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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经说过，一个好的艺

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远大

理想”，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要

有“良好的艺术技巧”。一部好的电

影作品亦然。在我看来扎根于历

史，聚焦于“父辈”精神传承的电影

《我和我的父辈》也属于这样的作

品。影片截取了四个时代，讲述了

我们各行各业“父辈”们建设祖国的

故事，用极好的艺术手法在实现民

族独立、民族崛起、人民富裕等方面

给予了最充分的呈现，以父辈的精

神激励当下的青年一代砥砺前行。

我有幸在《我和我的父辈》中描

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发射的《诗》篇章中，参与过剧本初

期选材、拍摄地点选择、演员功课指

导等工作，也观摩过现场拍摄，随着

拍摄工作的深入，我对电影也逐渐

充满了信心。最让我非常感慨的

是，作为一个曾经从事固体火箭发

动机几十年的老航天人，影片中发

生过的事件是那样熟悉，那样真实，

我好像穿越了时空，回到那激情燃

烧 的 岁 月 ，不 禁 激 动 不 已 ，潸 然

泪下。

选题具有典型性和真实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探索浩瀚宇

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

我们不懈追求的梦想。50 多年前，

中国人仰望星空追问蓝天，什么时

候才能有自己制造的人造卫星在太

空中遨游？有谁能知道在内蒙古荒

漠保密度非常严格的地方，有一群

正在为发射“中国第一星”默默奉献

的航天人？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逐

渐向世人披露，影片《我和我的父

辈》中《诗》篇章就真实地再现了他

们的故事。

东方红一号技术负责人、神舟

飞船总负责人戚发轫院士说：“发射

东方红一号卫星涉及到卫星、火箭、

发射测控等多个系统，要找一个切

入点，难度很大。”反映中国航天父

辈们的故事题材广泛，浩如烟海，撷

取航天哪一个大事件，最能代表那

个年代父辈们的奋斗精神，难度很

大。《我和我的父辈》剧组在认真研

读中国航天史，广泛听取航天老专

家讲述的故事后，决定以成功发射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重大事件为影

片的大背景。

当年中央对发射第一颗人造卫

星提出要求：“要上得去、抓得住、

看得见、听得着”。首先要“上得

去”，就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能不能

把卫星送上去，经过反复论证，发射

卫星的技术难度就集中到自旋稳定

的固体火箭发动机上，而这一发动

机的研制过程的风险和难度很大。

对于电影创作来说，困难越大才越

有故事，情节才能感人，才能真实地

彰显“两弹一星”精神。

研究和试验长征一号第三级发

动机的基地在内蒙古，这是一个新

建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1965

年，从国外留学归来、从重点大学毕

业、从大型工厂调动、从部队优选的

一批中国精英，义无反顾离开繁华

的城市和条件好的地方，集结到荒

芜 的 戈 壁 草 原 ，开 展 一 项 代 号 为

651 工程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

个历史悠久的基地后来被授予“航

天精神教育基地”，至今仍能看到当

年艰苦环境的痕迹和记忆。

在影片中，男女主角骑自行车

在荒野上告别的场景，与基地只有

一墙之隔。除了取景真实，《我和我

的父辈》的《诗》篇章还把经过 60 多

年风吹雨打，已经是断墙残壁、破损

不堪的当年航天老一辈和他们的子

女们居住的低矮的“干打垒”平房及

简陋的小学校重新复原，恢复了当

年真实的环境和条件，令曾经在这

里出生、长大的“航二代”看到后纷

纷点赞：“忽然哭了，我的童年，我

的平房，我的大野地，我们南地村里

的北山坡，我们的小时候被搬上了

银幕！”

