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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国大典阅兵到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在天安门广场共举行了 15

次国庆阅兵。作为国家历史影像的记录

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

“新影”）的历代电影工作者，用一部部新

闻纪录片记载了人民军队的风采，为广

大观众留下不可磨灭的壮美画卷。

1949 年开国大典阅
兵：胜利之师尽显豪情

1949 年，对新影摄影师们来说是难

忘的。摄影师刘德源参加了平津战役的

摄影工作，亲眼见证了天津在人民解放

军的强大攻势下回到人民的怀抱。而

且，北平解放、解放军入城式也被他记录

在胶片上。喜悦之情未尽，他就接到拍

摄毛主席在西苑机场阅兵的任务，“见到

毛主席，心热得火烫，心跳得连摄影机都

拿不稳了。”阅兵结束，毛主席和摄影记

者们合影留念，说：“现在全国快要解放

了，农民分了地要把地种好，你们拍照的

人也应当拍些好照片、好电影。”

毛主席意味深长的嘱托是对新影

人 的 巨 大 鼓 舞 。 随 后 ，刘 德 源 告 别 北

平，随解放大军一路南下，一路拍摄。

摄影助理关明国留在北平，跟随摄影师

徐肖冰参加了开国大典拍摄。他们拍

摄的开国大典场景被编入纪录电影《新

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的胜利》，《新中

国的诞生》职员表上共有 40 位摄影师的

名字。这支摄影队伍的前身是延安电

影团，是人民军队的组成部分。

步兵方队走过天安门，向天安门行

注目礼。《新中国的诞生》影片解说词这

样说：“我们的人民步兵，爬过雪山，走

过草地，绕金沙江到黑龙江，从长白山

到南海边，二十二年漫长艰苦的岁月，

他们英勇作战，击败敌人，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担任步兵方队

领队的是步兵某师师长李水清、师政委

李布德，两人都是 30 岁出头。李水清多

年后回忆：“开国大典头天晚上，我与两

千多名受阅官兵几乎一夜无眠，崭新的

军装整了又整，手中的武器擦了又擦，

许多人还用油擦拭枪械钢盔，使锃亮的

装备更显威武。”

“胜利”是 1949 年的关键词，胜利的

喜悦展现在一张张英武的脸上。在《中

国人民的胜利》里，这种喜悦更为形象

直观、溢于言表。当摩托化方队、炮兵

方队、坦克兵方队驶过天安门时，解说

词是这样的：“这是百战百胜的战士，他

们手里拿着的是美国的自动步枪……

他们武装着美国的大炮……他们乘在

美国的装甲车上……他们驾驶着美国

的坦克……毛主席早就说过：‘美国是

我们的军需库，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

队长。’英明的预言实现了。”当空军飞

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电影镜头里，

毛主席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飞机移动。

开国大典将“胜利”二字写在历史

这本大书里。

1959 年国庆阅兵：
展现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成就

在历史的风云激荡中，中国人民迎

来了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为庆祝 10 年

的不凡岁月，新影先后出品多部纪录电

影。其中，《欢庆十年》聚焦国庆阅兵。

李振羽在开国大典时还是摄影助

理，经过 10 年的历练已成为成熟的摄影

师。他回忆，拍摄《欢庆十年》是当时全

厂的中心任务，尤其是摄制组的导演、

摄影师很早就进入“热战”阶段。10 月 1

日凌晨，星辰未落，摄影师们已进入各

自岗位。

阅兵开始，受阅部队官兵身着新式

服装，佩戴军衔，意气风发。影片解说

词这样感叹：“10 年前，我们的人民解放

军用从蒋介石手中缴获的美国武器参

加了开国大典，今天装备我们受阅部队

的最新式武器，绝大多数都是我国自己

制造的。”

空军飞行部队领航机群飞临天安门

广场上空，接踵而来的是 6 个空中梯队。

空军受阅编队在开国大典阅兵时只有 17

架，国庆 5周年阅兵时 3机编队、飞机总数

111架，此次编队增加到 5机编队、飞机总

数 155 架，受阅飞行高度降低，展示了空

军的战斗能力。影片解说词这样说：“我

国的武装力量是一支保卫和平和社会主

义的坚强力量。我们绝不侵犯任何人，但

是也决不容许任何人侵犯我们！”

