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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赵丽

银幕上的抗美援朝战争：

传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塑造“最可爱的人”英雄形象

编者按：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凭借无畏勇气和坚定的信念，夺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为新中国的

和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锻造了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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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会上强调：“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传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对于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

胜一切强大敌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中国人民关于抗美援朝的历史记忆中，《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经典电影作品一直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

英雄赞歌、一幅幅浓墨重彩的战争画卷，形象而深刻地昭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于新中国的重大意义，成为彰显抗美援朝精神的

重要载体。鲜明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影视作品最为突出的精神特质，使其成为绝佳的爱国主义教材。

去年，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抗美援朝系列电影”陆续接力上映。《金刚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

光影纪实》、《最可爱的人》和《英雄连》这四部影片，分别以不同的主题和类型，带领观众走近历史，致敬英雄。

70 多年前，战火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

北边境地区燃起。这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

其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

面对严峻形势，我们党没有选择忍辱退让，

而是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这种气魄和胆略来

源于为和平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国家安全

和发展利益而战的强大决心，来源于义无

反顾、不怕牺牲的坚定意志。在血与火的

战争洗礼中，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得到锻造

和升华。

2020 年正值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关于抗美援朝的影像被许多人重温。

尤其在胜利之初的 50 年代中期，中国电影

界为反映时代主旋律，开启了抗美援朝题

材战争电影的创作，如《上甘岭》和《英雄儿

女》等，丰富了当年战争片的类型和题材。

1953 年抗美援朝胜利后，民众的爱国

情绪空前高涨。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上甘

岭成为双方联军厮杀的焦点。我国首部抗

美援朝电影，以上甘岭战役为原型，集中展

现了我军英勇不屈和视死如归的爱国精

神。《上甘岭》于 1956 年上映之后，引发了

全民的观影热潮，赋予了一代又一代人爱

国情怀的感召力。电影主要描绘了抗美援

朝的正面战场，期间更巧妙地把爱国主义

和英雄浪漫主义融合在一起，既冲淡了战

争的真实血腥之气，又以志愿军的正面形

象为基础弘扬了爱国主义。在一首郭兰英

演唱的《我的祖国》中，对故土热爱的情绪

更蔓延至影片每一帧，尤其在歌唱画面中

中国和朝鲜两国的真实场景比对，进一步

延展了和平的主题价值。

在 8 年后上映的《英雄儿女》延续了前

作的精神价值，更把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

进行了融合。

比起《上甘岭》的人物群像，《英雄儿

女》在人物细节化上呈现出更鲜活的状

态。尤其是王成和王芳爱国情结的传

承，以及王成视死如归的气概。在爱国情

绪的主导下，英雄主义得到了最大限度的

延展。

在国防大学教授詹庆生看来，1950－
1970年代是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创作的繁荣

时期，有《上甘岭》、《长空比翼》、《奇袭武陵

桥》、《友谊》、《奇袭》、《烽火列车》、《三八线

上》、《英雄坦克手》、《英雄儿女》、《打击侵

略者》、《奇袭白虎团》、《激战无名川》、《碧

海红波》、《长空雄鹰》、《飞虎》等多部作品

问世。对于这场历时近三年的战争来说，

影片数量并不算少，足见其受重视的程

度。此外，还有《前方来信》、《铁道卫士》等

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作品。这一阶段的作

品，是该题材电影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几

乎成为抗美援朝电影的代名词进入了国产

电影的经典序列。

詹庆生认为，它们不仅是抗美援朝战

争电影的经典，也是“新中国电影”的经典

作品。它们的意义不仅在于论证了抗美援

朝战争的正义性，形象而深刻地阐释了“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塑造了中

国人民志愿军“最可爱的人”的英雄形象，

更重要的是，它们也潜移默化地建构了个

体与国家之间的内在关联，建构了中国人

民对这个新生国家，对“我的祖国”的情感

与价值认同，培育和升华了爱国主义情

感。这些作品的意义不仅存在于诞生它们

的年代，还影响至今，已经成为了几代中国

人牢固的文化记忆。它们是一幅幅浓墨重

彩的战争画卷，也是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

雄赞歌，是抗美援朝精神得以彰显的重要

载体，鼓舞激励着中华儿女在不同的时代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抗美援朝题材电

影创作经历了一段明显减少的时期。1980
年代初有《心弦》、《心灵深处》、《战地之星》

等，1990年代有《神龙车队》、《铁血大动脉》

等。此外，影片《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
中包含抗美援朝战争片断，电影频道也出品