除此之外，在剧情中，发动机点

火试验的吊装、测试、观察、爆炸等

场景，就是在当时被爆炸和烈火锻

烧的发动机试车台（2021 年 7 月，这

个试车台被国家定为央企工业文化

遗产名录）。影片中可以看到防爆

墙钢筋祼露、水泥剥落的的镜头，都

是当年发动机做试验留下的累累伤

痕。拍摄现场不需要任何的修复和

置景，便原汁原味地强化了电影的

真实性。在这样的环境下拍摄当年

的故事更生动、更感人，让人如同身

临其境，睹物思人。

故事极具艺术性与时代性

演好航天人，要有航天情。反

映航天的故事必须了解航天，扎根

普通航天人的生活，不能凭空胡编

乱造。剧组为了讲好观众不熟悉而

且很神秘的航天故事，专门邀请国

家航天局新闻中心及专家讨论剧

本，了解当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和航天方面的知识，研讨故事情节，

反复打磨，反复修改。

《我和我的父辈》的《诗》篇章中

看到的发动机试车台和导流槽伤痕

累累，斑驳陆离，这是真实的被上千

度烈火锻烧的状况。为了在喷火试

验时能够清楚地观察到发动机失败

的爆炸点，男主角站在一墙之隔的

观察窗观看试验。当年的总工程师

杨南生（留英博士，1950 年归国，我

国著名的探空火箭、导弹和力学专

家，国际宇航院士）就是不顾个人安

危，站在只有5厘米厚的透明有机玻

璃窗后观察发动机试车的全过程。

与此同时，演员们对航天人的

还原也很专业，女主角是一个固体

火箭推进剂火药整形工，取材人物

便是 2015 年当选为《感动中国》年

度人物的中国航天高级技师徐立

平。如果只是模仿这个工种，电视

上已有很多徐立平的照片和视频，

但是女主角没有这样做，而是隔空

视频与徐立平本人和父母（曾在这

个基地工作过）进行沟通和交流，观

察和了解在这种危险岗位工作的心

境和想法。同时也要沉下心来向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技能大赛一等奖

获得者罗怀聪师傅学习。

影片最具匠心的地方，是设计

了一个时空交错的镜头：已是航天

员的女儿在乘坐的神舟飞船的窗口

看到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从她身边滑

过，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这是

她父母亲研制的火箭发射在天上的

那颗星，怎能不让她百感交集，泪流

满面！这颗永远闪烁的星，象征着

永恒，象征着那些为这颗星艰苦奋

斗 、无 私 奉 献 的 航 天 父 辈 们 的 精

神。他们有的已经牺牲、有的积劳

成疾、有的英年早逝，活着的也已进

入耄耋，但是他们传承的航天精神

还在、他们发射的那颗星还在，围绕

着地球，俯瞰着祖国大地，迎接着后

辈们送到天上的“群星”。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影片的

目的不是为了渲染父辈们当年的苦

难，而是为了彰显和传承他们青春

无悔的奋斗精神。当年在内蒙古，

从天津来了一大批年轻人，他们献

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当他们在网上看了电影宣传片后纷

纷留言，其中一位写道：“1965 年我

从天津来到了这里，已经过去 50 多

年了，终于有人关注我们了，泪目，

自豪感油然而生，此生值得！”一位

在这个基地工作 38 年的老职工写

道：“殷切地盼望电影上映后，让国

人知道在荒原野岭、风沙弥漫、野狼

出没的地方，曾经有一大批航天人

为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

默默地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这是

对两弹一星精神最真实、最生动、最

形象的艺术诠释！——你们作了一

首好《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

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

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电影《我

和 我 的 父 辈》便 是 扎 根 于 我 们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去 创 作 的 ，我 虽 然 只