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阅兵的圆满完

成，展现出中国军队在正规化、现代化

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1984 年国庆阅兵：
春天里书写的雷霆乐章

1984 年是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举

行阅兵活动的消息传来，纪录片导演陈

光忠受命担纲庆典影片导演工作，他还

邀请青年导演潘星加入。二人搭配默

契，决心用电影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人

民军队在保障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

方面的实力雄风。李振羽多次参加国庆

阅兵拍摄，此次担纲总摄影师工作。

这次受阅武器装备全部是中国自

行研制、自行生产的，其中多种新装备

还 具 有 世 界 先 进 水 平 ，充 分 反 映 了 中

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望着眼

前的滚滚铁流，陈光忠热泪盈眶，自豪

感 油 然 而 生 。 1950 年 ，他 曾 跟 随 解 放

海 南 岛 的 大 军 ，用 小 木 船 同 敌 人 的 军

舰 进 行 战 斗 …… 登 岸 后 追 击 残 敌 ，没

有 任 何 现 代 化 装 备 ，全 凭 腿 脚 耐 力 。

他 和 潘 星 将 这 部 纪 录 电 影 命 名 为《我

与祖国共命运》，以第一人称的方式，

抒发了不同的“我”和祖国心相连、情

相 牵 ，愿 为 祖 国 强 大 而 贡 献 自 己 一 份

力量的真挚心愿。

“我像一把泥土，整个身心紧贴着

大地母亲的怀抱；我像一滴水，汇流在

祖国无穷无尽的浩荡江河；我像一块砖

石，牢牢地筑砌在万里长城之中……改

变祖国的命运是几代人的理想，是亿万

人的心愿。”《我与祖国共命运》书写了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军人的满面春风和

在春风里雷霆万钧的时代风采。

1999 年国庆阅兵：
满怀豪情奔向新世纪

1999 年是即将跨世纪之年，新中国

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壮阔历程，举行阅兵

活动成为民心所向。

李振羽此时已从新影退休。考虑

到他从开国大典就参与阅兵摄影工作，

新 影 邀 请 李 振 羽 担 任 纪 录 电 影《50 盛

典》的导演。这次拍摄使用了大摇臂，

为表现阅兵队伍精神风貌增强了技术

支撑。机位设在西华表的位置。为保

证拍摄时绝对安全，时任厂长李建守在

大摇臂旁，参与摇臂服务保障。

这次阅兵阵容更加强大，改革开放

新 时 期 诞 生 的 陆 军 航 空 兵 、海 军 陆 战

队、武警特警、预备役等部队第一次汇

入受阅部队。在武器装备方面，高科技

武器装备已开始成为解放军的主战武

器。影片解说词这样说：“50 载春秋，13

次阅兵，一条阅兵路，一条人民军队的

发 展 之 路 ，一 条 走 中 国 特 色 的 精 兵 之

路。我国自行设计的新型主战坦克、步

战车、反坦克导弹、各种自行火炮阵容

一新”“这支配备特殊装备的队伍是第

一次出现在国庆受阅行列中的武警特

警部队。海军陆战队，是首次在国庆阅

兵式上亮相的新军，是人民海军序列里

最年轻的一员”“隆隆战车载倚天长剑，

浩浩东风壮军威国威。中华长剑首次

亮相后，又经 15 年的打磨锤炼，以更加

锋利、灵活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

这次阅兵带着即将进入新世纪的

自信、豪迈载入史册。

2009 年国庆阅兵：
钢铁长城气势如虹

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阅兵是新

世纪的第一次阅兵。那些年，中国军队

不断加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

战争的步伐，研制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各军种联合

作战能力有了大幅提高。

这次阅兵，新影出动 108 人、设置

42 个机位。新影的一台环幕摄影机首

