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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登科先生曾经写过一组《夏日诗章(四
首)》，其中有一首《在北碚散步》：

不就是傍晚出去沿着街巷漫步吗？
在这座叫北碚的江边小城，
嘉陵江在身旁，缙云山在远处。
但是，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
每一棵树木都经历了岁月的风霜，
感觉每一步都踩在历史上，
从科学到军事，从实业到艺术，从休闲

到文学……
从文星湾，经过中山路，一直到水岚垭，

历史的巷道好长！
靠近文学的时候，光线已然黯淡，
凑得很近也难辨分明。
诗中所描述的，恰是游览北碚抗战文化

的一条重要路线，从文星湾桥头开始，一路
经过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峡防局旧址、红
楼、北碚公园、四世同堂纪念馆等，然后回到
文星湾。“过其门而不入”，一路缓行的话，大
概只需半小时左右。这一条路线里有三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重庆市文物保护
单位，是北碚文化景点最集中的路线，碚石、
庙嘴、“梧桐街”等北碚文化精髓的代表也都
在此处，是短时间内饱览北碚文化的绝佳路
线。而这一路上的景观也都同卢作孚先生有
关，是他当年乡村建设的重要成就。

作为这条路线起点的中国西部科学院
旧址，位于北碚区文星湾42号，是重要的近
现代史迹，1930年秋，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
创办。院址初设于火焰山东岳庙，1934年院
部及理化所迁往文星湾惠宇。1943年该院联
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十余家科研机构在此
又兴建了中国西部博物馆，由卢作孚任院
长，下设理化、地质、生物、农林等4个研究
所，先后设有图书馆、博物馆、学校、气象测
候所，并管理着三峡染织工厂和西山坪农场
等。旧址内主体建筑有惠宇、地质楼、卢作孚
旧居和地磁测点碑等。

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是中国第一家，也
是西南地区唯一的一家民办科学院，内里还
有多个第一。

1944年，以惠宇楼为展览大楼的中国西
部博物馆成立，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
家综合性自然科学博物馆。

1941年许氏禄丰龙（装吊模型）在北碚
首次公开展览，引起轰动。许氏禄丰龙是中
国人自己发掘、装架、研究的第一条恐龙，被
誉为“中国第一龙”。1944年12月，中国西部
博物馆建成后，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就安置
在该馆的陈列大厅里。

1945 年，由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设
计，中国西部博物馆制作的“中国地形浮雕”

制作完成，这是中国第一件地形浮雕。
1945年12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在院内

立下了地磁测点碑，由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
研究所测定（东经 106025′46″ 0，北纬
29050′07″3），是我国第一个测定的地磁
点。

中国西部科学院还是我国最早研究大
熊猫的科研机构，我国第一副大熊猫标本也
由该院制作完成。

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建立，在中国西部腹
地打开了一扇用科学与教育救国的大门，其
与中国西部博物馆在抗战大后方的携手，又
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西部地区科技文化教
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1949年以后，中国西部科学院先后改建
为西南人民科学馆、西南博物院自然博物
馆、重庆市博物馆自然部、重庆自然博物馆
北碚陈列馆（2015年5月以前）。

1992年，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被确定为
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
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值得一提的是，自1944年12月中国西
部博物馆开馆起，就是免费对公众开放。从
1944年12月到1947年6月，开放774天，接
待观众154097人。其统计进馆人数的方式独
具智慧：在一个竹篮里放满竹签，每进馆一
人，就拿一根竹签扔到另一个竹篮里。一根
根竹签既用于统计参观人数，又利于重复使
用。

长期以来，恐龙就是中国西部科学院旧
址的重要特色，这里的恐龙化石种类繁多，
而且北碚也是发现恐龙最多的地区之一，自
从1939年在金刚碑第一次发现鸟足类恐龙
骨骼化石起，到1982年在建设村发掘出3具
原始晰足龙骨架化石止，先后在澄江镇、北
碚、天生桥、西南师大（现西南大学）、杜家
街、三胜乡、童家溪等地发掘出13处四大类
恐龙化石遗址。

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参观完恐龙，怀
想完这些巨兽千万年前的“丰功伟绩”，还可
以游览院内众多的文物遗迹，院内植被茂
密，风景宜人，更可远眺滔滔嘉陵江景，正是
休憩游览的绝佳去处。

长期以来，重庆自然博物馆都延续了中
国西部博物馆免费向民众开放的老传统，
2015年11月9日，重庆自然博物馆新馆建
成并继续向公众免费开放。如今的重庆自然
博物馆是我国7所综合性自然科学博物馆之
一，更是全国第二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新
馆于2017年晋级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
年10月，被评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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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的钟声即刻响起
时光又将归零
跨年的夜
风高云淡
我心如止水
回望来路的不平坦
这一年
有过风和日丽的快感
也有风雨交加的阻难
好在我有一张执着风帆
带我冲向云端
这一年
有过精彩不断
也埋怨过时光太短
五味杂陈
如今已随风飘散
这一年
有过羁羁绊绊
有过坡坡坎坎
好在有你一直陪伴
让我泪不轻弹