是 接 触 了 其 中 一 个 篇 章 的 拍 摄 ，

但是他们精益求精的精神已经感

染了我。我相信不仅是《诗》的篇

章，《我和我的父辈》整部影片都

不会令观众失望，它以“父辈”作

为切入口，以历史的视角，以或诗

意或幽默的艺术手法将中国人民

一 路 崛 起 的 过 程 ，以 及 可 贵 精 神

娓 娓 道 来 。 什 么 是 人 民 艺 术 家 ？

什么是属于人民的作品？我想就

是 时 刻 去 想 着 人 民 ，并 用 最 好 呈

现 方 式 展 现 人 民 伟 大 的 艺 术 家；

就是像《我和我的父辈》这个系列

的 作 品 一 样 ，关 注 祖 国 巨 大 成 绩

背后的每一个普通人，歌颂人民、

歌颂人民力量的作品。

不久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

务圆满成功，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

成功着陆时，《中国航天报》记者跟

随搜救车队奔赴东风着陆场写下一

段文字：“车队缓缓驶出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后途经革命烈士陵园，自发

鸣笛致敬。再向前行驶约 20 多分

钟便是‘东方红卫星升起的地方’。

这两地见证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的

发展。如今航天员载誉而归，恰恰

是对先辈们最好的告慰。”《诗》，只

是父辈们在天上写的一首小诗，我

们期待有更多讴歌中国航天的《诗》

写在无垠的星辰大海！

（作者为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

究院原院长、航天科工集团发展计

划部原部长）

1950年10月，应朝鲜党和政府的

请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

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历史性决策。伟大的抗美援朝战

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

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

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

亚洲和世界和平。

《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

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

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东线作战部队在

极寒严酷环境下，凭着钢铁意志和英

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奋勇杀敌，扭转

了战场态势，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

威。影片以宏大的制作和视野，展现

出深厚的家国情怀，谱写了一曲中华

民族的英雄赞歌。

英雄之美、正义之美、崇高之美

《长津湖》自始至终洋溢着凛然

的英雄之气，凝聚成一首可歌可泣

的英雄赞歌。影片将志愿军战士个

体的战斗经历和英雄群像相结合，

以小见大，勾勒出抗美援朝战争的

残酷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凸显出志

愿军战士不怕牺牲、不畏强敌、舍身

为国的高尚情操和英勇顽强的战斗

作风，以及对祖国、对人民的崇高责

任和深厚情感。

影片以志愿军九兵团穿插七连

为主干，塑造了以伍千里、伍万里、梅

生、雷公、余从戎、平河、谈子为等为

代表的普通战士形象，他们中有对未

来充满憧憬打算为父母盖新房的连

长；有刚退伍听到战事又重装上阵的

指导员；有身经百战的老兵；有满腔

热血奔赴前线的初生牛犊……他们

中还有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儿子。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保家卫

国”的同一个目标，而“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

他们中的很多人来不及拿到御

寒的棉衣便奔赴战场，他们的装备

和美军差距悬殊，他们没有空中和

海上的支援，但他们敢于战斗、善于

战斗，硬是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

王牌陆军第一师，创造全歼美军一

个整团的战绩，粉碎了麦克阿瑟“圣

诞节前结束战争，让美国士兵回家

过节”的狂妄预言。

他们所凭借的就是不怕牺牲的

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影片中志

愿军战士为了祖国、为了军人的荣

誉舍生忘死英勇战斗的场面比比皆

是：为了把敌机引开，老兵雷公毅然

驾车拉着美军投下的识别弹离开志

愿军阵地，最后壮烈牺牲；为了保住

指挥部的军用地图，冒着敌机轰炸

的危险，毛岸英毫不犹豫地冲向作

战室；为了阻挡敌人，冒着极端严寒

坚守阵地，化作冰雕的“冰雕连”战

士……影片中的每一个战士，既是

普通一兵，更是英雄精神的体现者，

在他们身上闪耀着英雄的光辉，而

这英雄精神、英雄之美凝聚成为崇

高之美的本质。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崇高之美

也是文艺作品在描绘英雄时不可或

缺的美学向度。正是这些普普通通

的志愿军战士，在影片中以他们大

无畏的牺牲精神，展现出中国军人

的英雄气概、英雄之美。这种英雄

气概、英雄之美折射出中国军人的

血性。正是中国军队、中国军人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血性

震撼了全世界。在所有志愿军战士

身上，中国军队、中国军人的血性一

览无余，这里凝聚着他们的青春、热

血，凝聚着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对共

和国的责任，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

命、热血铸造出中国军魂。

影片中有一个情节：伍万里称

赞老连长谈子为是打不死的英雄,

谈子为说“那些抱着手榴弹跑到离

敌人十米远的地方才扔出去的战

士是啥？那些在零下三四十度的

阵地上身着南方军装被冻死的战

士 是 啥 …… 所 有 这 些 人 都 是 英

雄。没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

的荣耀。”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

鲜 血 染 红 了 它 ；为 什 么 大 地 春 常

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长津湖》

以艺术形式，具象化地、形象地将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

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

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

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

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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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