了电视电影《三八线上的女兵》（2000）。2015
年，在《云水谣》、《集结号》两部影片中出现了

抗美援朝的情节片段。2016年，直接表现抗

美援朝战争的影片《我的战争》问世，也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力。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 70周年，2020年，“抗美援朝系列电影”

接力上映。《金刚川》、《保家卫国——抗美

援朝光影纪实》、《最可爱的人》和《英雄连》

这四部影片，分别以不同的主题和类型，带

领观众走近历史，致敬英雄。

战争大片《金刚川》用令人热血沸腾的

叙事手法，聚焦宏大战争下的小人物；纪录

影片《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将

众多纪实影像资料搬上大银幕，借助珍贵

的史料帮助观众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

背景；动画影片《最可爱的人》讲述杨根思、

邱少云、黄继光、王海、张桃芳 5位英雄的事

迹，以热血生动的方式展现“真英雄联盟”；

而故事影片《英雄连》则以一线战士为第一

视角，见证抗美援朝的真实战场。

一部英雄集结的电影，背后凝聚了无

数中国电影人的崇高敬意。

《金刚川》力求以最真实的质感，通过

普通士兵们的微观视角，带着观众一道亲

身感受战争的残酷，感受这些平凡个体于

绝境中留下的非凡壮举。影片拍摄时间紧

张，三位导演采用非线性叙事的方式，联合

完成了这部影片的创作。导演郭帆说：“滚

动字幕里有 5000 个工作人员，这些人要精

诚一致。当我们经历这个过程，就能够感

受到当年修桥、扛桥的志愿军精神，我们希

望筑起这座桥。”

郭帆感慨，这个故事本身很简单，但是

故事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顽

强的战斗精神，值得一直学习。

纪录电影《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

影纪实》展现了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两年零

九个月后胜利结束的峥嵘历程。导演郝蕴

表示，影片中的纪实资料，包含了中国、美

国、朝鲜三国战地摄影师的拍摄素材，所有

画面都是真实的、严肃的，当我们后人来纪

念抗美援朝 100周年、150周年的时候，这部

影片将成为珍贵的素材。

动画电影《最可爱的人》聚焦于勇敢奔

赴一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讲述了杨根思、

邱少云、黄继光、王海、张桃芳等国人耳熟

能详的英雄事迹。他们目光如炬、冲锋陷

阵，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挥洒自己的青春与

热血，铸就真正的“英雄联盟”。接受采访

时，《最可爱的人》总导演李剑平说，为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有几部不同类型的电影上映。“其中动

画片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是有针对性的

电影类型，不能缺失，因此我们响应整个电

影计划，来做动画片”。

《英雄连》聚焦抗美援朝时期第四野战

军某部四连的事迹。主演付辛博表示，了

解了历史，才知道今天的和平多么重要。

他谈到，“这是我第一次饰演军人，能够饰

演志愿军战士，真的很荣幸。”

詹庆生认为，《金刚川》、《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光影纪实》等作为献礼的主

题文艺创作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隆重

纪念抗美援朝，是为了正视历史、理解当

下、明白来路、看清前路，从历史经验中找

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在当前特殊的时代

背景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 70 周

年的隆重纪念，对抗美援朝题材文艺创作

的重新启动和高度重视，本身就包含着鲜

明的政治意义：它彰显了不畏强权、不惧

霸权的坚强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宣示了

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统一、维护地区和世

界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坚定立场和决心。《金刚川》通过展现普通

战士的奋战与牺牲，揭示了抗美援朝精神

的深刻内涵，金刚川上这座“打不断、炸不

烂、冲不垮”的无名之桥，犹如一座不朽的

精神丰碑，正是中华民族韧性精神和不屈

意志的象征。 （下转第6版）

◎彰显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重要载体

◎唤醒观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