这一年
我倾尽了努力
却未必尽如人意
好在从未言弃
仍然志励
这一年
勤学博览
辟新路
超越自我
看却风景无数
这一年
有你紧紧相随
不敢信闲步
纵然遭遇寒冬
也有关心的温度
这一年
有好多感言
但岁月不居
不容空言与倦怠
只得
无声胜过言千遍

默默祝福
新年风雨无阻

祝福

第一天
时光仿佛换了容颜
我站在凌晨的新起点
仰望着天
黑暗中
星光
闪闪点点
那也许有几千万光年的遥远
多么幸运的相见
多么难得的缘
好像第一面时的灵犀初现
怎么又回忆起了当年
是少不更事的留恋
还是
成熟后的记惦
唉

人生也许就是恩恩怨怨
我应该许个愿
算是对过往
画个结束的圆
我闭上了双眼
缓缓将双手合十
轻轻放在胸前
默念
一遍
又一遍
相信你能感受到
这纯纯的
心心念念
愿你终究能站在成就的山巅
愿我们能实现追梦的诺言
这是第一天
新年的第一天
岁月永流逝
初心不变

新 年（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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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辉煌征程，排除万难披荆斩棘。
在这个承载着万人憧憬的光荣岁月里，出现了
许多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的影片，关
于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大批量地出
现在荧幕上，但质量却参差不齐，或是急于求
成，或是为了赶上一个“好时候”。但是，对于中
国电影业来讲，叫座叫好与赶上“好时候”需要
齐头并进，才能够让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进入一
个良性循环。对此，中国电影人也进行了多方
尝试，从《八佰》《金刚川》对战争小人物群像的
描绘，再到《长津湖》对具体战役的刻画，到最
近的《跨过鸭绿江》，中国电影开始探索主旋律
影片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如何在主旋律题材
上推陈出新，改革形式，丰富内容，不再一成不
变刻板僵硬地描绘事件，不再浮夸地放大一些
战争中的真实状况给观众一种错误的引导；如
何对影片中的军人形象进行细节的刻画却又
不再千篇一律。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迫在
眉睫的问题。影片《跨过鸭绿江》不仅进行了形
式的创新，更对战争的叙事效果进行了独特的
思考和创意的编排，对于情感的铺叙、对于人
物的描绘也恰到好处，不过分煽情却感人至
深，就如同电影里的鸭绿江一般，在新的时代
澎湃起了新的浪花，开创了新的浪潮篇章。

干净利落的人物刻画

战争群像戏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刻画手法，
将战争中的士兵按性格分类，让他们在战斗中
成长，这是一种微观个体故事中常见的描绘手
法。但是对于宏大叙事来讲，仅仅表现单个的
英雄形象就会显得整个影片过于单薄疲软，无
法支撑起一个巨大的情感基调。但是，如何表
现群像，又不至于显露出浅薄的人物刻画，就
成了拥有宏大叙事结构的战争片的最大难题。
在这一点上，董亚春导演给出了新的叙述范
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人物层出不穷，他
们被电影电视剧进行了无数遍的描摹和塑造，
成为了观众心中最典型的战斗英雄形象。董亚
春另辟蹊径，将一些不为观众所知的战斗英雄
呈现在荧幕上，塑造出新的英雄，而这些英雄，
没有来历，没有涓涓细流似的成长，同时也没
有一眼望穿的未来。观众从他们的只言片语
中，从他们的神情中探索不到一丝过去的痕
迹，但是却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军人、作为战士
的坚毅决心，无论他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做着
什么样的事。

影片是以彭德怀司令的视角去串联起整

个故事的，于是，对于彭德怀司令的刻画就成
了至关重要的部分。在大部分的主旋律战争片
中，彭德怀司令大多是元帅群像当中的一员，
鲜明地存在着却又不甚清晰。《跨过鸭绿江》给
了观众一个全新的关于彭德怀司令的印象。在
焦急地等待作战队伍的到来时，他心急如焚反
复踱步，在战士们到达时他热情似火地招呼
他们统统坐下。在与部下商议战术时，他妙语
连珠，不用专业的战争术语“打包围战”，而是
用“吃上饺子了吗”来简单形象地形容战略战
术。面对三十八军梁兴初军长误信“黑人团”
谣言的战略失误，他破口大骂，丢掉了一身的
司令“包袱”，骂骂咧咧地要将他拖出去毙了。
但是在面对刘永福秘书（毛岸英化名）的死亡
时，他不顾自身安危，冲出矿洞，想要确认刘
秘书的安危。他心中难言的自责和伤痛无以
复加，但是影片却没有多加刻画，而是用一句