次进入现场，在天安门东北角靠近长安

街的地方设置了机位。摄制组仔细研

究了这次阅兵的特点，据此安排摄影人

员的拍摄重点。

此次阅兵，徒步方队中的军兵种更

加齐全，方队编成更加合理精干。其中，

特 种 兵 部 队 首 次 亮 相 阅 兵 式 ，备 受 瞩

目。陆、海、空三军航空兵部队组成庞大

的受阅机群，沿长安街方向飞过天安门

广场上空，参阅的机型、数量和编队类型

都大大超过 1999 年的规模。摄制组决

定，要突出拍摄受阅官兵的精神风貌，要

从镜头里强调我受阅官兵威武雄壮的阵

列、奋发昂扬的军姿；徒步方队坚定豪迈

的步伐和一往无前的气概要多用特写镜

头，装备方队浑然一体的动作和排山倒

海的气势，要运用两极镜头等。

这 次 拍 摄 是 最 后 一 次 使 用 35mm

胶片对阅兵进行记录，见证了人民军队

在阅兵式上气势如虹的风采。

2019 年国庆阅兵：
新时代强军的铿锵步伐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中国人

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新影摄影

精锐尽数出征，摄制多部纪录电影，其

中《敬礼，我的祖国》聚焦国庆阅兵。在

这次拍摄中，每位摄影师都在认真中带

着一份庄重，都想为受阅官兵拍出最美

的画面。

此次受阅阵容强大、武器精良，部

分新型武器装备受阅，充分展示人民解

放军履行使命的综合能力，彰显了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辉

煌历程。人民军队以改革重塑后的全

新面貌接受党和人民检阅，展现出履行

新时代使命任务的强大实力。

片中，有一段对新影摄影人的描述：

“新影摄影者中的有些人已经年近六旬，

这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执行国庆阅兵式

的拍摄任务。还有一些人刚参加工作不

久，这将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重

要时刻。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

对这支 100 多人组成的队伍、对队伍里

的每一个人都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为了拍摄好这次阅兵式，新影的国

庆阅兵主创团队，不断挖掘提升视听语

言在展现国家重大活动上的文化表现

力和艺术感染力，力求通过引入最先进

的影像技术将这次国庆阅兵活动完美

呈现，实现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

艺术效果。摄制组在保留一定数量胶

片摄影机的基础上，大量使用 8K 超高清

数字摄影机作为主要拍摄设备。这是

我国在大型活动拍摄中第一次如此大

规模地使用 8K 高像素数字摄影设备。

15 次国庆阅兵，15 次影像记录，新

影不仅制作出了深受观众喜爱的纪录

电影，而且为国家积累了宝贵的影像档

案，这是历史赋予新闻纪录电影人的使

命与机遇。

本文图片来自《解放军画报》资料室

国庆阅兵影像中的壮美画卷
■郭本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大批优秀军事

文学作品脱颖而出，展现了人民军队走

过的光辉历程，彰显了军事文化领域百

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将优秀军事文学作

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让它们更好地、

更有活力地走上荧屏、走进观众心里，是

社会大众领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窗口与

桥梁，也是繁荣军事文艺创作、进一步激

发强军精神动力的现实需要。

回顾军事题材影视剧发展历史，可以

清楚看到，相当数量的军事题材影视剧是

由军事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如电影《铁道

游击队》，由刘知侠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电影《林海雪原》和《智取威虎山》、电视剧

