写 这 信 的 时 间 不 早 了 ，就 此 搁 笔 吧 。

今天是端午节，你们在家很热闹吧？我现在

又兼作指导员的工作，所以更忙一些。

新中国就要诞生，希望你还是多学习文

化，以后好多为人民服务，就是在家帮助种

田，也别忘了读书。

这信你可转寄给五姐、七哥、七姐看。

祝你进步！

母亲健康。

父亲健康。

一封发自渡江战役的战士家书（节选）



解放战争中，一封封红色家

书，饱含着革命前辈的忠诚信仰，

镌刻着浓浓人间情、铮铮报国志，

记录了革命历史长卷中一帧帧充

满细节的特写画面。

这是渡江大军西集团第二野

战军第十八军政治部秘书袁志超

在行军途中端午节夜写给八弟的

一封家书，原文 6000 多字、15 页

信纸。袁志超向家人详细描述了

自己渡江前后的所见、所闻、所

思，其中包括百万雄师过大江的

生动细节，感情真挚、笔触细腻。

2006 年，这封珍贵的“渡江来信”

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本 文 节 选 自 袁 志 超“ 渡 江

来信”。

——编 者

图 为 袁 志 超 在 战 斗 间 隙 写 家 书 ，摄 于

1949年。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供图

上世纪 90 年代初，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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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影像书写了解放战争
雄浑壮丽的史诗，让观众领
略三大战役的全局面貌，更
以雄辩的气势向观众证明
着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
国。优秀影片拥有长久生
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永远
闪烁光芒

核心阅读

近日，作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剧目的杂技剧《战上海》

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

该剧以同名影片为故事

蓝本，从中选取最具代表

性的动作场面与表现段

落，将杂技与多种艺术形

式相结合，实现了“剧与

艺”的艺术创新。

与以往同类作品相

比，该剧从题材创作到

内涵表达，都有了较大

变化。在表现英雄人物

的性格与情感方面，该

剧侧重用内心独白式的

杂技动作语汇呈现。传

统的线性叙事被综合性

的视听表演空间取代，

观众欣赏的自主性被强

化 凸 显 。 编 剧 董 争 臻

说：“希望通过实践，努

力让杂技的技艺再回归

到生活中去，这种回归

是建立在生活审美基础

上的创造。”该剧由“形”

入“象”，打破了传统杂

技的表演样式，提供了

杂技表意的成功案例。

剧无理不服人。剧

中“智取密件”的片段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集体

换装的舞蹈场景不间断

地融合在角色表演进程

中，众演员在服装变化

中巧妙地帮助白兰成功

脱身，白兰通过细微处

的 种 种 变 化 来 配 合 表

演。这一系列动作为白

兰后面成功脱身的情绪

蓄 能 ，让 她 在“ 飞 车 追

赶 ”中 情 感 爆 发 力 更

强。这样的剧情设置，

合乎人物逻辑、事理逻辑，在创作手法上也构成了情节铺

垫和层次鲜明的对比。

剧无技不惊人。创作者将技巧作为全剧的一抹亮色，

努力在“高、难、新、特”上另辟蹊径。例如，在“暗巷逐斗”场

景中，创作团队运用滑稽戏调节全剧表演的紧张节奏。在

翻腾技艺上，大胆突破对杂技传统道具特别是“圈”的使

用。编导将颇具上海弄堂特色的生活场景和日常物品，衍

化为演员在剧情中展示技术技巧的辅助工具。该剧真正的

咏叹调是通过道具体现出来，比如攻坚战大软梯和苏州河

雨夜飞渡等场景。其中，“梅花桩”被巧妙地设计为渡河过

程中的桥墩、暗桩。传统的“舞狮”双人配合程式化的高难

度技巧，准确地表现了我军战士淬火成钢、不畏艰险、一往

无前的英勇气概。

剧无情不感人。杂技剧《战上海》有诸多“动情”之

处。如剧中用滚环、绸吊等双人配合表现江华、白兰在青

年、热恋和相思各个时期的场景。剧目开始用滚环，把青

春活泼的朝气表达出来了；两人转环时要求对手平稳，寓

意两人的感情趋向稳定；到最后用绸吊飞起来时，两位演

员抓得非常紧，寓意着两人深刻的爱情。这种“以物喻

人”“以人化物”的情感递进式处理，生动细致。最感人的

场景是尾声“碑”。一组表现力与美“较劲”的造型出现

后，一只和平鸽缓缓飞落在“雕塑”的掌心。

杂技剧《战上海》的创作给了我们诸多启迪。杂技剧

的创作要寻找艺术与演出市场的平衡点。杂技剧的制作

要做精，不能做空，要尊重杂技艺术的规律，不能跟风、速

成，更不能把心思全放在怎样包装、怎样用舞美来帮衬，

片面化追求舞台上的造势，这些都不足以构成杂技剧创

作的良性循环生态。我们应该更多从杂技本体去探索：

以戏剧的杂技化为出发点，发挥杂技特点，讲好中国故

事、英雄故事。在创作过程中，要找准剧情和艺术的结合

点，强调杂技语汇表现的独立性。同时，杂技创作者需要

巧妙地打通杂技剧中戏剧化与杂技性的界限，使杂技语

汇与戏剧情感高度融合，避免造成孤立不相称的戏剧因

素与单纯炫技“两张皮”现象。

杂技剧《战上海》获得了口碑和市场的双丰收，充分

证明了舞台艺术工作者只要深入思考、耐住性子、悉心打

磨，这类高扬革命先辈精神的红色题材、礼赞英雄的现实

主义作品，始终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尤

其对于年轻观众而言，影响力和感召力是巨大的。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教授）

图为杂技剧《战上海》尾声“碑”的段落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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