斗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伟大抗美援

朝精神”充分映现在银幕之上；将中

国军队的军魂，映现在银幕之上，展

现在观众的眼前。诚所谓“天地英

雄气，千秋尚凛然”。

兄弟情、父子情、战友情、家国情

《长津湖》自始至终激荡着浓烈

的情感，抒发出兄弟情、父子情、战

友情、家国情。影片开始，伍千里带

着战斗英雄哥哥伍百里的骨灰探亲

回 家 ，第 一 个 见 到 的 是 弟 弟 伍 万

里。伍万里也想象两个哥哥那样入

伍参军，遭到伍千里的拒绝，伍千里

说：“大哥和我说了，我们把该打的

仗都打了，你就不必打了。”偷偷参

军的万里，被分在千里的连队，千里

对弟弟既严厉又体贴温情，通过一

个个细节映现在银幕上。指导员梅

生的上衣口袋里装着女儿的照片，

一次战斗中照片不慎丢失，战斗结

束后梅生急切地遍地寻找，终于在

焦土下找到被烧掉一半的照片，他

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对不起女儿，泪

眼摩挲。炮排排长雷睢生被战士们

亲切地叫做“雷爸”。七连的战士们

平时嘻嘻哈哈戏谑玩笑，战斗中却

胜 似 彼 此 信 赖 可 以 生 命 相 托 的

亲人。

影 片 尤 其 着 重 表 现 了 家 国 情

怀。“伍家三兄弟的故事将一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串联起来，体现出国家

命运和家庭命运息息相关的命题”，

影片中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做动

员时说：“我遇到一个从家里跑出来

要参军的小鬼，我问他为什么要参

军去朝鲜，他说，毛主席刚刚给我们

分了田地，现在美国人要把它抢走，

我们不答应。”梅生说，女儿问他为

什么离开家时，他回答说他去打仗

就是为了不让女儿将来离开家去打

仗。影片开始时，毛泽东说：“从现

在看，这个仗真不想打，但为了国家

几十年上百年的和平发展，这个仗

必须打”；“这个仗，如果我们不打，

就是下一代去打”；“打得一拳开，免

得百拳来”。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影片

将家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有

力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打那

一仗。《长津湖》与“十七年”时期创

作的以《上甘岭》、《英雄儿女》、《奇

袭》等一系列抗美援朝题材的优秀

影片是一脉相承的，将中国电影英

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优秀

传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制作水平、工业水准和现实意义

《长津湖》也全面展现了中国电

影制作水平，将中国电影工业美学

提高到新的高度。众所周知，战争

片是最能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电影工

业、电影制作水平和电影产业综合

能力的类型。《长津湖》作为中国电

影史上投资和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部

影片，无论特效、导演阵容、演员阵

容、战争场面，还是后期制作、参与

演出的战士数量，都堪称中国电影

之最：剧本总共 37 稿，字幕上的工

作人员超过 12000 人，摄制组 7000

多人，后期特效 80 多家公司、5000

多人参与，作为群众演员的参演官

兵不计其数。

影片视听特效达到较高水准：

志愿军在奔赴战场的火车上看到祖

国的大好河山，既气势磅礴，又唯美

典雅；遭遇敌机轰炸时空旷阔达的

石堆与近景血肉横飞的画面交替变

换；白雪皑皑的长津湖与攻打美军

指挥部的激战，动静分明……无论

在视觉特效上还是在听觉特效上,

都为观众提供了一场饕餮盛宴。

近年来，中国电影制作水平和

电影工业化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和发展，《长津湖》无疑将我国电影

的制作和工业化水平提高到一个新

的高度，而中国电影的工业化体系

和特效制作国产化水平也非常需要

《长津湖》这样体量的鸿篇巨制进行

强有力的带动和推升。从某种意义

上讲，《长津湖》对中国电影的工业

化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战 争 烽 烟 已 远 ，英 雄 浩 气 长

存。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英雄为我们做了什么，希望所有人

都能够居安思危，以史为鉴，虽然和

平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战争的

威胁却一天也没有减少。影片《长

津湖》凸显出的英雄主义、爱国主

义、家国情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社会意义，在绵延不绝的信

念传承与精神赓续中激励新时代观

众的爱党爱国爱人民之情。

（作者为《中国电影市场》杂志主编）

评影片《长津湖》：

英雄精神、家国情怀与
工业水准

航天专家评《我和我的父辈》：

你们作了一首好“诗”！
■文/高崇武

■文/许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