《林海雪原》，均改编自曲波的长篇小说

《林海雪原》；电影《英雄儿女》，改编自巴

金的中篇小说《团圆》；电影《烈火中永

生》、电视剧《红岩》，均改编自罗广斌、杨

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电影《高山

下的花环》，改编自李存葆的同名小说。

这些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在发表之

初就受到读者的高度关注，被改编成影视

剧后，更是受到观众青睐。它们有的已经

成为红色经典，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

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影响着几代中国人。

以小说、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为蓝

本改编成影视剧，实质上是将文字叙事

转变成光影艺术，可谓二次创作。两者

虽有相通之处，但亦有很大不同，有的需

要“大动筋骨”甚至是“另起炉灶”才能改

编成功。那么，怎样才能有效推动优秀

军事文学作品影视化呢？

把握好军事影视艺术的主要特性。

影视艺术是时间与空间艺术、平面与立

体艺术、静态与动态艺术的复合体。作

为军事题材影视剧，既有影视艺术的普

遍特性，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只有充

分体现其独特性，才能彰显军事影视剧

的特殊价值。军事题材影视剧的最大特

性当然是军队特色、军事特征，因而必须

突出反映革命战争历史、人民军队成长

历程和革命军人精神风貌，重点展现我

军军事斗争准备、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

展历程和成就。观众中不乏军事爱好

者，影视剧的军事特性越明显，受众的关

注度和剧作收视率自然会越高。另外，

军事题材影视剧应当服务于练兵备战的

需要，使之具备一定的教学价值，促进实

践成果转化。如电影《地雷战》《地道战》

上映时，就明确标示为“军事教学片”。

遵循军事影视作品的基本要求。军

事题材影视剧相对于社会题材的作品，有

着自身的特殊要求。它既要符合影视剧

创作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军事题材影视

剧创作的特殊规律；既要反映军事和战争

史，又要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现实服务。因

此，改编创作应坚持“三统一”。其一，思

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可以说，思想性是

影视剧的“魂”，艺术性是影视剧的“本”。

缺乏思想性，作品就难免成为照录历史与

现实的“流水账”，没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缺乏艺术性，作品则失去艺术本身的魅

力，让观众感觉索然无味。其二，教育性

与娱乐性相统一。寓教于乐是影视剧的

一个突出功能，必须统筹兼顾，让两者相

得益彰。其三，军事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

一。一部优秀的军事题材影视剧应当凭

借引人入胜的叙事来体现军事价值，同时

也应通过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游刃有余

的艺术技巧来赢得观众认可。

厘清军事影视创作的发展方向。军事

题材影视剧的改编创作应当服从服务于提

高战斗力的根本目的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的总体目标，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推进新时代革命军人核心

价值观的培育，不猎奇、不媚俗，拒绝不接

地气、凭空想象，摒弃悖逆常理的“神剧”，

消除为了票房而迎合低级趣味、只讲究技

术技巧而忽视内在价值塑造等庸俗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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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电视剧《决胜零距离》在央视电

视剧频道播出。该剧以军队调整改革为背

景，着眼战斗力转型升级，讲述了在战区陆

军组织的一场演习中，骁狼特战队在队长

贺天高和老队长柴胜华的带领下，勇猛破

袭蓝军猛虎旅的两个作战单元，并与妄图

破坏演习的境外恐怖势力作斗争的故事。

《决胜零距离》塑造了一批真实生动

的军人形象。剧中刻画了多名持重稳健、

沉着自信的指挥员形象，如演习导演部总

指挥许克明、红军副总指挥雷公鸣、蓝军

总指挥何玉凯等。剧中，许克明说：“我们

在千里戈壁滩上掉皮掉肉、流血牺牲为了

什么？就一个目的，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

的人看到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

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和战争之

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演习刚开始，

特战队很快就拿下了蓝军指挥部，却付出

队员“一死一伤”的代价，演习被迫暂停。

随即，许克明果断下令演习继续进行；雷

公鸣为考察特战队的备战情况，亲自带领

夜袭小队与特战队激战；何玉凯得到蓝军

行军途中遭遇化学污染的消息，研判情况

后，即刻下令防化营前往处突……剧中，

作为指挥员，这些人物以自己的丰富经

验、作战智慧和魄力胆识，在不同情境下

指导部队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除此之外，该剧还描写了多名作风

顽强的特战队员。队员们个个身怀绝

技，出场即战斗。黑山口突袭装甲队、虎

口滩营救红军飞行员、攀峭壁直捣蓝军指

挥部……他们分工明确、有勇有谋，展现

出非凡的战斗力。比如在剧中，队员雷子

踩雷被炸伤后仍然坚持扣动扳机不放弃

战斗，直至坠崖牺牲；隐瞒医嘱的兵王甄

志国，带伤坚持加入演习；副队长李瑾乔

装打扮，为红军收集到宝贵情报。他们时

刻铭记“发现必歼灭，首战即决战”的战斗

原则，为打赢这场演习全力以赴。与此同

时，这些特战队员也在战斗中实现自我成

长。如贺天高与柴胜华在决策上常有分

歧；参谋葛念念常不理解贺天高指令背后

的意义；排爆手石大胆因为贺天高要处分

自己心生不满；人人敬仰的老班长甄志国

在演习间隙面临军旅生涯至关重要的抉

择考验……但不管在何种背景下，特战队

员始终把演习大局置于首位，在一步步夺

取演习胜利的过程中求同存异、共克难

关。这些内容丰富的情节描写，使剧中人

物形象的塑造更显立体生动。

高科技武器装备的运用是《决胜零

距离》的一大亮点。各种先进军事装备

逐一亮相，展现了我军科技强军成果。

剧中不仅展示出武装直升机、坦克、扫雷

车、无人机和单兵作战装备等新装备，更

有 CY 坦克火炮射击模拟系统、CY 武装

直升机对地模拟攻击系统、CY 远程炮

兵模拟火力压制系统等特色设计。“CY”

交战系统是该剧的艺术创作。运用这个

系统，可以实现极为逼真的战场模拟环

境。这种艺术创作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

染力，也更好地满足了观众的视觉期待。

《决胜零距离》中彰显了“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练”的练兵思想，让观众从一个

侧面感受到人民军队持续提升的实战能

力，是一部洋溢着青春热血与时代感的

现实题材作品。

电视剧《决胜零距离》—

阐释“零距离”的军事意蕴
■李娅涓 阿 昕