“这是我这辈子写过最艰难的电报”来结束这
一段情感的延续。面对一八九师在铁原上化
整为零的钉子狙击战，他亲临战地前线，看着
满目疮痍的焦土和被燃烧弹灼伤的人民志愿
军，他称赞“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最盛
大的君威”。他对于人民子弟兵的拳拳之心，
对于人民志愿军战士对祖国的一腔忠诚倍感
欣慰与光荣。

除了对彭德怀司令的刻画，对毛泽东主
席的简略刻画也有许多创新的部分。影片中，
毛主席的形象更加贴近生活，他会坐在小马
扎上与同志们讨论国际时局，审时度势地决
定是否出兵。面对中央决策中心对抗美援朝
的不同想法，他讲出了“打得一拳开，省的百
拳来”，用“不要山姆大叔在身边打呼噜”来比
喻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对于李奇微的拖延反
打战术他称之为“狗皮膏药战术”并提出了

“零敲牛皮糖”应战手段。不仅如此，对于毛主
席湖南口音的细节，导演也非常细致地作了
安排，用寥寥几笔的“么子”就足以呈现。影片
也着力刻画了领导人可能会犯错的一个细
节，在面对人民志愿军的节节胜利时，毛主席
想要冒险乘胜追击，将敌人赶到大海里，却忽
略了人民志愿军极度缺乏后备物资和焦灼的
战争实况。聂荣臻将军的直言不讳将主席点
醒，才明白这场战役不可操之过急，而要徐徐
图之。对于伟人的刻画虽然已经有了许多鲜
明的范式，但是在表现宏大叙事之下，各国领
导人以及国际势力的较量，都会相对的减弱
单个人物的精细程度，为了避免“贪多嚼不
烂”的窘况发生，导演精简片段，着重以小场

景的对话模式来集中表现人物特色，不进行
大篇幅的人物铺叙和情感延宕，及时克制，收
放自如。

现实主义的场景描绘

战争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是
一个经常被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历史人物
的还原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刻画一直都是被
学界所争议的问题。对于电影来讲，艺术的真
实性要更加高于现实的真实性，在面对战争历
史的真实时电影创作者唯有尊重，但是艺术的
真实性也是创作者们更需要在电影中表现出
来的，这是现实主义影片最突出的特征。近年
来，主旋律电影的真实性一直为人所诟病，更
不要说电视剧关于战争真实性的刻画更是被
批评得狗血淋头。对于由电视剧改编而来的
《跨过鸭绿江》，许多人也同样抱有一种质疑的
态度，但是观之全片，却无一处令人感到不适
或夸张的成分，更多的是触目惊心的真实和战
争带来的残酷。

首先，导演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去俯视
战争中的敌国反对派，而是以平视、冷静、客观
的视角着重刻画美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
度，并对苏联和南韩北韩的政治策略进行了粗
略的描绘。在这场以弱胜强的战役中，导演将
美国的强大切实地反映在荧幕上，美军对于志
愿军的礼拜攻击战略计划的反应是十分迅速
的，并且很快找到应对方案，不仅反衬出中国
军队的势微，更表现出中国军人在面对强大敌
人和身处危急困苦的条件下不惧艰难险阻的
必胜决心。对于敌方将领的智慧和内部纷争也
较为客观地进行了表现：麦克阿瑟和李奇微的
分歧用一句“不是谁都能通过一通电话就可以
找到我麦克阿瑟的”表现出来，同时也将麦克
阿瑟的狂傲和李奇微的审时度势描绘得淋漓
尽致；面对被冻成雕塑一般的志愿军战士，美
国军长严肃深沉地向他们行军礼……影片要
表现的不仅仅是战斗的残酷，更多的是在无可
调和的矛盾中仍旧有不可泯灭的善意所带来
的惺惺相惜，在这一点上，导演仍旧有所兼顾。

其次，对于志愿军作战时战争场面的刻画
可谓是逼真而令人痛心。观众在影片中所看到
的战斗不再是具有英雄主义滤镜的战斗，而是
一场场撕心裂肺、心惊肉跳的肉体博弈。在三
十八师的113团刚刚攻下德川又接到奔赴三
所里完成阻击美军的任务。在平均一天60里
的行军速度之下，战士们愣是用一夜就飞奔了

140余里地，到达三所里执行阻止敌人撤退的
任务。志愿军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进行生死战
斗，因为物资的短缺，战士们在最后时刻利用
战场上一切触手可及的东西去战斗，甚至是赤
身肉搏。在飞虎山上，一位志愿军爆破手拉开
了引线却在抛出去时倒下，奋力挣扎起身，顶
着满脸的鲜血将炮筒丢到美军的坦克之下。没
有升格镜头的慢动作回放，没有音乐气氛的烘
托，只有震耳欲聋的炮响，只有子弹扎入肉体
的闷声，但却展现了一场最为真实的战争场
面。不再是“手撕鬼子”“一弹穿三人”的轻松胜
利，而是浴血奋战，甚至是用身体作为炮弹赢
得战争的胜利。这些在影片中有大量的细节描
述：聪明有计划的秀才；棉衣裹枪的小战士；美
军将领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放枪，雪地里流出
汩汩红线，却只有一片寂静；志愿军喊杀着冲
下山坡，从树上震下的鹅毛大雪……没有人会
质疑这些情节的真实性，明显的这是极为艺术
化的表达，或许会显得有些刻意，但确是艺术
中的真实。

最后，作为宏大叙事的影片，对于历史时
代背景的真实刻画也同样不能忽视。美国所带
领的联合国军队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之中最
难以解决的问题，美军的军事力量、装备实力
都远超中国，但是导演没有过于突出他们的强
势，而是表现了美国在政治上的精打细算和多
方考量，以及他们狡猾而阴险的谈判手段。对
于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也有不少穿插镜
头的表述，斯大林对于战争的看法和态度都以
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表现出来，没有带入人物
情感的台词或语句，只是让人物将历史发生的
真实以政治命令的口吻讲出。而中国当时的社
会现状也从一些行军细节和战斗谈话中隐隐
透出。彭德怀热情地邀请刚刚带兵而来的部下
吃没有剥皮的土豆；战场上的老兵告诉新兵，
嘴里含着石头可以分泌口水减轻饥饿感……
这足以表明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还是非常
孱弱的，经济军事处处落人下风，但却凭着战
略战术和刚强可靠的人民志愿军赢得了战斗
的胜利，在细节中表现时代，在时代中传达精
神，这是导演的深厚功力。

锐意进取的叙事结构

宏大叙事容易造成杂乱无章的叙事排版，
因为众多元素的融合和推进，以及选取什么主
线作为贯穿始终的利剑，是最难以抉择的问题。
影片基本上采取的是双线交叉的时空叙事，主

要表现决策方和战场两个时空的战斗情况。不
停穿插中美博弈的反应和正面战场作战的细
节。不进行大规模战斗的叙事，也不表现单个战
场的作战全过程，采取节选式的战斗小像，局部
的刻画重要战场的个别战士形象，择取不同性
格、不同身份的人物的战斗表现来点击式地刺
痛观众的神经，就如同观众走在战场上突然遇到
了这样一位战士，并且不经意地看到了他这一时
间段中的所作所为和情感流露。

影片采取了多方视角来看待这场国际之
战，几乎是用大陆和台湾、美方、苏联方三个主
要的视角来表现对抗美援朝的态度。大陆的态
度开始比较成分裂的状况，林彪等人认为不应
该打此仗，但是毛主席在分析国际形势之后仍
旧决定要打这一场仗。而美方则是以一种中方
只是形势出兵而苏方完全来不及出兵的态度
去打这一场自认为两周即可胜利的战斗。苏方
则是名义上支持，在物资和补给上给予适度的
援助。观众可以从影片中了解国际形势，更加
全面地了解整个战局的状况和走势，更能明白
这场战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激发起群众的爱
国热情和战斗精神。

其次，影片还采用了一个虽然常见但是却
运用得恰到好处的手段，即将原始影片资料修
复后剪入战局的过渡段。影片以彭德怀的指挥
战略步骤为主线展开叙事，分成了六个大的部
分，也就是五次进攻和进攻前的政治准备。有
些原始资料是表现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些部分
是表现美军和朝鲜军队。在修复的基础上，除
了有些部分有掉帧划痕的情况出现，几乎完美
地融入了整个叙事的镜头当中，担当了一个单
元小结的敲门砖，带领观众进入新的战争阶
段。经过这样的巧妙编排，叙事结构变得齐整，
详略得当，描摹和抒情平分秋色，占据了影片
的两端，使观众不仅是感动泪流，更多的是对
新中国的未来的美好憧憬。

结语

《跨过鸭绿江》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
品的一部“全景式、史诗性”展现抗美援朝战争
的荧幕巨制，它对于国际形势及多方势力的综
合考量和对现实的兼顾，对于电影叙事手法和
结构的突破，对人物刻画节制有序，不滥用抒
情技巧，点面俱到地将现实主义书写的特色秉
承得非常到位，是电视剧剪编为主旋律电影的
新形式新方法的优秀范式。但是，主旋律电影
的新出路仍旧需要不断地探索。

鸭绿江澎湃了“新浪潮”
■王丽媛

佳作赏析

诗词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